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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 文试图探 索 CEO 支持 信息化的动 因，填 补 

以 往 研 究 的 缺 口。 通 过 对 15家 企 业 的 调 查 发 现 ， 影 响 

cEo 支持 信息化 的动 因可归纳为基 本的激发 条件 (支持 

动力)和保 障性 条件 (促 进 机制 )。 首先 ，cE0 感知 的 

“外 部环 境 压 力”、“组 织发 展 需求” 和 以往 “企 业的信 

息化 绩 效” 共 同形成 cE0 开展 信 息化 的工作 需求 ，形 

成 激 发 cEo 支持 信 息化 的基 本条 件。也 是 cEo 支持 

的基 本动 力；其次 ，CEO 的 “资源管理 自由度 ”和对 “信 

息化理 解水平”是 实现 cE0 支持 的保障性条 件。 亦即， 

一 个组 织只有 同时具备 充分的激 发条 件和 高水平的保 障 

条件 时，才能 表 现 出高水平的 cE0 支持。本 文把 影响 

cE0 支持 信 息化 的动 因，根 据 其作 用机 理 区分 为激 发 

性 和保 障 性条 件，解释 了为什 么有些 企业的 cEo 表 现 

出高水平 的支持 而有 些却很 缺 乏支持，能 有效预测 不 同 

情境下的 CEO 支持。本 文的研 究结论可扩展 高管支持信 

息化 的理论 ，也 对 实践具 有指导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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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采 纳实 施企业 级 的信息 系统是 ～项高投 入 (财力和 

人 力 )、高风 险、复 杂 的系统 工程 。[1-31它需要 企业 整 合 

多 个业 务单元 的数 据 、流程 ，协调 各级 内部管理者 之 间 

的关 系，以及应 对与外 部供 应商 和 咨询方 的关 系。 而 

这一切均离不 开企业 高层 管理者 的支 持。 最近 2O年， 

与 高管 支持 (Top Management Support)相 关的研究 大量 

出现，涉及众 多信息系统并跨越 Is采纳、开发、实施 

等各 阶段 ， ‘高管 支持 是 最 广泛 地被 认 为对 系统实 施 

成 功 有 贡献 的变量 ”， 它 对信 息 系统 的正 面影 响 也得 

到大量 经验证 据 的支 持。 

以往 的研 究 从 多个 视 角解 释 了为 什么需 要 高 管支 

持。权 力视角 的研 究认 为， 由于高管具有 法定 权威 ，只 

有通过 高管 干涉才 能 消除新系统 采纳 时来 自多 个业 务单 

元 的抵 制 ，从而使 系统采 纳具 有合 法性 ；【】 也 有研 究 基 

于资源 观和知识 观说 明高管支持对 下级 的影 响．这 些研 

究认 为，高管 团队汇聚 了多 个职能 领域 的专家 知识 ，如 

果高 管参 与战 略规 划并 与 IT经 理 和业 务 经 理分享 愿 景 

和 知识 ，能有 效 促使 IT战 略和业 务 战略 再 融 合，从 而 

提升系统 的绩效 ；[1 持 结构 化理论 视角 的学 者则提 供了 

更为 全 面的解 释 ，_7 他们 认 为，高管 可以主 导愿景 和 价 

值观 、操控 制度和资 源 、影 响技 术的选 择和 配置 ，并且 

可 以通 过激 励 制度来 导 向用户的行 为，也可 以通 过 培训 

来降 低用户的知识 壁垒等 ，最终影 响系统绩 效 。 

高管支 持 作为关键 因素早 已众 所周知 ，然而人 们对 

一 些 重要 问题 的理解 还极 度匮 乏 ，ll 比如，为什么有些 

企 业 比另一 些 企业 的高管支 持水平 要低 很 多?为什么高 

管 有 时候 支 持而 另一 些 时候 却 不支 持? _1 导致 这一 情 

况 最直 接的原 因是很 多研究 更倾 向于讨 论高管支 持与信 

息化 绩 效 的关 系，而忽视 了探 讨高管 支 持产 生的前 因 ； 

而另一方面，由于 目前关于高管支持的研究 中，“高管” 

总是 作为一 个团队性主体 存在 ，没有 区别对待 关键 成员 

(如 CEO)的作 用，因而 难 以对其进 行有 效 的解 析。事 

实上 ，高管 团队 (TMT)成员 的权 力和影 响力是 极不对 等 

的，CEO是 TMT成员 中最有权力 和最有影 响力 的个 体 ， 

CEO如 果能 够 把有 限的 注意 力 、资 源 以及条 件 分 配 到 

企业 的信息化建 设 中，对信息 系统 的采 纳 、实施 以及 有 

效吸收有着 至关 重要 的作用。 ’ 川 

因此 ，本文将试 图回答 如下问题 ：在组织信 息化 中， 

CEO为什么支 持信息化?何 种情境下 CEO表现 出高水平 

的支持?为此 ，本文将通过调查 15家企业有关 CEO支持 

信息化 的问题，主要采用归纳方法发现概念 和开发理论。 

一

、 文献 回顾 

本文是 探索性 研究 ，理论 开发是采 用以定性 数据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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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的归纳 逻辑 ，回顾 文献 的 主要 目的是 为了与定 性数 

据 进行对 比，发现 新概 念 、新关 系。 以往很 少有研究 

直 接讨 论 CEO支持 ，即便讨 论 影 响高管 支持 的研 究也 

比较稀 缺 ，【l7 只有个 别研 究从 外部制度 视角解释 促 进高 

管 支持 的机理 。／IS]因此 ，我们 回顾 了与本文 相关 的文献 ， 

包含外部制 度环境 对 高管 支持 的影响研 究 、高管之间 的 

社会交互、高管的知识。通过回顾并分析它们的缺陷， 

有助 于定性 研究 中抽象概念 以及构建理论 模型 。 

1．外部制度环 境影 响高管支持 

以往研 究 中，有学 者认 为高管支持 信息化是 受外 部 

制度 环境 的影 响。【】。 持 这种观点的人是基 于 DiMaggio 

等 [2H制度理论 的视角，他们认 为，之所 以很多成功企 业 

都 极 为相 似是受 外部制度 影响所 致。高管是 企业 的代 理 

人，他们处 于组 织和外 部交 互 的边 界上，这 种外部 制度 

通过他们 的感受 和理解 转化成 战略 决策 和 内部制度 ，从 

而影 响组 织的实践 。DiMaggiO等 识 别 了三种不同类 

型的外部制度力量 ：模仿 、强制和规 范。在信息化情境 下， 

外部 环 境 的影响 主要 表现 在 ：f1 第 一 ，当高管获 取竞 

争对 手采 纳了新 的信 息系统 并获 得成 功的消息 ，就 感 到 

了竞争压力 ，从 而模仿竞争对手也试 图采 纳相似 的系统 。 

高管 认为，采纳新 系统会保 持企 业 的竞 争优 势，从 而可 

能表现出对信息系统的重视 ，并在资源和制度上向信息 

化倾 斜，体现 出高程 度 的支持 。第 二 ，当行业 协会 或者 

上级单 位强制 性要 求企 业采 纳信 息系统 时，为 了保证 组 

织和 高管 自身 的合法 性 ，高 管就会对采 纳信息 系统表 现 

出积极 的态度 ，并 分配 相应 的资源 。第 三 ，当企 业产业 

链上下游 中的合作伙伴采 纳一项 新 的信息系统 或者创 新 

时，需要这个链 条 中多个企业 协同 ，是 一种规范性要求 ， 

采 纳 与合 作伙 伴 相 匹配 的信 息 系统 就 成 为 一项 战 略 任 

务，高管将对此 给予足够 的重视并进 行支持。 

外 部制度理 论解 释 了组织 外部制度 力量对 高管的影 

响，这对理解 CEO在信息化情境下的态度和行为提供了 
一 定 的理论 依 据。但 这一视角也 存在 一定 的局限 ，还 很 

难 解 释为什么在相似 的外部 环境 中一 些企 业 的高管对 信 

息化 更为积 极。[1 

2．高管团队成 员之 间的交 流 

根据社会集成 (Social Integration)的观点 ，高管团队 

要达成共识，需依赖于团队成员之间有效的信息交流。[221由 

于企业实施 信息化涉及多 个职能单元的变革 和流程重构 ， 

且具有多选择性，高管团队中不同个体必须分享信息、理 

解 ，才 能实 现团队知识开发和相互理 解，进 而达成 共识。 

但是 ，在实践 中存在的很多结构性壁 垒、认知壁垒、行 为 

壁 垒 、政治 壁垒 [1 会 扼杀 团队成 员知识 分享和集 成。[23_ 

而 有效 的团队交 流可 以减 少进 而消除各种 团队异质性 壁 

垒 ， ’” 实 现 团队成 员异 质性 知识 的综 合。尤其 是 CIO 

和 CEO的沟通则更为重 要。 Feeny等 通过实证研 究 

表 明，CEO和 CIO的关 系能够 促进高管 团队参 与信息 系 

统 的开发 ；Smaltz等 则发现 ，CIO的沟通能力对 CIO 

和高管 团队之问的共识有着显 著的正面影 响 ；也 有研究 表 

明，CIO通 过理性 的劝说 、投诉 、实 施压力均 能获得 业 

务管理者对战略信息系统 的支持 和认 同。 

从 这一视角能够 补充外部 制度理论 的不足 ，有利 于 

解释当组织内部发起信息化时 CEO支持的缘由。 

3．高管成 员 的知识 和能力 

在一般 组织研 究 中，强调高管 以团队形式 进行 决策 

更 有效 ，是基于 一个 基本 前提 ：高管 团队中的成 员来 自 

多个职 能领域 ，他们 具 有的多个功能领 域 的知 识会互相 

补充 ，从 而增进 高管决 策的有 效性 。[3 而在信息 系统实 

施 中，也 同样 是 因为高管 成员可能 分别 拥有与系统 实施 

的不 同知识而提 升高管支 持 的有 效性 ，如 战略 IT知识 、 

业务 知识 、 项 目管 理知识 。 当某一 领域 的管理 者不 

但熟 悉 自身 领域 的知识 ，对其 他领域 的知识也 比较 精通 

时，就能够 比较综 合地 理解 信息 系统设 施 中涉及 的多 个 

方 面的程 序和 问题 。 当这个管 理者 和其他 团队成 员沟通 

时， 由于其 具有信 息系统 的知识 背景 和沟通语 言，其他 

成员 就更 能接受理 解综 合 的知 识 ，从而扩 大了团 队的知 

识 共识 。经 验 证据 表 明，个 体知识 能 影 响团 队对 Is的 

态度 (属于 高管 认 知支 持 的范 畴 )。 例如 ，业 务经 理拥 

有 IT知识 时，能 有效促 进与 IT部门的关 系，也 更愿 意 

认 同信息 系统活动 ， ”业务 领域 的高层管理 者拥有 的 IT 

知识 水平决定 着组织 采纳 IS的意愿 。 。 更进 一步说 ， 

当 CIO熟 悉业务 、CEO或 者其他 业务 管理 者熟悉 IT时， 

有助于形成 共识 。【2 

知 识 反 映 的 是 理 性 ，如 果 CEO拥 有信 息 化 的相 

关 经验 和 知识 ，会 消 除 CEO对新技 术 的知识 壁 垒，使 

CEO能深 刻理解 信息化 的价值 。因此 ，知识视角 的理论 

对分析本文 的研 究问题 提供了理论支 持。 

综上 ，与高 管支 持信 息化 相关 的 条件 是 多 方面 的， 

单一 的理论视角均 难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的高管 比另一 

些支持 的水平更 高。 而对 于 CEO支 持信息化 的问题 ，以 

往 的研 究 还没有 聚焦 对该 问题 的讨 论，对 它 的了解只是 

零碎的 、片段的，更没形成解释力较强 的理论框架。 因此， 

本文通 过探 索性研 究，并 综合 已有 的理 论试 图构建普适 

性强的、可解释 CEO支 持信息化动因的综合理论模 型。 

二 、研 究 方法 

1．方 法选择 和研究 场景 

研 究设 计和 方法取决 于研 究 问题 。Maitlis等 t351在 

研 究如何激 发 和提升 领导者 意义赋予水平 时，通过 归纳 

多 种情 景下领 导者 意义 赋 予，得 到普 适性 较 高的框 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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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探索 CEO支持 信息化 的动 因，研 究逻 辑与其 相似 ， 

因此 本文借鉴 Maitli S等 的研 究策 略，归 纳多场景下 

CEO支持 的动因。这 种通过 对 同一问题 在多个不 同场景 

中互 相补充 的解释 ，可 开发 出更精 细更有 效 的理论 。多 

种场 景和现 象的复制和 扩展 能够 帮助研 究者更 易感知 到 

现 象深 层 的模 式 ，且 能 降低 研 究 者在 构建 理论 时进 行 

的机会联 想 ，也可 以通 过单个模 式 的汇集 ，获 得更加完 

整的理论 框架 。 鉴于此 ，本 文选择 多家企 业 ，以 CIO 

的观察角度来 收集 这些 企业信息化实践 中如 何激发 和促 

进 CEO支 持 的相 关数 据 。这些 企 业符 合 以下条件 ：① 

企 业已经实施 了企业 级的信息系统 (如 ERP、CRM 等 )， 

而且此信 息系统 必须 得到 同行 的认可 ；②迄 今为止 ，企 

业仍 然在 使用信息 系统 ；③所 选企业需 要在 同行业 内具 

有一定 的影 响力。我 们也 考虑 了企业 性 质 的差 异 性 (如 

国有 ／非 国有 )，如表 1所示。 

2．数据 收集 

数 据 收集 以深度访 谈 的形式 开展 ，主要考 虑从 CIO 

(或 职能 相似 的信 息系统 主管 )视角 的理解 。这 里需 要 

强 调 ，选 择 C10视 角是 因为 CIO直 接 负责企 业 的信息 

化 建设 ，对 CEO的支 持需 求 更 迫切 ，对 其支 持力度 的 

了解 更清晰 ，对其支 持过程 的变化更敏 感 ，因此 CIO在 

CEO对信息化 的支持 问题上 最有发 言权 ，从 CIO的视角 

观 察 CEO对信息化 的支持相 对准确 。 

在 这 15家企 业 的调研 中，访 谈 的问题 主 要集 中于 

两个 ：① CEO(或一把手 )支持信息化的动力是什么? 

②什么因素促进了CEO支持企业的信息化建设?除了访 

谈 CIO外，我们 试 图从 其他视 角进行 多元化数 据 的印证 ， 

也访 谈 了 CIO的下级 (如 IT经理 和关 键 用户 )，在有条 

件 的单位 ，也 访谈 了部 分高级 业务副 总经理 。以上访谈 

都进 行了录 音，之后把 15个 企业 的调 研 录 音全 部 转换 

为文本 ，共计 40余万字 。 

3．数 据分析 

本文对定性数据的分析包含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识别与 CEO支持信息化相关 的活动 ，界定 CEO支持信 

息化的表述。第二个阶段是识别 CEO支持信息化的条件。 

第 一 个 阶段 ，在 访谈 数 据 中识 别 CEO支 持 信息化 

有关 的表述 。首先 ，我们 通读所有 的事 件 表述 ，识 别 出 

有关 信息化建设 的各 个 阶段和 活动 ，共有 6大类 ：信息 

系统 的立 项、系统 扩展 立项 、 日常预算 、项 目规 划 、临 

时问题解 决 、IT部门的困难 。其 次 ，通过 分析以往有关 

高管支持 的文献 ， 对 比本 文 中以这 些事 项为 核心故 

事识 别 出 cEO积 极性 反 映 或 者消极 性 反 映 的内容， 以 

界定可表 征 CEO支 持信 息化 的活 动。共 界定 出 cEO的 

l8项 支持 性 内容 ，如重 视 信息化 的价 值 、重视 CIO的 

价值 、CEO对信息化产生 兴趣 、提 供战 略理念 、提 供管 

理 目标、提供财务资源、提供人力资源进行协调、协调 

决策 时倾 向信息化 、管理 推动 、激励下级 、信任 CIO能 

力给 CIO分配权 力 、创建 业 务高管与 CIO 的沟通制度 、 

CEO与 CIO的沟 通通 道畅 通、在信息化 活 动中 CEO的 

代言 、项 目进 展追 踪 、项 目的 目标 矫正 。 

表1调研的企业和访谈对象 

阶 概念 二阶 主题 ；E总 性维 度 

· 竞争 对手使 用信 息化 
· 上级单位的压力 

· 控制 的需求 
· 业 务管理 的需 求 
== ====== ；===ztE j == ======； ==一  

· 本单位ERP的成功绩效 

·CE0利用信息系统开展 

管理工作的感受 

CEO感 知的 

外部 环境压 力 

CE0 惑知 的 

CEO感 知的企 业 

信息化绩效 

CE0开展 信息 化的 

＼ 工作需求 ／ 

图1数据结构：CEO支持信息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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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阶段 是 在 第 一 阶段 完 成 后 ，已经 明确了 CE0 

支 持 信息化 的 涵义 ，进 一步 识 别 CE0支持 信 息化 的条 

件 。我们 用 Nviv0 10作 为数据 管 理 和分 析 的工具 ，在 

对基 本 内容进 行识 别和分类 之后 ，进 行详 细的编码工作 ， 

将 数 据 抽象概 念 化 。数 据 编码 主要 依照 扎根 理论 方 法， 

编码过程依次为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361 

开放 式 编 码 是 将文 本 记 录 逐 步概 念 化 ，是 把 具体 

的情境化 描述 进行抽 象化 的过 程 ，其 目的在于确认 现象 、 

界定概 念和识别范畴。我们首先把与 CEO支持信息化 

相关 的内容标注出来，然后对构成 CEO支持信息化条 

件 的内容进 行 编码 ，编码 时尽量使 用文本 中那些概 括性 

的词汇或短语来贴标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集中识别 

与这 18种 CEO支持 信息化 相 对应 的条件 ，获得 一 阶概 

念 。这些一 阶概 念可能 比较 明确地 对应于一 个或 者几 个 

具体 的支 持。紧接 着，我们 开展 主轴编码 。通 过分析 一 

阶概 念 ，把 它们 进行分 组 ，不 断比较 ，识别 哪些 一 阶编 

码所描 述 的活动和行 为具 有相近 的属性 ，每一组 属性 形 

成一 个分析 性概念 ，把 这个 分析概念 标签 化并 得到一 个 

主轴 范畴 ，形成 二 阶主题 。例 如，“控制 的需 求” 和 “业 

务 管理 的需求 ”均反 映了CEO支 持信息化是 基于 “组织 

发 展需 求 ”这一属性 ， 因此创 建了 “组织 发 展需 求 ”这 

—二阶主题 。我们 在创 建这 些 主题 时，也 尽量 比对 以往 

文献 和理论 中的相 关概 念 ，提高标 签概 念 的可读性 和理 

论 继 承 性 。 图 1表 示 的数 据 结 构就 是 描 述 最 终 的二 阶 

主题 和一阶概 念。 

最后 ，结 合原始数 据分析 这些概 念 和主题 之间的逻 

辑关 系 ，以 CEO支持 信息化 意识 的源泉动力 (激发 )和 

如何促进 CEO支持信息化 (促进 )两个核心问题为中心， 

构建 出本文 的综 合理 论 。我们 依据 Charmaz【3 的建 议 ， 

反 复 比较数 据和理 论 ，直到 构建的理 论能够 很好地 解释 

数 据 。从 15个 企 业获 得 的定 性 数 据 已经 能够 很 好地 达 

到理 论饱 和度。 

三 、研究 发 现 

本文 通过 对 15个 企业 的调 查分 析，发现 这些 企 业 

中 CEO支持 的程度 与其条 件紧密 相关 。在 这些 案例 中， 

单 一 的条 件未 必能 引起 CEO支 持 意识 和 行 为，但 这 些 

事 例 至少 表 明了 CEO的支 持意 识 或 行 为紧密 依 赖于 这 

些 条件 。我们 首先介 绍与 CEO支 持信息化相 联系 的条 件 ， 

把 影 响 cE0支持 的 因素依据 其 作用机 理 划 分为 激发 条 

件 (动力性 的角度 )和促进 条件 (保 障性 的角度 )。通过 

讨 论 为什么 这 些 条件 与 cE0支持 信息化 紧 密相关 ，开 

发 CEO支持信息化动因的理论模型。 

1．CEO开展信息化 的工作 需求 

在组织 中，工作需 求是 指工作的职 责感 受 和不得 不 

努力工作的程度，【3 这里我们用 CEO开展信息化的工作 

需求 来 表 述 CEO支 持信 息化 的动力 ，反 映 其 支持工 作 

的迫切 程 度 ，它是 由 3个二 阶主题汇 总得 到的描 述 ，这 

3个二 阶主 题 包 括 CEO感 知 的外 部 环境 压 力 、组 织 发 

展需 求 和以往企 业信息化 绩效 。 

表2 支持 “CEO开展信息化的工作需求”的证据示例 

编码 描述引用 

外 

部 

环  

境 

的 

压 

力 

上级单位的压力 

2005年我们的控股公司(也就是集团公司)要求统一全 

集团的信息化平台，因此我们公司的整个信息系统全部 
更换为ORACLE的ERP产品。我当时是ORACLE的顾问，正 

是这个契机，公司把我招过来负责信息化实施。在实施 

过程中，我们都是按照集团公司的要求统一规划的，比 

如基础数据编码、报表格式等，我们必须按照集团的要 

求做，该改的流程就改，老板都是支持的【H公司ClO) 

我们厂里考察非常多，总经理开会经常碰到一起，聊来 

鲁对手使用信息惴 聊去T
o

’ 

鬈 
时候转告我们，“你们出去考察一下，带回其他企业信 

息”(B公司c J。) 

组 

织 

发 

展 

需 

求 

控制的需求 

公司老板在考虑信息化时，正是由于其二级公司以及控 

股公司达：~1J67家，每家分子公司的资金管理以及预算管 

理很难使用传统分散的信息传递完成有效的管理。基 

于这样的情况，我(ClO)很容易把基于实现管控模式的 

ERP系统解释给老板，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老板就能理 

解这种信息系统的功能和实旅的重要性(E公司cl。】 

电子产品分销门店达到1O0多家，且遍布全国大中城市， 

门店的销售人员私下和厂商协商销售提成和佣金，并总 

是在门店中卖出自己私利最多的产品，公司无法掌握相 

关信息，因此公司决定上马信息化项目(K公司cI。) 

业务管理的需求 

原来1oo多家门店基本上是手工操作，最先是电传、电 

话 ，误差很大，基于这样的情况，老板就有用计算机 系 

统来管理的想法(C公司CIO) 

没有预感到什么危险，也没有预感 到信息化的什么价 

值。只是觉得一个企业发展到这么个程度了，应该顺一 

顺 ，应该上了 (B公司CEO) 

这个我们也是摸着来的。我提 出来他就照办 ，因为当时 

本单位ERP的成功绩效 在现任CEO手上，我们上ERP_[得挺成功的，他也知道。 

现在我们上项目，他肯定支持我 (F公司ClO) 

我们公司的领导是从其他公司过来的，他原来那个公司 

1 的信息化做得非常好，他有相关经验，他有利用信息化手 

息 段进行管理的实际感受。因此，他到公司一看，有差距， 

化 就非常重视信息化建设，～定要推进信息化工作，改掉公 

绩 CEo$~j用信息系统开展 司流程上存在的问题。我能感觉到他的这种意识特别强， 

效 管理工作的感受 在推的过程中，他的力度也很大。还有些领导 他可能原 

来就是负责生产的，他对这些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理 

解，他虽然也有个说法，说信息化好，但是怎么个好法，他 

没有这个感受。那可能一旦遇到一点点问题，或者，跟他 

原来的习惯有差距，他就会有一些抵触(E公司CIO) 

(1)外部 环境压 力 

CEO感知 的外部 环境压 力是二 阶主题 ，指 CEO在 

外部制 度和 环境 的影 响下 对采纳信 息化 的取 向程 度 ，其 

汇 聚 的一 阶概 念 为 ：CEO感 知到竞 争对手 使 用信息化 、 

上级单 位 的压 力。表 2提供 了可 表达 和解 释其含义 的引 

用证 据举 例 。 

CEO感知的企业外部环境能对 CEO支持信息化的 

态 度 有着 重 要 的影 响作用 。这 些 外 部 环境 是 指 政府 的 

信息化政策、行业协会的标准要求、上级单位的管制与 

导向、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化应用程度以及同行业企业的 

信息化 应 用程度 。例如 ，F公司的 CIO认 为，CEO支持 

信息化 的意 识来 源于 “行业 协 会提 出的质 量标准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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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09000，14000等 提 出了流 程标准化 的要 求 ，而要 实现 

标 准化就 必须依 赖现代信息 系统 。 

我们也发现 5家集团层面的企业信息化项目是在上 

级 单位 的要求下开展 的，而集 团以下层 面的企业 几乎 全 

部是 集 团公 司主导 的信 息化 ，这些 上级单位 为了能 统一 

监 管 下级 单位 的运 营和财务状 况 ，要求其 下级单位 实施 

指定 的信息 系统 ，并且作 为考核 这些单位一 把手 的绩 效 

指 标 。例 如 ，表 2中 H公 司 CIO的 表 述 。在 这 种情 况 

下的一把 手均会 认 同信息化 的重要 性 ，并且 当作一项 必 

需 的工作 完成 。 

此外，行业信息化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例 

如 ，根 据 B公司 C10的描述 ，有 时 CEO会 了解 到同行 

业其 他企 业在信 息化 应 用上 的成 功 ，会产 生引入 自己企 

业 的想法 ；有 时 CEO总是 愿 意 比对 标 杆企 业 的信息化 

状况 ，会 安排 信息部门 、业务 部 门去参 观了解标 杆 企业 

的信息化使用情况。同行业标杆企业应用信息化如果取 

得了成功，会增添 CEO信息化投资和实施 的信心，并 

通过了解 其他企 业 的实 际使用效 果来 判断信息化是 否合 

适 自身的条 件。 

(2)组织发 展需求 

激 发 CEO支持 信息化 的 动力 还来 源 于组织 发 展 的 

需 求 。CEO感 知 的组织 发 展需 求 是 一 个二 阶主 题 ，包 

含两个一 阶概 念 ：控制 的需求 、业 务管理 的需 求。表 2 

提供 了调研 的描述 引用 ，可详 细标 明每个 一阶概 念 的意 

义 。我们 发现 ，很多企 业进 行大规 模 的信息化实 施是基 

于组 织 自身发 展 到一定程 度 后的需 要，其 中需要 之一是 

公 司 的控制 需 求 。公 司 CEO最 关 心的 莫过 于公 司的盈 

利水平和公 司的管控 水平，如 果高层 感觉 到设 在不 同地 

区 的分 子公 司过于分 散和公 司的规模 足够庞 大时，高层 

难 以及 时 掌握 和传 达 必 要 的信 息 ，这类 企 业 的 CEO最 

急于借助信 息化 方案解 决 问题 。例 如，E公司 C10描 述 

的集 团公司 老板在考虑 信息化 时，正 是 由于其 二级 公司 

以及 控 股公 司达 到 67家 ，每 家分 子 公司 的资金 管 理 以 

及 预算 管 理很 难使 用 传 统 分 散 的信息 传 递 完成 ，基 于 

这 样 的情况 ，我 (CIO)很容 易把 基 于实 现管 控 模式 的 

ERP系统解 释 给老板 ，不需要太 多 的解释 ，老板就 能理 

解这种信 息系统 的功 能和实 施的重 要性 。 

信息系统 的价值在于提升传统管理的效率 ，当组织的 

发展规模 比较 复杂 、传 统业 务流程 难以满足企 业发展 时， 

CEO就非常愿意引入信息化 系统来 整合 、提升企业现有业 

务流程 。正如 C公司 CIO描述 的情况 ：原 来 100多 家门 

店基本上是手工操作 ，最先是 电传 、电话 ，误差很大 ，基 

于这样 的情况，老板就有用计算 机系统 来管理的想法。 

(3)企 业信息化 绩效 

证 据 表 明 (如 表 2)，CEO产生信 息化 意 识 并 容 易 

投入支 持的情况 还依 赖于企业 已经 实施 IT的成功经 历 ． 

或 者 CEO个人 对 IT成 功 的经 验 感 受 ，即 CEO对企 业 

信息化绩效 的感知 。个 体认 知往往存在 路径依 赖性 ，过 

去成功 的经验会 直接影 响对 当下事情 的判断 。企 业级信 

息系统项 目是一项 高投入 、高风 险的活动 ，CEO支 持信 

息系 统最大 的顾虑 在于企业 投入大 量 的资金、精力后不 

能取得信息系统的成功。当企业过去有成功的信息化经 

历时 ，CEO更容 易支持 信息化建设 。另外 ，企 业在 实施 

信息化前 ，虽然 CEO对信息化 价值有些 了解 ，但缺 乏直 

接 的经验性 体会，其对信息化价值 的感 受远 远不够 ，当 

CEO有过使 用信息化提 升管理 效率 的经 历，其有过 的情 

境经 历就会更 坚定 CEO支 持信息化的信念 。 

根 据 CIO表 述 ，他们 认 为最容易获得 CEO支 持 信 

息化 的提议 的条件 是 ，在 ERP应 用 一段 时 间后 CEO 已 

经在 信 息化 的实 践 中亲 自感 知到 了信息化 带来 的收 益 ， 

相信 信息化 的确解 决了很 多实 际问题 。若 情况 相反 ，在 

企 业早 期 ，当 CIO向 CEO推 荐采 纳 信息 系统 时，CEO 

认可 的难 度 就 特别 大 。正 如 C公 司 cIO回忆说 ：2008 

年 以前 ，我们公司开始实 施 ERP系统 ，老板 除了启 动会 

时 露面 ，平常基本 不过 问 ；但 现在 就不一 样 ，公司要 整 

合 平 台，老板 经常 询 问这个事 办 得怎 么样 了?这 就 是前 

后 的差 异 ，因为现在他 已经认可信息化 是个好 东西 了。 

2．CEO对信息化 的理解水平 

本文 发现 ，与 CEO支 持 信息化关 联 的促 进 条 件有 

两 个 维 度，第 一 是 CEO对信 息化 的理 解 水平，第 二是 

CEO资源管理 的 自由度 。CEO对信息化 的理 解水平 是指 

cEO对 信息化总体性 的理 解程 度 ，包含 两个二阶 主题 ： 

CEO的 IT技 能 、CIO的说服 水平。 

(1)CEO的 IT技 能 

CEO的 IT技 能是指 CEO的知识 和背景 与 IT相 关 

的程度 ，是技 术技能 和管理 技能综 合性 能力反映 。它是 

CEO信 息化 理 解水平 的一 个二 阶主 题 ，其 汇 聚 的一 阶 

概念 为 ：IT相 关 的 作经验 、IT教 育、社会 学习。表 3 

提供 了可表 达和解 释其含义 的证据 举例 。 

① IT工作 经验 。鉴 于实 施信 息化可能 对企 业 的负 

面影 响 ，当 CIO向 CEO解释 信息化 的价值 以及 实施 信 

息化可能发生 的投资 、管理 、变革 活动时，CEO总在评 

估 方案 的可行性 。在评 估时，CEO的工作背景是 其经验 

评 估 的重要依 据 ，CEO与 IT相关 的工作 经验能 够使 其 

更了解信息化的价值，更了解 IT建设 中可能出现问题 

的解 决 方案 ，这会 增强 CEO支持 IT的决 心和信心 。例 

如 ，E公 司 CEO曾经 经 历过 成 功 的信 息化 实 施 ，他 就 

比较容易理解 企业信 息化并 给予积极 的支持 ；即使 CEO 

没有经 历过 ERP建设 ，但 曾经从 事过与信息化类 似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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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他 对新信 息技术 的重 要性 以及信息化 的相关特 性能 

够 比较 容 易理解 。例 如 ，0单位 的 c10这样 说 ：“我们 

的领 导是科学 家 ，不像 一般 的领导，他 本身就是 科学家 ， 

是 院士 ，尽管他 不是研 究信 息化 的，但他 长期 以来 搞科 

研，做实验，深刻知道信息和数据的重要性。因此，我 

一 讲 ，他 就 明白了。” 

② IT教育。cEO接受 过 IT教育也能促 进他 对信息 

化的理解和支持。例如 ，尽管这 15个单位 的 cEO，大 多 

并不拥有计算 机或信息化 相关专业 的学位 ，但很 多人拥有 

MBA或 EMBA的学位。那些拥有 MBA或 EMBA学位 的 

cEO对信息化 的理解总是很前 沿，因为 MBA、EMBA类 

学位 课程 中通 常包 含了专 门的企 业 E化 、电子商 务等课 

程 ，在这 些课 程 中，教 授们 会特 别从 战略 的高度强调信 

息化 对企 业 的影响 ，并且 总是 把 当今世 界最经 典 的成 功 

案例 介绍 给这些管 理者。 由于这 些背 景使得 他们非 常重 

视 cIO的工作，有 时甚至会主动和 cIO讨论 企业信息化 

的方 向，并主动 向 C[O询 问是 否需要 自己配合 和支持 。比 

如 ，K公司的 c10这 样讲 ：“我们老板 是 中欧 国际商学院 

EMBA毕业 的学生 ，他对信息化 的价值非常认 同，曾多次 

强调 EMBA的教 授对信息化 的表 述，而且 还推荐 我们去 

学 EMBA课 程。”该公司的另一位高级副总裁也强调了同 

样 的内容，并且说他 自己在老板 的推荐下参加了 EMBA的 

课程学习，在信息化的认识方面受益匪浅。 

表3支持 “CEo的lT技能”的证据示例 

编码 描述引用 

一 把手曾经是某公司的总经理，而且亲自领导了ERP系统的实施工作 ，并 

J~ERP系统在他的集团公司是个样板项目，他 (CEO)对企业实施信息化 

成功有很强的信,b；fu感性认识，拥有这样背景的一把手更容易认同企业 

lT工作经验 信息化工作并能主动地配台CIO的工作(E公~clo) 

我们的领导是科学家，不像～般的领导一样，他本身就是院士，虽然他不 

是研究信息化的科学家，但是他长期以来搞科研，做实验，深刻理解信 

息和数据的重要性。因此，我一讲他就明白了(O单位d0) 

我们厂里考察非常多，总经理开会经常碰到～起，聊来聊去，就聊到信息 

化了，他会觉得这个东西要做—下(B公司CIO) 

我们董事长是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又获得全国 

十大工业设计的荣誉，反正他的荣誉特别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的 

社会活动参与特别广。在他的圈子里边，总会遇到信息化相关的专家，或 

社会学习 者高校的一些老师、教授，他们会跟我们董事长有交流，交流信息化相关 

的情况和信息(E公司CIO) 

外面的观点，他(总经理)马上就接受了，他亲自去推动。他在香港一个外 

贸公司工作了好多年，后来就跟了董事长，一做就做了十几年⋯ 在这个 

里面关键是他(总经理)的见识。他有很多管理经历，在日本的造船厂做 

过监船监造，所以很多东西就很容易相信。国内的好多学者他没见过， 

他不知道，但他会听别人讲 (F公司CIO) 

我们老板毕业于中欧国际商学院的EMBA，他对信息化的价值非常认可， 

曾多次强调EMBA的教授对信息化的描述，而且还推荐我们去学EMBA课 

程(K公司CIO) 

『T教育 老板也很年轻，而且是复旦大学的EMBA。老板能够吸收外面的东西，他 

也相信A-t"东西(J公司Cl。) 

老板有很高的智商，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领悟能力极强，所以能够很 

快理解信息化的本质意义(M公司CIO) 

⑧ 社会 学 习。这 里 的社 会 学 习是 指 CEO通 过 非正 

规学习途径，参与社交活动时学习、了解有关信息化的 

知 识和经 验。CEO作 为公司的最 高领 导人 ，总是 比其他 

人 员拥有更 多社会 交往 的机会，这 些学 习和交往会 增强 

CEO对信息化的认可度 。例如 ，当 CEO参加 社会活动 时， 

这 些领导人 总要交流 自己企 业的成功经验 ，这些 成功经验 

既包括投融资决 策、营销战略等内容 ，也包括 自身运营管 

理水平 、精 细化管 理 或者质量 品质 管 理等 内容 ，而这 些 

内容经常会涉及信息化 的应用 。因而 ，经 常参 与领导人交 

流 的 CEO能够更 多地接 触到成功 的信息化 应用 ，增强其 

对信息化价值的认可度。此 外，这些企业 经常邀请高校 的 

管理 学教 授 和咨询公 司的专业 顾 问进 行交流 ，企 业信息 

化 的部分总是 交流 的重要 内容 ，在 这种知识 环境 的影响 

下，CEO的信息化意识 及相关 理念会 有明显 的提高。 

(2)C]O的说 服水平 

C10的 说 服 水 平 是 指 CIO通 过 多 种 影 响 方 式 使 

CEO信 服 的 能 力，也 是 意 义 赋 予 的过 程 。它 是 表 征 

cEO信息化理解 水平 的一个二 阶主题 ，具体包含五个一 

阶概念 (证 据参见表 4)。 

第一 ，C10要把 握并 创造沟通 时机 。案例中，企业 

的 CEO平常 都 非常 繁 忙 ，CIO很 少有机 会 向其报 告 自 

己的主张 ，因此 ，C10必须 把握 并且创 造尽可 能多 的与 

CEO当面 陈 述 的时机 。表 4例 子 中 B公司 的 ClO就很 

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其陈述如下 ：公司老总很忙，平常 

几乎没有 时间专 门听你讲 这些 事情，所以我就 抓住一切 

机会跟 他说 ， 比如在 和老 总一起 出差 的时候 ，公司 的事 

情 不会 打扰他 ，这个 时候我 就 和他说说 公司信息化方 面 

的事情 ，说说 其他 公司在 这方 面的现 状 ，同时也 把 自己 

的想法讲述 给 老总听。 

第二 ，CIO要选取合适 的沟通 渠道 。C TO经常通过 

与其 他 人 (如 与 CEO关 系 比较 好 的高管 和 CIO的直接 

主管 等 )沟通 ，达 成一 致观 点后，间接转 述给 CEO。表 

4的案例 中，J公 司 CIO就 采 取 过 这种 方式 ，首先 将其 

制定 好 的 IT规 划 向副 总汇 报，在与 其达 成 共识 后 ，让 

副总说服 CEO，这 样取得了良好 的效 果 。 

第三，CIo要做到言简意赅地阐述观点。亦即 CIO 

在试 图向 CEO传 达 观点 时，要避 免繁 冗 拖沓 ，尽力 做 

到用 最 简洁 的语 言表 达 。 因为 CEO在 企业 中担 任着 多 

重角色 ，而在信息化活 动 中也 只是 担任决 策 和支持 的角 

色 ，并不是 直接深 入 到信息化活 动 中去，所 以 CEO没 有 

必要 具体了解信息化 活动的细节 ，如果 CIO长篇大论 地 

讲述 ，就 很容 易 使 CEO感 到 繁琐 、思 绪混 乱 ，不 能 达 

到很 好 的 沟通 效 果 。 表 4的案 例 中 B公 司的 ClO和 K 

公司的 C[O都解释 了语言精练 的意义 。 

第 四，CIO向 CEO汇 报 问题 能 抓住关 键 问题 。 即 

CIO有 针对性 地 解 释 cEO最 关注 的 问题 ，这 样容 易 拉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14，Vol 17，No 6．PP 114—125 119 



近与 CEO的距 离，削弱 CEO对 信息化 的心理抵 制 ，进 

而能 够有 效 地 获得 CEO的支 持。如 表 4的案例 中 K公 

司 C]O所 说 ，“只是抓 住了老 板 最关 注 的点 ，而 并不需 

要考虑 太 多其他 的价 值 点”，说别 人 之所想 ，不仅 能够 

吸引对方 的注意力 ，也能够达 到 自己的期望 。 

表4 支持 “OIO的说服水平”的数据证据示例 

编码 描述引用 

你不要长篇大论，他肯定听不下去。用很直白的、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就几句话说清楚。如果他有兴趣，他会 '口]你，如果没兴趣 ，就先暂停。你 

言简意赅地 长篇大论，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尽量要用生产、经营这些俗语去说， 

阐述观点 千万不要用IT的术语，你说些字母，他搞不明白是什么东西(8公司clo) 

我经常和我们老板谈话的时候都说得非常简洁，一般也就三四分钟吧。 

你只要把主要的说出来，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K公司00) 

我就以销售为切人点 我把这个情况向老板报告，其实老板关注的是 

企业利润，对于基层人员的录入效率，他并不关注，他说输入效率低可以 

、__ 。 换人，也可以加一个人员专门负责录入工作。最后老板支持了我的观点。 

⋯  一 其实信息化的价值点有很多个，我只是抓住了老板最关注的点，而并不需 

要去考虑太多其他的价值点。(K公司CIO) 

你去找总经理谈一定要说到点子上(B公司CIO) 

我们想要上一个系统的时候，会做出几种方案，每种方案有什么好的地 

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都要说清楚。这样有一个比较，才有针对性，方案 

才能够有说服力。因为信息化对企业来说必然要掏钱，掏钱的话，他决策 

的时候 然要思考：你能够带给我什么好处，有什么优势’(D公司c1。) 

、 △ 工用 我向老板说 ，这个系统就是为了我们能为你随时提供下面的部门人员做 

⋯ ⋯  什么的情况。即使你不用去查，因为数据在系统里面，他们就怕万一被你 

看到，所以他们不敢造假。而且这个信息系统推动起来，肯定会受到他们 

的抵制，我自己肯定推动不了，必须由你来挂帅，老板觉得我说有道理。 

于是我就建议老板成立一个信息化领导小组，让老板担任组长。什么时 

候需要他进行协调或者推动的话，我就去找他，让他出面解决，F公司CIO) 

公司老总很忙，平常几乎没有时间专门听你讲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抓住一 

把握并创造 切机会跟他说，比如在和老总一起出差的时候，公司的事情就不会去打扰 

沟通时机 他，这个时候我就和他说说公司信息化方面的事情，说说其他公司在这方 

亟的现状，同时也把自己的想法讲述给老总听(B公司CIO) 

在开这个会之前，我首先会说服我的副总裁，如果他很认可这个规划，那 

他就会在会上来解释这个事情。实际上，很多企业中，负责信息化的都不 

是直接向CEO进行汇报，这样的话，我首先的第一个策略，就是你的能力 

和你拿出来的东西要说服你的主管，因为你的主管可以影响到老板和其 

、± △  
他高管(J公司OO) 

：=：： 这个时候，我一般会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比如说他要去北京参 
加人大会议，我就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请一个 

外部专家，趁他去北京开会的时候给他洗洗脑(A公司OO) 

上一期《哈佛商业评论》有一篇文章写的是《董事会应该管理哪些lT决 

策》，这篇文章我第一时间就送到董事长的桌子上去了，然后还用那个 

HIGHLIGHT笔给他作了注解，点出了 二三四点让他来看 (A公司CIO) 

第五 ，CIO在 向 CEO阐述 观点时，要展 示 “逻辑合 

理 性 ”。理性 分 析 问题 就是 在说 理 的过 程 中，做 到 目的 

明确 、逻辑 严 谨 、论 据 详 尽 ，这 样更容 易 获得 CEO的 

理 解 和支 持。表 4中 的证 据 表 明了这一点 ，例 如 ，J公 

司 C10为了增 加 信息 部 门的人 力 资源 ，对 CEO进 行 的 

劝 说 过程 就运用 了极高 的劝说技巧 。 

3．CEO资 源管理 的自由度 

资源管 理 的自由度是 指 CgO对资源 (包 括财务 、人 

员 )的可支 配程 度 ，包含 了两 个二 阶主 题 ：组 织资 源条 

件 和 CEO的管 理权 力。 

(1)组织 资源 

组织 资 源是 指 组 织 具 有 与信 息化 相 关 的有 形 资源 

(如财务 、IT相关 的人 员和 IT基础资源 )的充足程度 。 】 

在案例中，我们发现老板考虑信息系统的投资和实施策 

略 时，总是要 考虑 自身条件适合 的投资 情况和实施 方 式 。 

比如 ，投资所需 要 的财务资源 、决 策能 力，以及实 施活 

动所 需要 的人 员能力。C公司的老板在 系 统选 型 的时候 

就 主要 考虑 到 自身资源 的限制 ，首先考 虑选 择价格 比较 

便 宜的产品 ，其次 才是尽可能多地满足企 业的业务 需要。 

例如 C公司的系统提 供商负责人 回忆 当时 C公 司老板 选 

型 的基 本 出发 点时的情形 ：“当时，他们有用计算 机 系统 

来 管理 的想法 ，有好几 家公司 (用友、金 蝶 )都来 了，老 

板 首先 考虑 的是 成本 问题 ， 比如说 ‘你 要 做 ，你们 大概 

要花我多少钱 ’，这是他 第一个 问题 ；第二个 问题 就是说 

‘你 大概会提供 哪几种功能 ’。” 

表5支持 “资源管理的自由度”的证据示例 

编码 描述引用 

管 

理 

权 

力 

一 把手(总裁)是董事会聘任的，任期为3年，在一把手上任的头一年批准 

的预算是按照OO正常的业务提出的信息化需求制定的，在第二年的时候信 

息化的投入预算就只有运维的费用，不再对实施新的子系统进行投入，而 

⋯  在第三年的时候，信息化的全部预算就只有正常的人工费用预算获得批准 
1±期 (M~ ClO) 

也会考虑到总裁的年度业绩 '口]题 ，当业务上需要在1 2月份购买一台新设备 

时，可能会暂缓申购的请求，这样做是从总裁的角度考虑。因而能够获得总 

裁的赞赏(F公司ClO) 

就是开始在立项的时候，有了解这个情况。最后买SAP也是我拍板的。当时 

我说，一步到位，你不要再用用友、金蝶了，再来走这条路，要走好几年。我 

权力 这年龄也大了，等不到。快一点，多花点钱 ， 步到位。买了全世界最好的软 

件、最好的咨询公司、把公司最好的人才调到项目组 (C公司董事长) 

老板权力很大，就是公司的皇帝，他说怎样就怎样 (M公司CIO) 

在案例 中企 业所 选 择的信息化产 品种类 繁多，投 入 

的资 金也大不 相 同。 我们 发现 ，资金 的投入 并不一定与 

公 司 的总体 规模 成 比例 ，亦 即系统 的选 择 并不一定与业 

务需 求 匹配，而与企业 当时的总体资 金状况 和盈利 状况 

有关 。D公司 当时选 择 比较 高端 的 ERP产品时，年总体 

销售 收入大约 3—4亿元 人 民币，企业 的规模也 就 3个 分 

厂1000左 右的员 工 ，老板 回忆 当时系统 选 型的情形 时并 

没有 突出是企 业 发展 的迫切 需要 ，只是觉 得那 时企 业 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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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状 况较 好，投资信息化不算太 艰难 ：“没有预感到什么 

危 险 ，也 没有预感 到信息化 的什么价值 ，只是觉 得 一个 

企 业发展 到这么个程度 上了，应该顺 一顺 ，应该 上了。当 

时他 们 (CIO和其他高管 )这些年 轻 人也是 比较有 冲劲 ， 

比较前 沿的科学嘛 。喜欢搞 ，喜欢搞那 就去做吧 。当时， 

企 业赚 钱 比较容易一点 ，那就 花吧。”(D公司董事长 ) 

(2)CEO的管理 权力 

管 理 权力 是 指在 信息化 活动 中 CEO法定 的决 策 权 

力 的 自由程 度 。通 过 数 据分 析发 现 ，有 的 CEO即便 非 

常认 同信息化的价值，并且对信息系统的实施和应用特 

征非 常熟悉 ，也不愿 意在信 息化 方面进 行投 入 。其 中一 

个主要原 因是 CEO的任期 (每 任任期 )比较 短，而上级 

单 位或 董 事会 主 要是 考核 CEO的财务业 绩 指标 。在 这 

样 的环境下，CEO会 考虑信息化 的投 资 回报时 间比较 长 ， 

在 任期 间难 以产生投 资收 益 ，而投 资额度 又 比较 大 ，会 

增 加成本 、负债 而减少 销售利 润。尤其是在 换 届的一年 

中，CEO会更加 紧缩 信息化 投 入预算 。M公司的 CEO(总 

裁 )是 董事 会聘 任的 ，任期 为三年 ，根 据该公司 CIO的 

描 述 ，在 CEO上任 第一 年 批 准 的预算 是 按照 CIO正常 

业 务 提 出的信息化 需 求制定 的，第 二年信息化 的投 入预 

算 就只有运维 的费用 ，不再 对实施 新 的子系统进行 投入 ， 

而在 第三年 ，信息化 的全 部 预算 就只有正常 的人 工费用 

预 算 获得 批准 。类似 的情 形 ，在其 他公 司也 存 在 。F公 

司的 CIO在 寻求 总裁 支持 时，也会考 虑到总 裁的年度业 

绩 问题 ，当业 务上需要在 12月份 购买一 台新 设备 时，可 

能会暂缓申购的请求，这样做是从总裁的角度考虑，因 

而能够 获得总裁 的赞 赏。 

尽管 CEO对 信息 系统 的理 解 对高 管 团队信 息化 的 

理 念 有着重 要 的影 响力 ，但 我们发现 有些案 例公 司的 董 

事长 和 CEO(或 相 当于总 裁 的职位 )由同一 个人 担 任 ， 

有些 是 CEO和董 事长 同时管 理 企业 ，比如 M公 司董 事 

长负责管 理财务 部和人力 资源部 ，CEO负责 管理其他 部 

门。在两 种不 同的管 理情境 下，CEO管理 权力有着 明显 

不 同，因而他们对 信息化 的支 持方 式的决 策影 响力也 有 

较 大 的差 异。在 15个案 例企 业 中，4个 企 业 的 CEO是 

职 业 经 理 人，他 们 以负 责 运营 管 理 为主 ，其 余 11个 是 

董事长 兼任 CEO。在董 事长兼任 CEO的企业 ，CEO对 

信 息化 的支持 速度 更快 ，力度也更 明显。 

四、研 究讨 论 

前文 中我们描述了表征激发、促 进 CEO支持信息 

化 的数 据和 概 念 。我们 将 概 念 和 概念 间的关 系进 一 步 

理论 化 ，开发一个 全面 的理 论化模 型 (如 图 2)，并 提 出 

相应 的命题 ，介 绍本文 的理论贡献 。 

激发CEO支持信息化的动力 促进CEO支持信息化的条件 

部环境压力 

cE0感知的组 l 
织发展需求 l ／l军 

cE0感知的企 

业信息化绩效 I 

图2 CEO支持信息化的动因框架 

1．激 发 CEO支 持 的条 件 

CE0支持信息化是信息化建 设取得成功的最 重要因 

素之一，但 CEO为什么要支持信息化 ?是什么因素激 发了 

CEO的支持 ?通过调 研分析 ，CEO开展 信息化的工作需 

求是激 发 cE0支持信息化的根本 动因。具 体而言，CEO 

支 持信息化是 被来 自三方面的作用力激 发 的 ：一是 CEO 

感知 的外部 环境所施予 的信息化压力 ；二是 CEO感知 的 

组织发展需求 ；三是 CEO感知的企业信息化绩效。在组 

织研 究领域 ，有学者基 于认 知过 程视角 ，认 为高管扫描 

环境 和问题解 释对激 发一项变革 和决 策发 挥着至关 重要 

的作用 ；『3 有学 者提出，CEO的工作需求是 CEO战略决 

策 和领导 行为 的根本原 因。[3 本文 发现 的三个二 阶主题 

是 对高管决 策认知理论 和工作需 求理论 的补充与深化 。 

首先 ，我 们 提 出 CEO 的信 息化 意识 来源 于其 对外 

部 环境 的感知 。第 一个感 知活 动与企业 的上级主 管单位 

和同行 竞 争企业 的情况 有关 ，上级 主管单位 通过 强制方 

式 向 CEO施加信息化建设 的压力 ，CEO对这种压力程度 

的感知会 影 响他对 实施 信息化 的态度和 行为。其次 ，当 

同行 者使 用了信息化 时，如果 CEO感 知到这对 自己的竞 

争地位是一种威胁，就会影响他实施信息化的态度和行 

为。本 文 发现 ，只有 当外部 环 境压 力达到 一定 程 度，实 

施信息化被 CEO感知为企业竞争的需求时，才能转变为 

CEO的价 值认可，并不是压 力必然 能转变成价值认可。 

本 文 的这一发 现 与制 度 理 论 的观 点 具 有 部 分 一致 

性 。制 度理 论视 角 的学者 强 调，成 功 的企 业 是 趋 同的。 

而这种趋同正是在 高管感 知的三种环境压 力 (上级 强制 、 

同行竞 争 和上下游 企业 的压 力 )下所 做 的战略 决策导致 

的。[3 当 高管认 为压 力对转 变 战略是 一 种机会 时，外 

部压力会转变为组织决策。_4 近年来 ，很多信息系统领 

域 的学 者也承认 企 业外部 信息化环境 对企业信息化活 动 

的影响 ，诸如信息 系统 的采纳 [42,43]实 施 以及 吸收 ， 

活动。本文发现，对 CEO信息化意识起重要 作用的外 

部环 境 制度 力，只符 合制 度 理论 所 强调 的两种 制度 力。 

亦 即，在 15个企业 的调查 中，没有企 业提及 组织开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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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是 受到 上下游 企业 的强制或 影 响。这可能是 由于我 

国 的情境 不 同。比如 ，我 国大部 分企业 对产业链 企业 的 

控制力度 比较松 散 ，或是 因为我 国企业 目前 的信息化 水 

平普 遍 比较低 ，很 少有企业 具备 足够 能力去 约束上下游 

企业 的信息化 匹配要求。 而在西方发 达 国家 ，企 业 的信 

息化水平 普遍 比较高 ，上下游 企 业 的信 息化 联盟 条 件 比 

较成熟 (如宝 洁公 司和沃尔玛公 司的信息化联盟 )，因此 

在西方 国家 ，一 个企 业 的信息化 意识 可能更会 受到 上下 

游企 业的影响 ，【l 而在我国这 种影响还不 明显。_l8 

其 次 ，催 生 cE0产 生信息化 意 识 的另 一方 面力量 

来源于 CEO感 知的组织发 展需求 。亦 即当 CEO认 为组 

织业 务发 展 、控制 需求受 到基于 信息能力 的管 理 水平制 

约 时，更 能 激 发 CEO对 信 息化 的诉 求 。在 这里 ，本 文 

所 强调 的是 CEO自身 的感 知 ，而 不是 其他 人 或 者机 构 

对企业情 况 的评 估 ，这是 因为第三 方机 构或 者个人 对企 

业 进 行 诊 断，认 为 组织 发展 受 到管 理 水平 的 制 约，但 

CEO可能并不认可 ，即使 这种制 约真实存 在 ，也 并不能 

激 发 CEO进 行信 息化建 设 的动力。 以往 的研 究 注 意了 

组织 外部 环 境 对 高管 的影 响 ，【】 也关 注 了高管 个 体 IT 

认识 对高管支 持水平 的影 响，『1 但 没有强调 组织 内部 管 

理状 态对高管 的影 响 ，因此 ，CEO感 知的组织 发展需 求 

是 对高管 支持信 息化研 究文献 的补充。 

我 们也 发 现 ，CEO感 知 的矛盾 能 激 发信 息化 意 识 

和对信息化 的支 持，CEO作为企业绩 效和管 理的最 高负 

责人 ，当他意 识到 管理 水平制约了组 织发 展 时，必 然要 

求进 行管 理变 革来实 现绩效 目标 。这一发 现与战略 领域 

中感 知任务和绩效挑战激发领导人决策 的观 点是一致 

的。[37,44]在 以往 有关 高管 团队 的研 究 中， 团队作 为企 业 

的代 理人 也经常 被强调 ，_1 但相 比之下，CEO对 于组织 

绩 效 的责任 压力更 强 。[3 因此 ，当本文 中调 查什么 因 

素 激 发 CEO 的信息化 意 识 时，这种 绩 效 挑 战 (组织 发 

展 和 管 控 的矛 盾 )就 凸显 出来 。 

最后 ，本研 究也 强调了以往 信息化应 用 的成 功能激 

发 CEO的信 息化 意 识 。这与 经验 、信念 和 行 为 的关 系 

模 式相 吻合，行 为者 以往 成功 的经 验会增 强对类 似活 动 

的成功 信念 ，并 按 照这一 经验 选 择后期 的 行为 ；反 之 ， 

可 能会 降 低 类似 活动 的信 念。【4 本研 究 中 CEO所 感 知 

的信息化绩效不仅包括本企业成功的信息化经历，还包 

括 CEO所 经历 的其 他企 业 成 功 的信 息化 经历 ，这 两种 

感 知 的信 息化 绩效 均 会 强化 CEO的信息化 信念 ，激 发 

其对信息化 的支 持。 

根 据以上讨论 ，我们 得 出如下命 题 ： 

命题 1：激 发 CEO支持 信息化 意识和行 为的原 因是 

由综 合 因素 引起 的。 即 CEO感 知 的外 部制 度 环境 、内 

部组 织发 展和管控 矛盾 以及 以往 的成功 经验 三方面组合 

形 成了 CEO的信息化 工作需 求 ，进 而激 发 CEO的信 息 

化 意识 和行为 

2．促 进 CEO支 持水平 的条件 (或机制 ) 

本 文把 CEO支 持 信 息化 的促 进 机制 归 为两 方 面 ： 

CEO资源分配 的自由度和 CEO信息化认识 水平 。 

首先 ，我们 把战 略领域 的管 理 自由度 引入信息化 职 

能领域，_4 扩展了以往讨论高管信念和参与影响因素的 

研 究 (~n#t-部环 境 和知识 )，具体化 了管理 自由度 的作用 

情 境 。本 文认 为 ，CEO对信 息化 的重视和 支持行 动发 生 

在 特定 的情 境下。 即便在 外部影 响、组织需求 等影响下， 

CEO对信息化支持 的投入要 依 赖于其 在组织 中资源分 配 

的 自由程度 。 首先 ，当 CEO的任 期 比较 稳定 并 得 到 董 

事 会充分授权 时，CEO将更倾 向于对企 业 的长期 绩效 负 

责，会 认 同信息系统 战略性价 值。 既然实施 信息系统 具 

有 高投入 、见效慢 的特点 ，尤其 是企 业级 的系统 需要 3—5 

年才 可能 带 来 绩 效 ，_4 对 于任 期 较 短 且 不 容 易连 任 的 

CEO意味着管理权力受到约束，他们会回避投资信息 

系统 。其次 ，当董 事长兼 任 CEO时 (二 权合一 )，意 味 

着 CEO职位 的持 续 性 对董 事会 有 更强 的影 响力 ，管 理 

权 限 比单一 的 CEO职权 更 大 。在 这 样 的条 件 下，CEO 

就更 可能使 信息化 需求转 变为现实 。 

组织 战略发起 必须 有足够 的资源 支撑 ，资源缺乏会 

大大降低经理的选择范围，大量研究者也强调了组织可 配 

置资源的重要性 。相 比组织中的其他项 目，信息化建设 需 

要更大规模 的投资、更多资源 的配合，投 入往往 成为信息 

化建设成败 的关键 。比如，硬件 、软件的采购都需要大笔 

资金，在 实施 过程 中人 力的投 入、培训等工作，甚至支付 

给咨询公司的大笔费用都涉及资源。『l 资源是开展信息化 

的必要条件，缺少资源一定会导致很 多问题 。 

本研 究从 CEO的管 理权 力 和组织 资源 来表 述 CEO 

资源分配的自由度，它作为促进 CEO支持 信息化 水平的条 

件具 有 自然合 理性 。如 果 CEO有足够 的资源分 配 自由度 

来调配资源，cEO感知到自己对信息化成果有相当的控制 

度 ，CEO会有更强的信息化意识 和信息化支持 态度 。因此 ， 

综合前文 的数据分析和以上讨论 ，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 

命 题 2：当 CEO具 有 越 大 的 资 源 支 配 自由度 时， 

CEO的信息化 意识 和支持 投入 力度 就越 强 

具体而言其包如下子命题 ： 

命题 2a：与任职年 限较 短 的 CEO相 比，具 有较 长 

任职年限 的 CEO更倾 向于支持信 息化建 设 

命题 2b：与管 理权 力较 小的 CEO相 比，管 理权 限 

较大 (如二 权合一 )的 CEO对信息化 的支 持程 度更 强 

命题 2c：相 比资源短缺 的组织 ，在 资源较 丰富组织 

的 CEO更倾 向于支 持信息化建 设 

同时，本研 究还 发现 ，CEO的信息化认识 水平是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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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重要 的促 进 条件。CEO的信息化认识 水平 不仅包 括 

CEO 自身 的 IT技 能 ，还包 括 CIO的说 服水平 。我们 强 

调 CEO 自身 的 IT技 能 ，并 非 暗示 需 要 一个 IT专家 担 

任 CEO，而是说 明拥有 IT技能 的 CEO更容易倾 向于采 

纳信息化，这与 Gavetti等 论述决策搜索偏好的建议 

是 一致 的。一般情 况下，CEO拥 有的知识 和经验 背景更 

多 与直接关 系企业绩 效 的职能相 关 ，如 营销、生产 、财 

务或 人事。如 果 CEO缺 乏 IT背景 ，采 用信息化解 决 问 

题 的偏 好程 度 就 大 大 降低 ；相 反 ，如果 CEO有机会 学 

习 IT知识 、了解 IT解决 方案 ，就更 可能 选择 信息化策 

略 来解 决 组织 中的 问题 。 另一方 面，CEO拥有 IT技 能 

将 降 低 采 纳 信 息化 的 知识 壁 垒。很 多研 究 认 为 ，阻碍 

企 业 采 纳信 息 系统一 个 重要 原 因是用 户的知 识 壁 垒 ，[1 

对 于 CEO而言 ，这种 壁垒 直接 阻碍信 息化 的决 策倾 向。 

因此 ，CEO的 IT技能 在很大 程度 上影 响 CEO能否把信 

息化 意愿转变 为现实 。 

本研 究发现 ，企业信息 系统负责人 CIO的说 服能力 

也 是 影 响 CEO支 持 信息化 水平 的重 要 变量 ，这一发现 

扩展了以往高管的IT知识决定高管支持水平的研究 J13,48] 

是对高管支 持研 究理论 上 的贡献 ；同时本研 究强化 CIO 

在 CEO支 持 信息化 中的重要 作用 ，为 CEO支 持 信息化 

找到 一 个 明确 的能 动 主体 ，使 得 CEO支 持 信息化 在 实 

践 中更具有 可操作性 。 

C10是 组织 内信 息化 建 设 职 能 的专 门管 理 者，他 

“最关 键 的战 略性 作用就 是 向其他 的高层 提 供 引领性 思 

想，使他们意识到信息系统在支持和促进公司战略时的 

潜力 ”，[2 并 通 过不断 的影响 ，获得 高层 的重视 和资源 、 

制度 的支持 。既然信息化 的实践 ，尤 其是 那些 复 杂系统 

的采 纳和 实 施 ，必 须 获 得 CEO的有 效 支 持，[】’ CIO就 

要尽力克 服 那些 获 取 CEO支 持 的障碍 (如 CEO对 信息 

化 的有 限认 知，CIO汇报关 系距 离 CEO较 远等 )，并 使 

自己所 期 望传 达 的 内容 被 cE0有效 地 理 解 。 以往 的研 

究 强调 了 CIO对 同级 业务 经 理 的影 响方 式 ，诸 如说 教、 

威 胁 等，_2 这与 本文讨 论 的 C10说 服 CEO的情景 差别 

很 大 。例 如 ，C10可 以借助 上级 来 强 迫业 务 经 理 服从 ， 

但 对 CEO则不适 用。CEO是企 业 中最高 的权力拥 有者， 

与 CIO有较 高的权力距 离，在 CEO自身 缺乏 IT经历 和 

知识 的条 件下，C10只能 选择 更为 特别 的方 式 (如 在 适 

当的场 合和时 机 、采用 能让 CEO可理 解 的表 述 )，才 能 

促进 CEO对信息化的认可和支持。 

基 于以上讨论 ， 我 们得 出如下命题 ： 

命题 3：当 cEO信息化认识 水平越 高时，CEO 的信 

息化 意识 以及支持 投入力度就越 强 

具体包含如下子命 题 ： 

命 题 3a：当 CE0有 较强 的 IT技 能时 (如 IT背景、 

社会 学习 )，CEO的信息化 意识以及 支持投人力度 就越强 

命 题 3b：当组 织 中 CIO的说 服水平 越 高时，CEO 

的信息化意 识 以及支 持投 入力度就 越强 

五 、研 究 结论及 展 望 

本 文 通 过对 15家企 业 的分 析，使 用探 索性 研 究 回 

答 了开头 提 出的两个 研究 问题 ：(1)CEO为什么支 持信 

息化?(2)何 种情 境下 CEO表 现 出高水平 的支 持?不仅 

对高管支 持 信息化相关 理论 具有 贡献 ，也 对信息化实践 

具 有指导 意义。首先 ，本 文构建 的理论框 架符 合战 略和 

组织 领域 的经典理 论 ，是经 典理论 在企 业信息化 情境下 

的具体化 和补充 。本 文不仅识 别影响 CEO支持 的一 般前 

因变量 ，而且把 CEO支持 的激发性条件和促 进性条 件区 

分 开来 。这一 区分 能有 效解 释 不 同情 形下，为什 么有些 

企 业 的 CEO很重 视信息化 ，而有些 企业 的 CEO不重 视 

信 息化 ；为什么有些 企业 支持力度 大 ，有些 企业 支 持力 

度小 。CEO支持 的激 发性条件 强调 了 CEO支持意识 的动 

力来源 。本文使 用 CEO感 知的信息化需 求作 为感 知的外 

部 环境 压力 、感 知 的组织 发 展需求 、感 知 的企 业信息化 

绩 效这 三个主题 的概括性概念 ，构成 CEO支持信息化的 

激 发条件 。Harmbrick等 认 为，任务挑 战、绩效 挑战 

和 CEO野心 决定 工作需 求 ，工作需 求是 CEO战略决 策 

和领导行 为 的根本 原 因，本文引入了 CEO感知 的信 息化 

需求这一概 念 ，是 对 Harmbrick等 所提 的 CEO工作 

需求 (Executives Job Demand)在 信息化情景下的具体化 。 

其 次 ，本 文 开发 的 cE0支 持信 息化 的促 进 条件 是 

两 个二 阶主 题 (资 源分 配 自由度和 信息化 的理 解水平 )， 

在 对 CEO支 持作 用机 理 的解 释方 面它们 与动力 性条 件 

有着根 本 的不 同。CEO对信息化 的理 解水平反 映的是认 

知 因素 ，直 接促 进 CEO在信 息化建 设 这一 事件 的意义 

构 建程度 ，反映界定 问题和解 决 问题 的正确 程度 ，比如 

能 够 确 定 组织 信 息化 建设 的重 要 性 、选 择 合 适 的企 业 

信 息化 项 目、能够 实 时关 注信 息化 进 度、遇到 困难 时有 

适 当 的应 对 措 施 。[38,48]而 CEO资 源分 配 自由度 则 反 映 

CEO在 支持 信息化 时 的资 源因素 ，如 资源 的可 获得 性 、 

可保 障性 以及 相关 资源 的限制性 。信息 系统采 纳和实 施 

中需要 财力 、物力 、人 力的高度投 入 ，并 需要多 个 部 门 

和人 员之 间的高度 协调 ，̈ CEO能否 有效 地解 决 这 些 问 

题 ，高水平 的 资源分 配 自由度 就 成 为非 常关 键 的条 件 。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cE0支持信息化的促进条件可以分 

为 CEO特 有的促进 条件 (包 括 CEO的管 理权力 和 CEO 

的 IT技能 )和组 织 的促 进 条 件 (包 括 组 织资 源和 c10 

的说 服水平 )，这些 条件促 进 了CEO对信息化 的支持 。 

总体 而 言，本 文 开发 的理 论 框 架 和 三 方 面 的命 题 

为理 解 CEO支 持 信息化 的动 因和支 持 条 件提 供 了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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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 架 ，提 供 的 概念 和命 题 为未来 的大样 本 检 验 提供 

了机会，开发 出更 多进 一步 深入讨 论 的研 究 方 向，比如 

讨 论 CEO社会 网络对 IT支 持 的影 响，讨 论 同行业 竞争 

者或 集 团内竞 争者 IT状 况 对 CEO支 持 IT的影 响，讨 

论 CEO的学 习能力 、CTO的说 服能 力、CEO的权力 分 

配 对 CEO支持 信 息化 的 影 响等。本 文得 到 的框 架 、论 

文 中对具体 内容的讨论 以及 提供 的示 例为相关 的企业 实 

践 者 (如企业一 把手 、CIO、软件 供应 商和咨询顾 问等 ) 

具 有针对性 的实践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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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s and Enablers of CEO Support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BaiHa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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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Ji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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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Business，Renmin University ofChina 

Abstract Many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interpreting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op management support(TMS)and IS success，but 

few studies explore how to enhance TM S．To date，we don’t know 

why some top management have high level of support for IS，but 

some withhold support．CEO is most powerful and most influential 

individual within members of top management team，and the role 

of his or her support for information systems(IS)on IS Success is 

significant．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what are the antecedents 

of CEO support for IS，to fill the gap which prior studies hav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enables of CEO support．Through investigating 

15 organizations，we find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conditions in— 

fluencing the level of CEO support：triggers and enables．Triggers 

come from “Perceived Job Dema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s include CEO’s‘‘Managerial discretion of Resources”and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is study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odel of triggering and enabling CEO 

support for IS，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theory of top management 

support，and which has guidance on practitioners． 

Key W ords Top M anagement Support；CEO Support；Triggers； 

Enab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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