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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机理分析：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钟葳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政府数据共享是当代政府治理的本质需求，厘清政府数据共享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提升政府部门之间的
业务协同，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以自我效能理论为基础，沿着“环境—认知—行为”的思路，构建“组织文化—自我效能

感—共享行为”理论模型，利用回归分析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实证考察了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一是组织文化直接正向影响共享行为，二是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传导产

生正向的间接影响。研究结论为揭示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影响机理、界定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产生影响的边界条件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协同治理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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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是数字政府

建设的基础资源和战略要素。近年来，各级政府

相继出台数字化转型战略以支持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虽然政府数据共享在宏观层

面的顶层设计已卓见成效，但在具体的地方实践

中仍存在质量低、速度慢、障碍多等问题。长期以

来，政府数据共享的不充分导致“数据孤岛”“数

据鸿沟”等现象仍普遍存在，由此带来业务协同

难、部门互联互通难等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信

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业态的创新发展既为政府数

据资源的整合利用提供了基本保障，又催生了政

府数据共享的新需求，如何通过技术的进步与创

新来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已得到广泛关注。然而，

政府数据共享的实现既要面临技术落地进程中的

硬件挑战，又要关注精神层面组织文化方面的软

件挑战。因此，从组织文化角度去探讨政府数据

共享，对促进部门间数据流动，提升其赋能价值，

推动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部门之间业务协

同的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政府数据共享是指行政机关因履行职责需要

使用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数据或者为其他行政机

关提供政府数据的行为。现有的研究侧重于宏观

层面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论证、规则制度的设

计①，组织层面的管理改进②，硬件方面的技术创

新③，但对文化层面的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作用

缺乏必要的论证，也较少考虑个人作为数据共享

具体执行者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依据 Ｂｕｎｄｕｒａ
的自我效能理论④，探索数据共享行为产生的心

理过程，阐述环境、行为和人三者之间的交互作

用，并强调自我因素对行为的中介作用，即沿着

“环境—认知—行为”的分析思路，将组织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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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一方面，探讨组织文化对

共享行为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以自我效能感为

中介变量，探讨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间接影响。

同时，领导支持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①，本文将

其作为调节变量，剖析不同情境下组织文化对共

享行为的影响效应。

二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一）组织文化的影响效应

组织文化根植于政府数据共享实践活动中，

是文化在数据共享领域的具体表现，本质上具有

行政文化的属性，因此，本文界定的组织文化具有

一般文化与行政文化的双重属性和特征，是政府

数据共享进程中组织内部形成、发展起来的用以

引导政府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影响其效能感知的

一系列行政思想、行政价值与行为规范的总称②。

高效、认同与开放的数据共享文化将直接或间接

影响数据共享意愿与行为③。在高效组织文化的

影响下，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不断改进自身的工作

方法，提升数据共享的工作执行力与效率。认同

是指组织成员自觉遵守规范，保护数据隐私，维护

双方的利益，防止滥用数据、篡改数据④。此外，

开放的组织文化倾向于支持政策创新，鼓励与其

他组织共享数据⑤。封闭的组织文化会影响组织

间的信任，信任的缺失会放大数据共享所带来的

潜在风险与不利后果⑥，阻碍不同部门之间数据

共享的进程。此外，组织文化影响组织成员的认

知与行为⑦。高效、认同与开放的组织文化能增

强组织成员进行数据共享的认知，增加组织成员

对数据共享的积极评价与好感，提升其自我效能

感⑧。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Ｈ１和Ｈ２。
Ｈ１：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行为具有显著

正向的直接影响；

Ｈ２：组织文化对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完成某项目标的自我感

知与自信程度，组织成员只有在确信能够通过自

身的努力克服困难并完成任务时，才会在具体的

工作过程中投入更多的资源与时间。拥有较高自

我效能感的组织成员更倾向于突破常规，接受新

的挑战，并掌握相应的知识与技能⑨。自我效能

感是对自身是否有能力完成任务的认知，其形成

不仅取决于对任务可控性与复杂性的分析，也受

到完成任务的约束性的影响瑏瑠，如是否具备数据

共享所需要的资源、是否能把握数据共享的机遇。

当组织成员察觉到自身可以拥有更多的资源并能

充分利用这些条件瑏瑡，并获得组织的认可与尊重

时，更容易激发积极情绪，此时数据共享就更容易

发生。由此可见，自我效能感不仅直接影响数据

共享行为，而且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模型瑏瑢，即

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影响通过自我效能感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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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高效、认同、开放的组织文化一方面对组织成

员进行积极的引导，另一方面又为组织成员提供

机会、知识等外部资源的支撑，提升组织成员的自

我效能感，为数据共享创造便利条件。因此，提出

研究假设Ｈ３和Ｈ４。
Ｈ３：自我效能感对共享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Ｈ４：组织文化通过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显著
正向影响共享行为。

（三）领导支持的调节作用

领导支持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①，是指

在组织中，上级领导对下属或团队给予的支持和

帮助，这种支持通常包括提供资源、解决冲突、给

予反馈和认可等方面的内容。积极的组织文化与

领导支持能提升组织成员的自我效能感，激发其

积极的工作状态，两者的不匹配则会导致组织成

员产生消极的工作行为②。进一步来讲，领导支

持程度较高时，领导为组织间数据共享营造了良

好的氛围、创造了更多的资源，降低了其中的不确

定性，组织成员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寻找创造性

的工作方法，努力将领导期望转化为实际行为③。

反之，当领导支持程度较低时，由于缺乏数据共享

工作的必要资源，组织成员会将其视为一种工作

负担，进而产生消极的工作态度，降低数据共享的

可能。由此可见，领导支持程度越高，组织文化对

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愈强。同时，领导支持可以更

加明确共享双方的权利与责任，明确双方的利益

与风险，扩大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影响。因此，

提出研究假设Ｈ５和Ｈ６。
Ｈ５：领导支持显著正向调节组织文化与自我

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Ｈ６：领导支持显著正向调节组织文化与数据

共享行为之间的关系。

同时，领导支持对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也

存在调节效应，即低领导支持情境下，自我效能感

的中介效应较弱；高领导支持条件下，自我效能感

的中介作用更强。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Ｈ７。
Ｈ７：领导支持显著正向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

介效应。

（四）概念模型

根据研究假设，构建概念模型，具体如图 １
所示。

图１　概念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量表设计

参考相关文献使用的量表测度概念模型中的

关键变量，所有题项均按７分制李克特量表打分。
同时，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性，设计了年龄、性

别、学历学位、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与社会属性

的题项，以控制由于个体差异所带来的影响。根

据Ｙｕ④ 对组织文化的研究，从公平、认同与开放
性等三个方面设计测量题项，考察数据共享组织

文化；借用 Ｎｏｎａｋａ等⑤的研究，编制 ４个题项量
表测量自我效能感；根据 Ｂｏｃｋ⑥ 的研究，设计 ４
个题项测量政府数据共享行为；领导支持采用

Ｍａｄｊａｒ⑦编制的４题项量表进行测量。

１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庞明礼：《领导高度重视：一种科层运作的注意力分配方式》，《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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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ａｋａＩ，ＴｏｙａｍａＲ，ＫｏｎｎｏＮ．“ＳＥＣＩ，Ｂａａｎｄ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０（１）：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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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ｓ，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Ｉ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５（１）：８７－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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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次问卷调查的填写人员为长株潭地区政府

部门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信息化主管部门、具体

业务实施管理部门以及项目设计规划与实施相关

部门的工作人员。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经济发展

的核心增长极。长期以来，长沙、株洲与湘潭三市

推动一体化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支持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受压力型行政体制与政府

“经济人”等因素的影响，仍缺乏高效的协同合作

共享文化，因此，选择该地区的政府工作人员为调

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共发放问卷３６０
份，回收问卷３３８份，对问卷进行整理后，删除１３
份无效问卷，最后得到３２５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
后对数据进行整理，并运用ＳＰＳＳ２６．０和ＡＭＯＳ２４．０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所调研的数

据基本符合正太分布，表明样本的代表性较好。

调查对象中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其中，男性占

５５．０８％，女性占４４．９２％；年龄集中在２５—４４岁之
间，其中２２—２４岁占８．６２％，２５—４４岁占５４．１５％，
４５—６０岁占３７．２３％；大部分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其中博士研究生占比达２３．３８％，硕士研究生占比
达到４７．０８％，本科及以下学历占到２９．５４％；收入水
平５０００元以下的占３１．３８％，５０００—８０００元之间
的占４２．１５％，８０００元以上的占２６．４６％。

（三）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量表题项设计对被测者的影响而产生

的系统性误差，须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参考

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等①的研究经验，根据 Ｈａｒｍａｎ检验法对
测量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

于１的４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占比为７８．１２７％，
其中，第１个因子的方差解释比为４８．４４６％，未超
过５０％，因此，本文收集的数据并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

四　实证分析
（一）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通过问卷收集的数据还需要检验其一致性与

可靠性，本研究借助 ＳＰＳＳ２６．０、ＡＭＯＳ２４．０等软件
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以确认调研数

据的质量，具体情况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维度 题项 非标准系数 标准误 Ｚ值 Ｐ值 标准化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ＣＲ ＡＶＥ

组织文化ＯＣ

０Ｃ１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５

０Ｃ２ １．０１３ ０．０４８ ２０．９２４  ０．８９８

０Ｃ３ ０．９８６ ０．０５１ １９．３７８  ０．８５０

０．９０３ ０．９０４ ０．７５９

自我效能感ＳＥ

ＳＥ１ １．０００ ０．７４０

ＳＥ２ １．０８１ ０．０７３ １４．７２１  ０．８４０

ＳＥ３ １．１２６ ０．０７７ １４．６９５  ０．８３８

ＳＥ４ １．０６２ ０．０７８ １３．５７２  ０．７７４

０．８７５ ０．８７６ ０．６３９

共享行为

ＤＳＢ

ＳＢ１ １．０００ ０．８４５

ＳＢ２ １．０８６ ０．０５６ １９．３７３  ０．８７７

ＳＢ３ ０．９７１ ０．０５７ １６．９１８  ０．７９９

ＳＢ４ ０．９６１ ０．０５９ １６．４２７  ０．７８３

０．８９５ ０．８９６ ０．６８４

领导支持

ＬＳ

ＬＳ１ １．０００ ０．８８０

ＬＳ２ １．０３８ ０．０４６ ２２．６３５  ０．９０１

ＬＳ３ ０．９７９ ０．０５２ １８．８００  ０．８１３

ＬＳ４ ０．９６９ ０．０５０ １９．４７４  ０．８２９

０．９１５ ０．９１７ ０．７３４

　　注：“”表示Ｐ值＜０．０１，“”表示Ｐ值＜０．０５

　　从表１可知，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均大
于０．７，表明每个维度的测量题项均能较好地反

映该维度所要描述的内容，具有良好的效度。６
个潜在变量的克拉巴赫系数均高于０．８，说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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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ＰＭ，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ＳＢ，ＬｅｅＪＹ，ｅｔ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ｉａｓｅｓｉ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５）：８７９．



第２７卷 钟葳：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机理分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个维度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①；ＣＲ值用来
表述组合信度，各维度的 ＣＲ值均大于０．７，通过
组合信度检验。表 １显示了 ＡＶＥ值，不同维度
的ＡＶＥ均大于０．６，说明各个维度的收敛效度较
好。效度分析还需要检验其区分效度，区分效

度用来描述潜在变量之间是否有显著的差异。

如果各潜在变量的相关系数小于该潜在变量的

ＡＶＥ值的算术平方根，说明其具有良好的区别
效度②。表２的结果解释了各维度之间具有显著
的差异。

表２　潜在变量的区别效度检验

ＬＳ ＤＳＢ ＰＢＣ ＯＣ

ＬＳ ０．８５７

ＤＳＢ ０．４４４ ０．８２７

ＰＢＣ ０．４５０ ０．６８８ ０．７９９

ＯＣ ０．６３２ ０．５５０ ０．５２９ ０．８７１

　　注：对角线上的数字为ＡＶＥ的开根号值，对角线下的值为各

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二）研究模型拟合度检验

模型拟合度用来检验理论模型与样本模型的

匹配度，利用Ａｍｏｓ２４．０软件进行拟合度检验，检
验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可知，该模型的 χ２／ｄｆ
为１．７２８，小于３，差异性指标 ＳＲＭＲ与 ＲＭＳＥＡ均
小于０．０８０，相似性指标 ＧＦＩ、ＡＧＦＩ、ＴＬＩ与 ＣＦＩ均
大于０．９００，表明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三）研究假设检验

１．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以组织文化为自变量，共享行为为因变

量，性别、年龄、学历与收入为控制变量，构建直接

效应模型，同时根据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验证其直接效
应，具体结果如表４（方程１）所示。结果显示：组织
文化显著正向影响共享行为（β＝０．４４１，Ｐ＜０．０１）。
此外，根据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进行１０００次随机抽样估
计参数的置信区间，其 ９５％的置信区间［０．３３４，
０．４８８］不包含０，因此假设Ｈ１通过检验。

表３　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拟合指标 χ２／ｄｆ ＳＲＭＲ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参考值 ＜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检验值 １．８５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１ ０．９７９ ０．９１５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９

表４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方程１（因变量ＳＢ）

β ｓｅ ｔ

方程２（因变量ＳＥ）

β ｓｅ ｔ

方程３（因变量ＳＢ）

β ｓｅ 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６４４ ０．３０１ １２．１１６ ３．８８７ ０．３００ １２．９５３ １．７７１ ０．３２６ ５．４２９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２ －０．６８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３ －０．８６４

ａｇｅ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８ －１．７６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８ －０．７８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５ －１．５７８

ｅｄｕ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１ １．２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１．３７３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５ ０．７３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５ ０．４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５９９

ＯＣ ０．４１１ ０．０３９ １０．５１４ ０．３８０ ０．０３９ ９．７１７ ０．２２９ ０．０３９ ５．８４５

ＳＥ ０．４８２ ０．０４９ ９．７７３

Ｒ２ ０．２６６ ０．２３０ ０．４３６

Ｆ ２３．１３０ １９．０１３ ４９．９０５

　　其次，为了验证中介效应，在模型１的基础上
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结果如方程２与方
程３所示。方程２显示：组织文化显著正向影响
自我效能感（β＝０．３８０，Ｐ＜０．０１），其９５％的置信区
间为［０．３０３，０．４５６］，该区间不包含０，研究结果支

持假设Ｈ２。方程３表明：自我效能感显著正向影
响政府数据共享行为（β＝０．４８２，Ｐ＜０．０１），其９５％
的置信区间为［０．３８５，０．６９７］，该区间不包含０，研
究假设Ｈ３通过检验。

最后，利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方法，验证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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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茜，王建华：《教师支持与大学生外语学习投入的关系探究———学业情绪的多重中介作用》，《中国外语》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ＦｏｒｎｅｌｌＣ，ＬａｒｃｋｅｒＤ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１（１）：３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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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在组织文化与共享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见

表５）。由表 ５可知，中介效用为部分中介，其直
接效应占比 ５５．７２％，间接效应占比 ４４．２８％，Ｈ４
获得验证。

表５　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解

效应值 标准误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１０００ｔｉｍｅｓ９５％ＣＩ

下限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０．４１１ ０．０３９ ０．３３４ ０．４８８ －

直接效应 ０．２２９ ０．０３９ ０．１５２ ０．３０６ ５５．７２％

间接效应 ０．１８２ ０．０３１ ０．１２４ ０．２４５ ４４．２８％

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主要是组织

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与行为规范功能起作用的结

果。价值导向是指组织文化的价值引领及其对行

为主体显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组织文化包含

行政实践的价值目标，为数据共享提供精神指引。

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强化组织文化的引导功

能，能够在庞大的各级行政组织内部构建起数据

共享的统一行政价值取向。同时，组织文化的价

值导向功能凝聚精神力量，激发政府工作人员的

数据共享热情，使其充分发挥担当精神与创新精

神，增强自我效能感，并将个人价值融入数据共享

的组织目标中。另一方面，组织文化的行为规范

功能通过规范与调适政府工作人员的自身行为来

促进政府数据共享。由于组织文化中蕴含的理

念、价值与观念的扩散性，并且这种扩散性会内化

于行政体系的法律法规、监督考核机制与程序设

置的各个环节。因此，政府工作人员接受组织文

化的熏陶是全方位的、系统的与持久的，这不仅会

使政府工作人员通过数据共享的理念来约束和要

求自身行为，也会对其数据共享的行为选择产生

潜在影响。

２．调节效应检验
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将领导支持作为调节

变量，通过引入交互项构建具有调节效应的中介

模型，根据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模块，在置信区间为９５％
的条件下，对样本进行１０００次抽取，检验领导支
持对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的调节效用，其结果见

表６。由方程４可知，领导支持对自我效能感具
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β＝０．０９０，Ｐ＜０．０５），研究
结果支持假设Ｈ５。根据方程５的结果，领导支持
对组织文化与共享行为有显著的调节效应（β＝
０．０９３，Ｐ＜０．０１），假设Ｈ６通过检验。

表６　有调节效应的中介模型检验

变量
方程４（因变量ＳＥ）

β ｓｅ ｔ

方程５（因变量ＳＢ）

β ｓｅ 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１０６ ０．１９６ ３１．１７ ３．３０８ ０．３５１ ９．４２２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２ －１．０７９

ａｇｅ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１．０９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５ －１．９０２

ｅｄｕ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１ －０．２４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７ １．１１９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４ ０．３３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１ ０．５１０

ＯＣ ０．３００ ０．０４８ ６．３０１ ０．２１４ ０．０４５ ４．７５４

ＳＥ ０．４４９ ０．０５０ ８．９９７

ＬＣ ０．１７６ ０．０４８ ３．６４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４４ ２．０２６

ＯＣ×ＬＳ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８ ２．３９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４ ２．７６５

Ｒ２ ０．２６８ ０．０４５

Ｆ １６．５９３ ３２．７１８

　　利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领导支持对自我效
能感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表 ７所示。由表 ７
可知，低领导支持水平时，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

间接效应为 ０．１０１，其 ９５％的置信区间［０．０２８，
０．１８０］不包含０；当领导支持处于较高情景时，组

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０．１７２，其 ９５％
的置信区间［０．０９４，０．２６５］不包含０。由此可见，
领导支持对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起到调节作

用，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研究假设 Ｈ７通过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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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类型 调节变量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ｏｔＳ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９５％ＣＩ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低领导支持ＥｆｆＩ（ＰＳＢ＝Ｍ－１ＳＤ）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８ ０．１８０

中领到支持Ｅｆｆ２（ＰＳＢ＝Ｍ） ０．１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０ ０．２１５

高领导支持Ｅｆｆ（ＰＳＢ＝Ｍ＋１ＳＤ） ０．１７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４ ０．２６５

中介效应比较

中—低（Ｅｆｆ２－Ｅｆｆ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７

高—低（Ｅｆｆ３－Ｅｆｆ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 ０．１５４

高—中（Ｅｆｆ２－Ｅｆｆ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７

　　从一些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来看，当一些部
门领导开始关注政府数据共享，积极探索数据共

享新机制、新办法、新应用时，政府数据共享和业

务协同的影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一方

面，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看，领导支持可以显著

提升领导与下属的互动关系，提升下属对组织的

认同度与支持感，加强其数据共享的意愿与行为。

另一方面，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看，领导支持给

予组织成员更多的支持与关爱，使组织成员体验

更高的归属感。归属感的满足可以激发个体的内

在潜能，引导自身的工作努力和奉献程度来推进

数据共享行为。

五　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

了组织文化、自我效能感与政府数据共享行为的

作用关系，验证了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

响路径与作用机理，阐述了自我效能感在影响路

径中的中介效应，检验了领导支持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论如下。

（１）组织文化正向显著影响政府数据共享行
为。高效、认同与开放的组织文化能加强部门间

的信任，促进共享行为的产生，不同的部门由于其

使命不同，在文化与价值上会存在差异。这些差

异影响数据共享的运作程序与工作流程，增加数

据整合与共享的难度。

（２）自我效能感在“组织文化—共享行为”影
响路径中存在部分中间效应。数据共享行为的产

生一方面取决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５５．７２％），另
一方面，行为的产生也取决于组织成员的自我

认知，即通过自我效能感知传导的间接效

应（４４．２８％）。组织文化环境不仅会影响共享行
为的产生，也会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而作用于共

享行为。因此，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行为的

作用可分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种形式。

（３）领导支持对直接路径与间接路径均具有
正向调节效应。当领导支持程度更高时，组织文

化对共享行为的直接效应越强，更容易产生数据

共享行为。同时，通过自我效能感传导的中介效

应也会受到领导支持的调节，即在较高领导支持

情况下，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认知的影响更为强

烈，认知则是决定行为的重要因素，更强烈的自我

认知意味着共享行为更有可能发生。研究的实证

结果也进一步解释了领导支持的调节区间，即当

领导支持的标准化值高于－１．１７４时，其调节效应
更为强烈。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１．理论贡献
（１）丰富了政府数据共享影响因素的研究视

角。现有的相关研究强调宏观制度与技术层面等

方面的影响，但政府数据共享问题带来的不仅仅

是技术挑战，对组织运行机制的软环境也提出了

更多的要求。本研究基于“环境—认知—行为”

的总体思路，将分析重点下移，从组织与个人层面

分析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因素与影响路径，强调

组织因素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

（２）回答了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的作用
机理与影响效应。已有研究指出了组织因素对政

府数据共享的影响，但对其作用的传导、影响路径

与影响效应的大小缺乏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剖析

了组织文化对共享行为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路径、

影响效应，并指出自我效能感在影响路径中存在

部分中介效应，这为进一步分析政府数据共享影

响机理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参考。

（３）分析了组织文化对政府数据共享行为产
生影响的边界条件。相关的研究强调了组织因素

对共享行为的影响，但较少考虑不同情境下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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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差异问题。本文将领导支持作为调节变量，构

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验证了领导支持的调

节作用及其大小，同时指出其调节效应在直接效

应与中介效应模型的第一阶段，回答了不同情境

下影响效应的差异。

２．实践启示
（１）加强协同文化建设，重构部门信任关系。

系统文化是一种软性约束力，通过伦理观念、价值

规范与准则来影响部门成员的认知、部门间的协同

行为。在政府数据共享过程中，要尊重协同主体、

充分考虑各利益方的预期收益与风险、及时反馈主

体的意见。对协同主体的正向激励有利于构建部

门间的信任关系，形成契约精神，建设协同文化，进

而为数据共享行为最终达成共识创造有利的条件。

（２）建立首席信息官体制（Ｃｈｉｅ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ｒ，ＣＩＯ）。当前政府数据共享的困境表明需
要有专人来专注于数据资源的战略性开发与利

用。ＣＩＯ扮演专职领导的角色，以 ＣＩＯ为中心的
政府数据共享生态系统是中国情境下跨部门协作

的一种有效治理方式。ＣＩＯ作为部门间数据共享
的指挥者、协调者与监督者，可以整合各方资源，

在兼顾预期收益与风险的基础上从战略、标准、流

程、监督等方面关注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问题，形成

内外联动的协同治理格局。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Ｍｏｄｅｌ

ＺＨＯＮＧＷ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１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ｉｓ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ｉｌｌｈｅｌｐ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ｕｉｌｄｓ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ｈａｒ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ｓｅ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ｎｓｈａｒ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ｗｏｗａｙｓｔｏ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ｎｅｉｓｔｈａ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ｓｔｈａｔｉｔｈ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ｍｐ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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