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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如何理解预预具有预预效预的信息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当管理人预预行预预预，预了了解预境信

息的演预，有预也预了预预其预化，他预

感知和收集有预他预的预境信息。他预解

预预境信息并有预候考预预些预境信息的

预预性。本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预量量表，

帮助预估管理者如何预预和理解信息预预，

以及他预如何预估信息的预预性。量表预

预所使用的方法以 Chruchill 构建的预量量

表预预范式预基预。预预研究预预了三个

主要成果：（1）预预量表，预预并预预量

表的有效性，预量表共有 16 个预量预目；

（2）建立探索性模型，用来理解受预预的

信息的含预；（3）列预此模型的两个预例

并预行预预。预预研究同预有助于丰富预

有的有预管理者预预方面的相预理预知预。 

预预预预预预预预字：字：字：字： 

预预，意预建构，预预，预知，探索性，预量量

表 

Abstract   

When scanning, managers acquire and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environment  to  learn  

about  its evolution, and sometimes to anticipate 

it. They interpret this information  and  

occasionally  consider  its  anticipatory characte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nstruct a 

scale  that helps  identify  and  assess how 

managers  interpret  and make  sense  of  

scanning  information,  and how they evaluate its 

anticipatory character. The methodology used 

was inspired by Churchill’s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measures.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ree main  results:  (1)  a  measurement  scale  

consisting  of sixteen  items  is  constructed,  

tested  and  validated;  (2) an  interpretation  

and  sensemaking  heuristic model  is advanced;  

and  (3)  two  instances  from  this model  are 

identified and discussed. This research thus 

contributes to enriching current knowledge of 

managers’ scanning practices.  

Key-words:  

Scanning, sensemaking, interpretation, cognition, 

heuristics,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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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预预预言言言言 

预略预预由与重大事件，预展预预和预商

预境预系相预的信息的采集预程预成。在

预略预预下取得的信息可以帮助管理者预

预和了解企预所预预境预来的威预和预略

机遇 (Aguilar 1967; El Sawy 1985)。预略预

预是企预预适预预境而做出的感知和反预

预程中的第一预预 (Hambrick 1981)。 

Vanderbosh et Huff (1997) 区分两预研究和

采集信息常预的和预充性的方法： 

-有预预性的研究（聚焦搜索 focused search
或聚焦搜预 focused seeking），其目的是回

答具体预预或者解决预先已明确定预的预

预 (Huber 1991)。 

-预预（预描 scanning 或者数据的大致预预

general browsing of data），更确切地预相

当于一个没有明确目的的前注意 (pre-
attentive)预预形式，预句预预是没有特定

的疑预或者先预预预来指预研究 (Aguilar  
1967)。但是在预预模式下采集到的信息却

可以帮助明确指出新的预预，理解新预预

预或者提高预预境或者形预的理解力 
(Vanderbosh et Huff 1997)。 

管理人预预预（预描）预境，以便了解预

境的预展和预预可能预生的预化(Wilensky  
1967 ;  Fahey  et  al.  1981)。有预他预预预

预境也是预了预预具有预预性的信息，预

些信息可以使他预预预机遇，预预，不预

预性和预略突预状况，并预先做好准预

(Choo 1997)。 其中一些信息可能是迹象

(sign)(Weick, 1995) 或者信号(signal) (Choo, 
1997)； 有 预 也 是 弱 信 号 (weak signal) 
(Ansoff,  1975,  1984 ;  El Sawy 1985 ; 
Narchal et al 1987 ; Stubbart 1982 ; Walls et 
al 1992) 

预去预多研究都集中在管理人预预行预预

的行预上。预些研究有助于确定管理人预

所使用的信息来源，他预预求的信息预型，

预预模式和预预预率 （参看 Thomas  1980 ;  
Fahey  et  al.  1981 ; El Sawy 1985 ; Daft  et  
al. 1988 ; Watson 1990）。研究预预预个体

因素预信息采集的影响  (Vanderbosh  et 
Huff 1997)。预些研究同预有助于更好的了

解管理人预在预行预预预如何预找，感知

和收集信息。但预些研究没有解预管理人

预如何理解他预感知到的信号并预予信号

意预。另外先前的研究也不能解预管理人

预如何预估感知到的迹象和信号的预预性。 

预预研究的目的是帮助回答以上提出的预

些预预。具体来预，目预是建立和预预一

套预量量表，以确定和准确预估管理者在

预行预预预如何理解和预予信息意预，如

何预估信息的预预性。 

预预研究有几个研究价预。从理预上预，

此研究是预了更好地理解管理者预感知和

收集信息的预知意预，同预也有助于预预

管理者预信息解预预的所表预的行预上的

不同。从预践价预上预，在道德预可下，

研究预果可以用来预预有敏预洞察力，可

以预预预期信息的杰出管理人才。同预研

究预果也可以帮助预预管理人才，预些预

秀管理人才通预参与提高信息敏预度的预

座和培预，从而具有预预信息和预信息建

构意预的能力，能预做出预预性的准预工

作。预之，预预研究有助于提高可预预性

预预预目成功的机会，因预文献预料表明，

预目失预的原因之一就是管理人预没有能

力采集到可预预性信息（匿名文献）。 

文章第一部分用于介预意预建构理预预播

和预生的理预框架。第二部分用于解预构

建和预预预量量表的方法。第三部分介预

研究预果。在最后一部分将预研究预果预

行预预。 

1. 理理理理预预预预框架框架框架框架 

人预所预的预境是由人预活预预生的。预

境可以人预预定的 (Weick  1979)，并在人

预社会活预的影响下具有不预定和混乱性

(Ansoff 1984)。预展和预化是由来自人预行

预，决策和活预的重大事件和相互依存预

系引预的 (Smircich and Stubbart, 1985)。任

何预境的改预，预展，预一个事件和预一

次活预都留有形迹。由此预生信号，有预

预生弱信号 (Ansoff, 1975 ; Ansoff 1984), et 
des signes (Weick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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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信号和弱信号信号和弱信号信号和弱信号信号和弱信号 

在 Shannon  et  Weaver (1949) 预播模型中，

信号指口预表达并有意预的信息。预送者

向接收者预送信号。预信号预行接收者能

预理解的预言预预。信号是通预预播渠道 – 
媒介 – 接收者可以接收到并可以使用。因

此，个体和预预预预信号通知其利益相预

者，从而影响他预的判断，他预的期望，

行预和收到他预的反预。 
 
有些信号预送是预了减少信息的不预称。

预送信号是出于法律预预，预预或者预极

的预播预略的考预。预送预警信号有预是

预了公布一个重大事件，危机或者威预
(Herzlinger, 1996 ; Schaeffer et ali,  1998 ;  
Choo  2007)。然而，其他信号的预送预是

预了利用信息不预称。预送信号是出于预

意甚至欺预目的。预些信号是故意虚假的，

有预预性或预预性。有预预了预预预送人

的身份，信号也可以以预预的方式预送。 
 
预于那些收到信号的个体： 
 
- 他预可以通预周预状况，信号起因和其

可能的预展预化了解信号。 
- 他预可以预疑信号，信号的可靠性有预

是预以估量的。 
- 信号预送者的身份，预机和意预并不预

是可知或者预而易预。 
 
预估一个信号的可靠性和相预性因此是有

预度的，尤其是当信号具有不确定性，我

预不知道是预又是出于什预目的预出的信

号。 
 
有些信号可能很微弱。弱信号不预精确，

信息模糊，与在未来极有可能预生的重大

事件有预，弱信号随着预预的推移逐预预

展和加预。信号预得越预，含有的用来分

析状况的有用信息也就越多。但信号越预，

信号的预预性就越弱(Ansoff 1975 ; Ansoff 
1984)。 
 
个体所感知到的信号可能是微弱的是由于： 
 
- 信号是新的，数量少，零碎而且不完整。

他预有很少的甚至没有冗余。预些信号

需要预充完整，但将其预充完整所需要

的信息缺失或者无法使用。 

- 弱信号是模糊的信息。弱信号的明示意

预不明了，甚至预暗含意预也不存在。

预些信号需要预行预预，被预予意预。 
- 弱信号是不预预的，异常的，或者是个

预的信号点，没有可预预的预展预预，

可供参考的模式，预知预迹，也没有可

代表性。 
- 弱信号预示的可能性没有预预上的有效

性或者理性，同预刺激信号预生的活预

路径预迹也没有预预上的有效性或理性。

预些都是突预事件，投机或者假预，当

信号预生预有预很预甚至不可能预预其

可靠性。 
 

因此，预信号的感知，预估和使用有一定

的困预性，尤其当信号微弱预。 

1.2迹象迹象迹象迹象 

Palo Alto 学派  (Winkin, 1984), 预言学  
(Saussure,  1993)  和符号学 (Barthès,  1964) 
研究表明，信息交流不预预依预口预有意

预的消息预送。有些预送的消息也可以具

有象征性，非自愿和无意预性。个体和预

预在和预境的不断互预中，必定存在交流。

即使他预故意不预出预言信号，但他预的

行预，决策和反预自预流露出由预送者无

法控制的非预言迹象。 
 
迹象是可预察的，自预事件，是行预反预

或预化引预的非自愿流露(Weick 1979)。迹

象在预言学和符号学中定预预预言能指和

预言所指形成的感预预位 (Saussure 1993) ： 
 
- 预言能指是一预感官知预和刺激。它是

通预他的五官感知到的部分信息。 
- 预言所指是迹象的内容。它是个体预予

感官知预的意预。 
 

个体把预言所指和预言能指预系起来是预

迹象感知，预预和建构意预的重要一预。

随之引预的预预是理解个体如何预预迹象，

个体如何和预言能指，一个或数个可信的

预言所指相预预以预予迹象信号意预。因

此预是一个预于了解感官刺激，其内在意

预，以及如何引预感官外在意预的相预预

系的预预。 
 



5 

5 

 

迹象具有模棱两可性 (Feldman  et  March  
1981)。预感知它的个体来预，迹象可以有

数预可信的解预和 意预(Daft et Macintosh 
1981 ; Daft et Lengel 1984)。行预，决策和

反预预生迹象和潜在后果，它预之预的预

系是模糊的，预以解预的(Daft  et Lengel  
1984 ;  Daft  et  Huber  1986 ;  March  et  
Olsen 1976)。迹象可以包含多个可能的含

预，甚至其中一些含预相互矛盾 (Weick  
1995)。因此，尽管预言能指预感知个体来

预是清楚地，但它的预言所指却可能是混

乱的而且多重的。当感知到一个迹象，个

体可能预迹象的含预和预预如何预预没有

一个明确的概念 (Daft  et Lengel 1984 ; Daft 
et Huber 1986)。 
 
因此，用于预找迹象的预展和潜在预化的

预境预预是一个困预的工作，可能需要更

多的，尤其是个人的和预知上的预注和努

力。 

1.3 感知和感知和感知和感知和预预预预预预预预信号和迹象信号和迹象信号和迹象信号和迹象 

管理者接触到的信息往往要多于比他预能

预预理和使用的信息(Mintzberg 1973)。他

预如何感知和预预消息取决于他预如何打

破预预的反预和重大事件预，和如何隔离

此刻的迹象 (Weick  1995)。根据 Fiske et 
Taylor（1984 : 479），“我预预合研究预

象的特性和有意预感知的重大事件，预预

境刺激预行前注意无意预分析，预个得到

大多数研究人预的预同。当预预刺激预，

刺激会出预在有意预感知中以被预预和分

预。 

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预预，但预信号

和迹象的预预是可以构建的和形式化的，： 

- 可以构造一个目预预象用来明确预预预

的期望和预先考预的预预(Gilad et Gilad 
1988)。 

- 可根据其相预性和可靠性确预信息来源
(Gilad  et Gilad  1988; Montgomery  et 
Weinberg 1979)。 

- 明确主体和预预字，以便预一预明确预

预的期望,预先考预的预预和预预预定

位。有预也有助于其自预化。 

- 明确预预预准，以便预估感知到的信息

的重要性，相预性和可靠性(El Sawy  
1985; Gilad et Gilad 1988;  Montgomery 
et Weinberg 1979;  Tyson 1986)。 

上述预预有助于形成一个预预器 (Choo  
1997)。尤其有助于引预预信息的预描，感

知，预预和分预 (Goshal  et Westney  1991)。

我预需要通预预些预预从预可用信息的量

化预程预渡到预可用的相预可靠信息的预

预预程 (Gilad  et Gilad 1988)。预的来预，

预些预预注重预信息属性的预价，而不注

重信息的意预。预些预预没有考预信息的

预言所指。 

1.4预预预预预预预预并并并并预预预预予信号和迹象意予信号和迹象意予信号和迹象意予信号和迹象意预预预预 

我预能否感知到信号或者迹象取决于具体

突预事件的背景因素，同预也取决于个人

因素 (Griffith 1999 ; Billings et al. 1980 ; 
Milliken 1987)。事件被注意到，个人才能

预按照自己的想法预事件预予意预，事件

没有被注意到，个人就不可能预事件预予

意预(Starbuck  et Milliken  1988 :  60)。但预

预依靠感知信号而预预是何预行预促使信

号或迹象的预生，其背后的目的和预期的

后果是预预不预的。在预描信息的预程中，

管理者预察或理解预于某个事件的信息预： 

- 他预并不预是清楚预个事件意味着什预，

或者如何预预此事件预生的  (Daft et 
Lengel 1984)。多个不同的事件或行预

可以预生同预的信号/迹象。同一行预

或者事件自身可以预聚成相互依预预系

和参与多个模式或者多预目的。信号/
迹象可以具有模糊性(Daft  et  Weick  
1984 ; Smircich et Stubbart 1985)或者引

预歧预(Weick 1979 ; Feldman  et March  
1981)。从理预上预，意预缺失中存在

的预预要少于可信的意预多重性中存在

的预预。模糊性和歧预性也可以引预我

预预疑预预化的属性所预行预估。预预

可信性预化是由迹象表预出的。 
- 另外从理预上预，管理者也不能确定感

知到的预化是否能预真正预生(Cyert  et 
March 1963)。预生信号/迹象的行预或

者重大事件可以有助于确预或者预预所

熟知的已预通预预预的预预和预略。预

些预化也可以是一个新预的预略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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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所感知的预化通常具有不确定性。

理预上预，感知到的行预和事件是一个

具有可能性的迹象，而不具有确定性。

不确定性引预预由迹象表预出的预化可

能预生的预预，可信性或者概率预估的

一系列疑预。 
 

预预预境与集体和个人预某个预段的的预

注 -  预预，决策，预略，等等 – 有预可以

起到提醒注意某些信号或迹象的作用。但

通预感知信号或者迹象以去理解和预予其

意预并不预是足预的。 预预将外部信息与

参考框架和个人和预预的知预预构预合起

来，以解预和预予信号/迹象意预 (Weick 
1995 ; Daft et Weick 1984)。信号或迹象的

意预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预主体
(Daft  et  Weick  1984 ;  Huber  et  Daft  
1987)。预预信号和迹象需要尽可能多的预

境背景和 个人属性预量，同预也更需要尽

可能多的个体预预的预知 – 有可能也需要

启预性 – 潜在的，默预的，同预也往往无

意预的，以用来解预信息和预予其意预 
（参看预 1）。 

 
 

 

 
预 1. 预于意预建构理预的研究定位 （改预自Weick 1979） 

 

1.5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预预信息的意预因其具有预预性，

而不具有内在性，从而被称预预言所指： 
 
- 它是建立在特定的背景预境下。是人预

预象，是心理表象。 
- 它由感知到信号或迹象的个人根据其个

人特预建立。是主预预预预象。 
- 同预它也是个体预预的潜在的，默预的

同预也往往是无意预的预知，用来按照

个体自己的理解解预信号或迹象，并预

予其意预。 
 

此研究着重于管理者在预预及预予他预所

感知到的信号和迹象意预预程中的预知。

而非着重于背景解预和管理人个人属性。

具体来预，包括确预管理人用来将信息或

迹象，或者预重于在未来能出预的预预的

有预预性的预言所指和预言能指预系所预

预的预知。以往的研究预明信息预预，其

意预建构在预预中扮演的角色(Thomas  et  
al. 1993)。但预些研究没有真正预预破解其

预含的预知。 
预预研究的目的因此在于建立一个预量量

表，用来确定和衡量管理者在预预预如何

解预和预予信息意预以及如何预估其预预

性。 

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研究预构参照 Churchill (1979) 量表预展范

式。研究预构确定三个主要预预：建立量

表，预预其有效性并利用其预行数据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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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预境和预预方法的预革相适预，本

研究共提出 7个预预 （预预 2），描述如 
下。 

 

预 2. 改预自 Churchill (1979)的研究预构 

 

2.1 建立量表建立量表建立量表建立量表 

构建量表是一预集体的，具有预预性的和

迭代性的探索工作。 

2.2.1 量表量表量表量表构构构构建范畴建范畴建范畴建范畴预预预预明：探索性研究明：探索性研究明：探索性研究明：探索性研究 

预量量表是管理者用来确定和衡量管理者

在预预预如何解预和预予信息意预以及如

何预估其预预性所预预的预知。 
 
预然预知的概念预常和思想预系在一起，

但预知属性的研究预象是多预的。研究预

象尤其可以预重于管理者预知预向，预知

预构和预知预程。 
 
- 预预预知预向意味着研究有可能影响预

信息预理的个人特预。预就是所预的预

知方式，价预预，预度等。预知预向与

个性，或者先于一个特定情况而存在的

个体差异相预系。 
- 预预预知预构意味着研究心理预面的内

容，而不是心理预面的机能 (Meindl et 
al. 1994)。预了描述预预及其固有性，

有预也被称作心理表征，思预预预和预

知地预等。 

- 预预预知预程意味着预心理机能的研究，

以用来描述如何预行信息预理以预行判

断，形成预知预构和做出决策(Meindl 
et al. 1994)。有预被称作启预式，预知

预略，预知偏差等。预与预预预程有预，

同预也与更预基预的预知活预有预。 
本研究预预着上述三个预知研究预预。通

预预知，我预可以了解到基预的预知活预，

预些基预的预知活预有可能是预预预信息

解预和建构信息意预的更预预预的预程中

的一部分。例如，预估信息的可靠性，相

预性和重要性 (Billings et al.  1980 ;  El  
Sawy  1985 ;  Elofsen  et Konsinsky  1991 ; 
Feldman et March 1981 ; Gilad et Gilad 1988 ; 
Montgomery 1979 ; Neubauer 1977) 是基预

性的预知活预，用来解预管理者如何预预

和预估预预信息。预预研究的目的在于通

预确预由管理者预预的用来预估预预信息

的预预性，更预完整的潜在的预知，完善

以往研究预果。 

2.1.2 量表量表量表量表预预预预目目目目预预预预本的生成：一个具有集体本的生成：一个具有集体本的生成：一个具有集体本的生成：一个具有集体

性，性，性，性，预预预预预预预预性和迭代性的方法性和迭代性的方法性和迭代性的方法性和迭代性的方法 

量表预预以由 8 个管理者参与的小预预基

预，预预 9 个月。预些管理者都在跟预研

究生二年预的预预教育预程。预然他预的

培预预重于采预管理，但他预的工作预预



管理者如何理解预预具有预预效预的信息 

非常多元化，分散在各个行预预域和不同

预位。 

他预都有 8到 20年的工作预预。所有人都

是法国人。预个小预工作参与三个独立预

估，预估与他预最后预取学位挂预。 

采用焦点小预型的预预方法。目预是预预

预管理者反思自己解预和预予预预性信息

意预预的预知： 

- 基于个人的预预，并预合预预的具体情况，

管理者预预向整个小预表达和解预：（1）
预什预在特定的情况下，一条信息预他预

来预具有预预性； （2）如何理解信息和预

予其何预意预； （3）他预随后如何使用预

信息。 

- 研究者需要具有预听的预度。陪同管理者

自省，并帮助他预预化思想，深入反思。

如有必要，预要求管理者用具体的例子预

明他预的言预或澄清上下文背景。 

我预确定了深预循预性量表预目和预预。

预些预预是预了尽可能更好地了解预个量

表预目。预个量表预目是一个预期感知方

向。预就是预什预一个个体在特定情况下 
（考预其个人特预）很可能会预信息一个

预期的意预。预一个预预是一预通预量表

预目预信息可能含有的意预和潜在的可预

预性的考察方式。量表预目和预预一预都

是人预预定的。他预是用来将信息预预的

个人预知和预行预预预管理者预预的意预

建构预行模式化的方法。 

共预预预预三个焦点小预预预 （参看预

3）。目的是预了依照 SECI 模型刺激知预

的预大周期 (Nonaka 1994)： 

 

预 3. 改预自 SECI模型焦点预预的迭代周

期 (Nonaka 1994) 

- 预个焦点小预预预预预预半天预预。目

预，工作方法和参与的管理者不预。管

理者预预预明，预预和分析他预所预的

例子 （表达预预）。预深预量表预目

和预预预行确定和重新修改。通预预一

次小预预预，预预目列表，措辞和预预

的制定预行修改，明确和预充，以充分

考预到小预反思预程和新预预 （融合

预预）。 

- 预预两次焦点小预预预，管理者重新参

加了预于预预活预的预程。在一个月内，

他预消化吸收和适预了研究预目，预目

目的和小预反思活预 （内心化预预）。

他预预预就预预活预预行反思。有预他

预也和同事或周预的人预预（社交化预

预）。在之后的焦点小预预预中，预个

管理者预预的例子，量表预目和预预将

向小预通预，然后预行集体预预和分析。 

在第三次小预预预之后，共预生 16 个量表

预目 （参看表格 1）。 

2.1.3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量表：量表：量表：量表：预构预构预构预构化面化面化面化面预预预预面面面面预预预预预预预预 

随后用得到的 16 个量表预目预参与此预研

究的 19 位法国和外国管理者预行预量。预

19 位参与者几乎都在合乎本预预要求的行

预和预位工作。他预的年预在 27 到 55 预

之预，均有研究生二年预文凭。有 4 到 30
年的工作预预 （预附表 1）。预预目的是

预估量表预目的可理解性，相预性和完整

性。采取面预面的预构性预预以便和受预

者预行深入的预预。预个采预如下预行： 

- 在和受预者第一次接触预就预达研究预

预和研究目的。在采预预始之前再次向

受预者解预研究预预和目的。此预预的

目的是明确和界定预预预预。 

- 在预次预预预始前，首先向受预者介预

一预信息。信息已预先在小预预预中预

预预预和预预。信息是预于在预刊

（《回音》）上预表的文章的预目。此

已被预预的消息是事预化和具体化的。

预预消息预送的信息是一家法国公司预

一家意大利公司感预趣。受预管理者被

要求解预他预如何理解此信息。此预预

的目的是确预在向受预者介预 16 个量

表预目之前他预是如何理解此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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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将 16 个量表预目介预预受预者。

介预第二预众所周知的真预性具体化的

消息预受预者。第二预消息作预事例用

来预例预明预个量表预目如何有助于预

知信息并预予其预预意预。此预预的目

的是预预量表预目，相预预预，量表预

目相预性，可理解性及其完整性。 

- 受预者随后受邀预量表预目按照其重要

性预行分预，以用来预知信息并预予其

预预意预。此预预是用来确预哪些量表

预目预信息预知活预更重要。 

- 在预预最后，受预者被预到是否在量表

预目的启预下希望修改或者预充他预在

预预初预信息的分析。目的是预察受预

者在接触到量表后，他预的预知是否有

可能预生改预或者预得预预化。 

受预管理者接受预预是因预他预预此预研

究感预趣，他预希望能预更好的理解和改

善他预的预预和预信息预知的活预。根据

他预的预预和他预预此预研究的预趣程度，

预预预预半小预到两个小预。预预受预者

同意后，预预被全程预预下来。 

由小预焦点预预预生的 16 个量表预目通预

预预得到确预。下面将预量表预目的有效

性预行量化分析。 

2.2 量表有效性分析量表有效性分析量表有效性分析量表有效性分析 

预量量表的有效性需要预预预预。175份预

卷预预预预 两年。96 份在第一年通预面预

面预卷预预方式完成，其余 79 份在第二年

通预网上预子预卷预预方式完成。预本预

研究预及到的管理人预人群代表遵循预著

异预性预准：工作预预，工作部预和预预

预型 （预附表 2） 

2.2.1 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量表的有效性和量表量表的有效性和量表量表的有效性和量表量表的有效性和量表预构预构预构预构 

以收集到的数据预基预，通预以下两个预

预预量表的有效性预行预量。 

- 首先，在预 16 个量表预目主成分探索

性分析的基预上提出因子预构。其目的

是明确概念深预的可能性的预度。 

- 然后，预行预预性因子分析。其目的是

预预此因子预构与预整指数预预（如

GFI, AGFI 和 RMSEA）得到的数据是

否一致(Steenkamp  et  Van  Trijp 1991)。 

2.2.2 量表可靠性量表可靠性量表可靠性量表可靠性预预预预预预预预 

通常使用 Cronbach’s alpha预量表的可靠性

预行预量。不预考预到预预构方程模型的

介预，此研究使用 Joreskog’s rho (1971)预
量表的预个预度预行有效性预量。 

2.2.3 预预预预量量量量预预预预准准准准 

预然没有预预预预的预程，预个预预以我

预的初始预本随机衍生的 500 个预本预基

预，已利用 Statistica通预自助抽预接近于

因子预构。得到的因子的预已预通预预预

预预，并得到 Student’s T 预预预大于 2 的

预预支持。所做的自助抽预也预预了先前

因子分析预果 (Efron et Tibshirani, 1993 ; 
Didellon et Valette-Florence, 1996)。 

3 预预预预果果果果 

我预首先介预量表的 16 个预目。探索性和

预预性主成分分析预果预预了此量表。量

表预目突出了四大因子，预四大因子有助

于理解管理者在预行预预预如何预知信息

并预予信息意预。预个量表同预预生了一

个启预性模型并促成管理者预信息意预的

构建。随后，通预预聚分析（预型分析）

按照个体的启预性特预，确定了两个个体

小预。 
 

3.1 量表介量表介量表介量表介预预预预 

16个量表预目列于表 1。 

 

 

 



管理者如何理解预预具有预预效预的信息 

  

你预预境预行预预预,如果有一条信息吸引了你的注意,你会考预以下预预预?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预预预预目目目目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 预预预预含的含的含的含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 从来从来从来从来    /    有有有有预预预预    /     预预预预常常常常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可 靠

性 
预条信息是否可靠？我是否可以相信预条信息？ 1 2 3 4 5 

 新 预

性 
预条信息是否可以预我打来最新的情预? 预个情预是

否有可能预我的合作者来预也是最新的。 
预条信息是否及预？预条信息是否已预公预预布了很

久？ 

1 2 3 4 5 

3. 及 预

性 

1 2 3 4 5 

4. 重 预

性 
预条信息的预布是否是预常性的，甚至是有预律的预

常性？ 

1 2 3 4 5 

5. 相 预

性 
预条信息是否预及到与我公司的活预或者公司预境相

预的背景或事件？ 

1 2 3 4 5 

6. 重 要

性 
预条信息是否预及到可能预重影响我公司的活预或者

公司预境相预的背景或事件？ 

1 2 3 4 5 

7. 意预 预条信息是否预我预预与我公司相预的某一个参与者

有意向或者希望采取某些行预，或者取消某一个公司

预目？ 

1 2 3 4 5 

8. 预预 预条信息是否预示着我公司预境的某些改预，或者正

在预生某些改预？ 

1 2 3 4 5 

9. 机遇 预条信息是否使预我想到我预公司有可能面预的机

遇？ 

1 2 3 4 5 

10. 预预 预条信息是否使预我想到公司预预努力解决的威预？ 1 2 3 4 5 
11. 潜力 预条信息是否能在预于某个活预者预展和良好运作某

个预目的能力和手段上预些建预？ 

1 2 3 4 5 

12. 跨度 预条信息是否预我预预一些事情在一段预期内有可能

预生？ 

1 2 3 4 5 

13. 反预 预条信息是否预我预预我，我的某些合作者，或者公

司预预采取一些快速行预和反预？ 

1 2 3 4 5 

14. 可替 
代性 

预条信息是否使我预预我预所预有的具有预争性的定

位（行预，预品，技预，预用，情况等）有可能被其

它预争预力的预革或者新的预争力量的出预而代替？ 

1 2 3 4 5 

15. 出人 
意料 

预条信息是否出人意料，预人惊预，不同预常？ 1 2 3 4 5 

16. 多 预

性 
预条信息是否预起我多预可信的预预展，预用和意预

的想法？ 

1 2 3 4 5 

表 1. 有预管理者理解预预信息并预予其意预的预知预量量表 

 

与以前研究中采用的信息预预的预准相比，

此量表预目表预出了相似性和差异性（预

表 2）： 

- 其中有 9个预目和文献中预预的预准相似：

可靠性，及预性，相预性，重要性，机遇

和预预，反预和跨度。 

- 其余 7个预目在以前预预预域的研究中没

有明确提及：新预性，重预性，意预，运

预，潜力，可替代性，出人意料，多预化。 

 

序号 预目 文献引述 

1. 可靠性 Gilad and Gilad (1988) 
Montgomery (1979) 

2. 新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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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及预性 Gilad and Gilad (1988) 

4. 重预性 - 

5. 相预性 Gilad and Gilad (1988) 
Neubauer (1977) 
Montgomery (1979) 
Feldman and March (1981) 
Elofson and Konsynski 
(1991) 

6. 重要性 Billings et al. (1980) 

7. 意预 - 

8. 预预 - 

9. 机遇 Ansoff (1975) 
Tyson (1986) 

10. 预预 Ansoff (1975) 
Tyson (1986) 

11. 潜力 - 

12. 跨度 Ansoff (1975) 
Tyson (1986) 

13. 反预 Ansoff (1984) 

14. 可替代性 - 

15. 出人意料 - 

16. 多预性 - 

表 2. 已存在的有预 16个量表预目的研究预述 

3.2 量表有效性量表有效性量表有效性量表有效性预预预预预预预预 

预 16 个预目预行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共得出

由 4 个因子预成的预构。预放出 64%的方

差，预目群体预大于 0.5。《潜力》预目表

预出双重分配的可能性，或者属于因子 1，
或者属于因子 2。出于预预目在意预上更符

合因子 2，最预将其分配到因子 2上。 

预预性因子分析 （预表 3）以探索性分析

预果预基预。有效性指数 (RMSEA, Gfi et 
Agfi)令人预意。他预同预预预了新预生的

4 因子预构，并预预了因子上的预个预目的

分配。表 3 也通预相预预因子的预呈预出

预个因子预达的意预。 

Joreskog’s Rho预预因子的可靠性 （预表

3）。Rho 清晰的大于 0.7， 前三个因子具

有很预的可靠性。与此相反，因子 4 的

Rho预预然可以接受，但稍小于 0.7。 

自助抽预法预预了预预性因子分析的预果。

预大于 2 的 T 预预预预了预个预目的因子

的预。 

3.3 启预启预启预启预性模型的提出性模型的提出性模型的提出性模型的提出 

以因子预预基预预因子预行解预可以确预

以那些有可能预信息预予意预的个体预基

预的主要预度。以四个因子预告框架预基

预，预预个预目的中心预预分析凸预预个

预目在预管理者预预信息解预预起到的具

体作用 （预表 3）。 

首先需要注意考预到预个预目，预些预目

预示出由低到高的预率。 

管理者在以下四个预度上预信息预行预估： 

- 因子 1 预重于预预于可信的预预的预预

的信息意预的预估。有些管理者非常预

繁地 （平均预在 3.23和 3.68之预，预

准差在 0.97和 1.01之预） 预疑感知到

的预预的可信度 （预目《跨度》），

预疑可信度预他预市预预在的平衡状预

有可能存在的影响(预目《替代》)，并

预疑他预公司准预做出预预的期限 
（预目《反预》）。有预候管理者可能

会面预不同情境下的可信的预预 （预

目《多预性》；平均预=3.09， 预准差

=1.16）。另外，可能会存在意料之外，

预人意想不到，独特的信息特性 （预

目《出人意料》；平均差=2.8，预准差

=0.98），预预信息特性预少被管理者

激预出来。 

- 因子 2预重于预预于可信的预预的本预

的信息意预的预估。有些管理者预常预

疑信息可能预示出的《意预》，《预

预》，《机遇》和《预预》（平均预在

3.40 和 3.78 之预；预准差在 0.97 和

1.15之预）。他预预可能预疑信息有可

能预他预在有能力作预预预的引预者中

学到什预（预目《潜力》；平均预

=3.23；预准差=1.07）。 

- 因子 3预重于信息预量的预估。管理者

也会预疑信息的《可信度》，《相预性》

和《重要性》（平均预在 4.13 和 4.21
之预；预准差在 0.93和 0.96之预）， 

 

预预预预目目目目  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  探索性主成探索性主成探索性主成探索性主成份份份份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预预预预预预预预性因子分析性因子分析性因子分析性因子分析 



管理者如何理解预预具有预预效预的信息 

名称  平均

预 
方差  因子 序

号 

 预 T预

预 

Joreskog’s 
Rho预预 

跨度 
反映 

可替代性 
出人意料 
多预性 

 3.44 
3.68 
3.23 
2.80 
3.09 

0.97 
1.01 
1.09 
0.98 
1.16 

 可信的预生预预

的预预 

1 
 

 0.841 
0.716 
0.732 
0.612 
0.75 

8.64 
8.36 
8.99 
8.83 
7.92 

0.854 

意预 
预预 
机遇 
预预 
潜力 

 3.40 
3.42 
3.78 
3.63 
3.23 

1.15 
1.06 
0.97 
1.05 
1.07 

 可信的预预的属

性 

2  0.790 
0.720 
0.798 
0.734 
0.726 

8.71 
8.79 
8.34 
8.19 
8.74 

0.868 

可靠性 
新预性 
相预性 
重要性 

 4.21 
3.96 
4.13 
4.20 

0.96 
0.94 
0.95 
0.93 

 信息的预量 3  0.678 
0.691 
0.840 
0.854 

7.78 
7.87 
7.84 
7.90 

0.852 

及预性 
重预性 

 3.67 
3.15 

1.15 
1.13 

 信息的预效性 4  0.758 
0.655 

5.50 
5.71 

0.667 

 有效性系数 : 
RMSEA : 0.0534 (< 0.08) 
Gifi : 0.867 ; Agfi : 0.815 

表3. 描述性分析，探索性和预预性主成份分析预果 
 

同预也会预疑信息的《新预性》（平均

预=3.96；预准差=0.94）。 

- 因子 4预重于预信息预效性的预估。一

些管理者会预疑信息的《及预性》（平

均预=3.67；预准差=1.15）并在预小程

度上预疑信息的《重预性》（平均预

=3.15；预准差=1.15）。 

预体来预，因子 1 和 2 预示了管理者如何

预信息的意预预行探索以预预预的可能性

预行预估。因子 3 和 4 预预示了管理者预

信息属性的探索以预信息的预度预行预估。

预个四预预构区分了预信息属性的预估

（信号本身的力量）和预信息意预的预估

（迹象的预言所指）。预个四预预构可以

理解预一预启预性模型和一预信息意预的

建构。四预预构模型预 4 所示。预目字体

大小与被个体所使用的预率有预 （预表

3）。  

预 4. 理解信息和构建信息意预的启预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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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启预启预启预启预性因人而性因人而性因人而性因人而异异异异？？？？ 

预量表预目的预准差分析预预管理者之预

存在着差异性。预预差异性表预在管理者

用来预知信息而激预个人属性的预率。 

预研究预行了聚预分析和判预分析，以用

来确定预本在何预程度上参考同一启预性

模型或者不同的模型。 

使用《K 平均》或者《预预云》的预行聚

预分析，可以预预两个不同的群体 （预

表４）。预一分预预果得到预 16 个量表预

目预著的 F预预的支持。 

以 16 个量表预目预基预的判预分析预示出

预分预有很预的预预能力，也可以预预预

个二预分预预果。在个体所属小预内的个

体重新分预率预 96.4％即 175 位管理者预

本中的 169位。 

 

16 个预目中有８个预目可区预两预个体群

（预表４，variable en gras）。预两个小预

的解预主要依据预 8 个区预预量的研究。

同预也需要将两个个体群预其余 8 个预目

的平均预考预预去 （预表 4和预 5）： 

 

 

因子因子因子因子 预预预预目目目目 

名称 

聚聚聚聚预预预预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预 1 预 2 
可信的预生

预预的预预 
跨度跨度跨度跨度 
反映反映反映反映 

可替代性可替代性可替代性可替代性 
出人意料出人意料出人意料出人意料 
多预性 

3.86 
4.12 
3.62 
2.97 
3.52 

2.60 
2.81 
2.47 
2.42 
2.23 

可信的预预

的属性 
意意意意预预预预 
预预 
机遇 
预预 
潜力 

3.88 
3.81 
4.13 
4.03 
3.65 

2.42 
2.65 
3.11 
2.84 
2.40 

信息的预量 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 
新预性 
相预性 
重要性 

4.56 
4.28 
4.51 
4.54 

3.53 
3.33 
3.42 
3.58 

信息的预效

性 
及及及及预预预预性性性性 
重预性 

4.13 
3.46 

2.79 
2.53 

表 4. 聚预分析预果 

 

- 除了预目《出人意料》， 小预 2 预其

余预目的平均预预著低于小预 1的平均

预 （预准差在 0.93和 1.46之预）。因

此两个小预的差异性在使用所有预目的

预率上比在预些预目的特预上表预的更

预明预。因此，预个人如何预知信息并

预予信息意预预行预估主要体预在与使

用相同预目的预率相预的预预性上。 

- 尽管《出人意料》预目的区预特性，两

预预此预目的平均差（0.56）非常低。

个体预预是偶预预疑信息的独特性，出

人意料和无法预预性 （小预 1 平准预

=2.97；小预 2平均预=2.42）。 

- 预了预知预预信息并预予其意预，小预

1 的个体（112 人）预繁预疑信息的属

性（信息的预量，及预性，因子 3 和 4）

和信息的意预（可能的预化的本预和感

知的预预，因子 1和 2）。在小预 1中，

四个因子的预目平均预都很高（在 3.46

和 4.56 之预），除了预目《出人意料》

（2.97）。需要预信号预度以及预能预

表达信息的信号预行预估。预预信息是

指与预生预化的可能性有预的信息。 

- 预了预知预预信息并预予其意预，人数

上相预不太重要的小预 2 （57 人）也

相当预繁地预疑信息的感知预量（因子

3 的预目平均预在 3.33和 3.58之预）。

然而，他预预少预疑信息的意预（可能

的预化的本预和感知预预）和信息的及

预性（因子 1，2，4 的预目平均预在

2.23 和 3.31 之预）。预信息的预估首

先是指信号的预度，更准确地预是指信

息的预量。而更少的集中在预信息预言

所指的预估上。 



管理者如何理解预预具有预预效预的信息 

 

预些预果表明本文提出的启预性模型在预

个小预上得到预预，但是模型只在预预预

准的预率上得到区分。 
 

预 5. 判预分析预果 

4 预预预预预预预预与与与与预预预预预预预预 

此预研究的目的是要构建并预预一个预量

量表，用来预预和预量管理者在预行预预

预如何预知信息并预予其意预，以及他预

如何预估信息的预预性。 

4.1 理理理理预预预预预预预预献献献献 

从理预角度来看，预预研究有助于丰富预

于公司预预活预的预有预预。主要得到三

个预预。 

 

在法预背景预境中构建，预预并预预了由

16 个预目预成的预量量表。预个量表可以

用来确预和预量管理者在预行预预预如何

预知信息并预予其意预以及他预如何预估

信息的预预性。以往的研究表明信息的预

知和预其意预的构建在预预活预中的重要

作用(Thomas  et  al. 1993)。 但预些研究没

有真正地预预破预其深预的预知。预个预

量量表可以作预预察和分析的工具，用来

深化预在预预活预中的信息预知和构建其

意预的预预。 

 

使用此量表可以推预预信息预知和构建起

意预的启预性模型的研究。预一模型包含

一些文献中已预明确的内容。同预它又预

预了以前没有得到明确的预果。其主要预

献是预量表预目预行预预和 预合。模型一

方面表明可以预信息的预量和及预性预面

预行信息预估。预预预估的重点大致是在

信息预度，或者预是信号力度上 (Ansoff  

1975 ;  Ansoff  1994)。另一方面模型表明信

息预估可以预及到预信息的本预和预生预

化的可能性的预面。预预预估的重点大致

在信息的意预上(Weick 1995) 和信息的预

言所指上(Saussure 1993)。预估预疑信息可

能表达出的预化的本预和预向。很多作者

都预预管理者和 CEO根据信息的预量，可

靠性，相预性和重要性等预预信息(Ansoff  

1975 ;  Ansoff  1984 ;  Billings  et  al.  1980 ; 

Elofsen  et  Konsinsky  1991 ;  Feldman  et 

March  1981 ; Gilad  et  Gilad  1988 ;  

Montgomery  1979 ;  Neubauer 1977 ;  Tyson  

1986)。但是他预得到的预果是片面的。预

个模型是一个参考性。它有助于在未来根

据管理者的个体特性以及背景预量和不同

信息预型，确定有预预预信息的预知和预

其意预预行构建的多预的启预性。同预，

Mintzberg  et  al.  (1976)已预提出一个通用

的决策形成模型，并预出具体的决策形成

预程预例。 

 

聚预分析预果表明信息的预知和意预构建

因人而异，随着个体激预预目的预率而不

同。有些个体更预繁地预疑量表预体预目。

因此，管理者之预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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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率的预预性上，而不是存在于所使用的

预目的本预上 （预预 5）。 

 

预最后一个预预是模糊不确定的。事预上，

两预个体所使用预目集合的预率是相预预

预的，但预个体有判预。小预 1 预预目集

合的平均预预著大于 3，并且预是接近或高

于 4。然而，小预 2预预目集合的平均预预

是预著低于 3。但是，在预预低预率预预内

（平均预<2.5），预预目被极少地使用，

使得预预目在启预性中的使用和它的作用

成预研究的预象。预使得我预要考预一下

两个假预。 

 

假预 1：即使当使用一个预目的预率很低

（平均预<3），我预可以预预预是用来预

知和预予预预信息意预的启预性的一部分。

然后我预可以得出预预，管理者差不多都

使用同预的启预性，但是预率不同。譬如：

（1）预某些管理者来预预预不是很重要；

（2）与其他管理者相比，一些管理者预行

的预预不太预繁。 

 

假预 2：当使用一个预目的预率很低（平均

预<3），我预不能预预预是用来预知和预

予预预信息意预的启预性的一部分。然后

我预可以得出预预，存在两预不同的启预

性。第一预是预预并具有整体性。预预预

第一预启预性的管理者预常预疑信息的预

度（信息预量和及预性）并预疑信息的意

预（可能的预化的本预和预预）。第二预

预要预预很多。预预第二预启预性的管理

者主要预疑信息的预量和信息的意预可能

意味的几率。 

 

后者假预反预来引预预疑。如何解预一些

管理者预预预预信息和构建意预的启预式

比预人更加预预呢？ 

 

- 他预是主预预行预控，或者是因预他预

被要求预行预控？ 他预预行预控是出

于自己的需要，或者他预收集信息是预

了公司其他人的需要？  

- 他预预预预境是相预预定，没有预化，

预预，中断和预略意外(Ansoff 1984)。 

- 他预是否有特有的个人特预 （预知预

格，预预，教育培预，文化等。）？预

些个人特预鼓励他预更加预可事预的重

要性和感知到的预度，而不预疑信息可

能含有的意预和事预在未来的预化方面

的预言所指。 

- 他预有什预预的能力来预预弱信号，表

面上看不太可信的信息？预些弱信号和

信息的预言所指可以帮助预预和预预非

常重要的预化。 

4.2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预预预预面的面的面的面的预预预预献献献献 

在预践中，一方面预预预目，另一方面预

预的有效性和可持预性可能会失预，预是

由于投入的部署和收方没有能力收集预预

信息 – 尤其包括有预预性的迹象和信号 – 

以便用于分析 （匿名文献）。 

 

此研究提出的预量量表及其预预的启预性

模型是首要的两个研究预果。预两个研究

预果可以有助于提高预预预践和部署的概

念理解，有效性和可持预预展。更具体来

预，预两个研究预果提供了有助于回答以

下三个预预的思路：（1）什预是我预所希

望能预感知和收集到的信息 – 预境的迹象

和信号？ （2）如何确定哪些最有能力感知

和收集信息的人？ （3）如何帮助他预预展

感知和理解预境信号和迹象预预性的能力？ 

 



管理者如何理解预预具有预预效预的信息 

第一个预预是预于预预信息的定预 – 迹象

和信号。本研究所提出的预量量表和四个

因子可以用来根据预预的目预预信息定性。

另外它预也可以通预预充一些预预来明确

预预的目预，预些预预包括主预，预预字

和预先预信息来源。因此，当预预目预是

更新预预境的预预，信息的预量和及预性

可能比信息有可能表示的预化的本预和预

预更预重要。然而，信息所表示的预化的

可能性从理预上预预预比信息的预度更预

重要性。 

第二个预预是预于预预和预定有预预预活

预的人预。一些个体受命，另外一些预是

自预预行预预，但他预都没有相同的能力

预信息 – 迹象和信号，尤其是弱信号 - 预

行预估，理解和预预。本预预提出的量表

和启预性模型可以用来预预管理者。管理

者的预知行预可以用来预预那些管理者更

加有预格来预估信息的属性和预疑感知到

的迹象和信号所指的含预。同预量表和启

预性模型可以通预预充其他的培预预准，

角色，预位和身份预境来建立一个预于预

知预准的网预。 

第三个预预是预于培预参与预预信息 – 迹

象和信号 - 预预和预估的管理者。有些信

息并不完整，不确定，并且具有模糊性，

预预信息的可信性和相预性从理预上预就

不明预，有些个体面预预预状况是表预出

无奈。本研究提出的预量量表可以预预预

个个体，在与预预目预一致的管理预境下，

用来明确自然形成的信息预行预估的机理，

并预预哪些信息的形成预管理者来预不太

自然。同预量表预可以用来预预与预预机

构和他预的预预目预相适预的培预工作。

预预培预 可以有助于预展预预部署的有效

性和预预预预的能力。同预预预培预也可

以弥预个人在预预预部署中的不适预感。 

 

然而，预了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本研究中

的量表和启预性模型需要适预并被预例化，

以便充分考预到希望预展预预和预预能力

的预预所预的预境。事预上，一个预预预

预预求预展的预于信息预知的启预性和构

建其意预的预知能力预预与预预目预和预

预希望感知和利用的迹象和信号的预型相

适预。 

4.3研究局限性和前景展望研究局限性和前景展望研究局限性和前景展望研究局限性和前景展望 

正如所有以预预预基预的研究一预，本研

究也有若干局限性。我预向接受预预的个

体介预预量量表，并要求他预反映他预如

何预知和预予信息意预。预包括潜在的，

默示的和有预无意预的预知。同预我预要

求参与者预估他预预预量表预目的预繁性。

但他预如何预估预预预繁性，他预参与此

研究预所预在什预背景，状况和预预下预

不得而知。因此和所有通预预预，以被研

究者自我感知和自我声明预基预的，预预

理解预知行预的研究一预，本研究方法可

能存在预差。 

 

通预探索性和预预性主成分分析得到的四

个因子中有三个具有很预的可靠性。相比

之下，Joreskog’Rho的因子 4 预略小于 0.7。

预然可以接受，但预一因素的可靠性仍需

预预。预一因素预由两个预目预成，可能

不足以表征因子。可以考预将此因子与其

他相似的预目预合。在量表构建预程中并

没有明确预些可以相预合的预目。预个可

以作预今后的研究预预，以明确信息的及

预性是如何被管理者预估的。 

 

量表及其在本研究中的使用的方法可以用

来预量预目被预预的预率。但量表不能预

量预些预目所感知到的重要性。在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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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可以预预目的预率和重要性预行交

叉研究，或预可以预本先行研究预行完善

和预预。 

 

预目《出人意料》以预低的预率被个体预

预。有可能是因预很多人不太理解预个预

目。如果将来可以预此预目重新表达和预

一预的明确，或预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预预研究是首个在预预预践中预信息预知

和构建意预的个体预知活预的自我预预 

（预预 1）。预预研究预重于预个人预知的

研究。下面的背景预量没有被考预到： 

 

- 信息感知和预预的背景。有研究表明，

背景预境是预信息预预和构建其意预的

基(Weick  1995)。一些预量，例如公司

预型，行预，预境不确定性和预预性的

程度(Ansoff 1984)都有可能预预预信息

预行预预和预予其意预造成影响。 

- 管理者的个人属性。有研究表明，预预

活预预 CEO 来预尤预重要 (El Sawy 

1985; Hambrick 1981; Vandesboch et 

Huff 1997)。 一些预量，例如年预，文

化，教育，预知预格，个人预预，预位

和预任程度尤其可能影响他预预信息预

预和预予其意预的方式。 

- 信息的性预。有研究表明，一些预量如

信息的模糊性(Weick 1995)，正式性或

非正式性(Mintzberg 1973)，信息来源

的性预(Daft et al.  1988)和介预的丰富

性(Daft  et Lengel  1984)都有可能影响

他预预信息预预和预予其意预的方式。

因此，量表预目被预预的预度和预施的

启预性模型有可能根据信息的性预 

（例如，数字数据或者预言数据）而不

同。 

 

本研究提出的量表和启预性模型共形成两

个预预。它预预在不同预预背景下，预预

和理解预信息预预和构建其意预的个人预

知和启预性打预了思路。预方面的知预可

以帮助我预预展预预的个人和集体性能，

以及预预预预和预预能力。预些初预预果

也考量预预信息技预和信息系预的能力的

自预化或者预预预活预的部分或全部的支

持力，以用来降低管理者的预知预荷和提

取含有有高附加预，在预践中数量可预并

具有利用价预的迹象和信号的日常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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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预预预预 

附附附附预预预预 1. 预预预预化化化化预预预预预预预预的的的的预预预预本本本本预构预构预构预构 

年年年年预预预预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1.23到 24预…………………. 

2.25到 29预…………………. 

3.30到 34预…………………. 

4.35到 39预…………………. 

5.40到 44预………………… 

6.45到 49预…………………. 

7.50到 54预…………………. 

8.55到 59预………………… 

- 
6 
1 
1 
5 
5 
- 
1 

- 
31.6 
5.3 
5.3 
26.3 
26.3 
- 
5.3 

性性性性预预预预   
1.女…………………………………. 

2.男…………………………………. 

3 
16 

15.8 
84.2 

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域域域域   
1.工预制造预…………………. 

2.商预服预……………………… 

17 
2 

89.5 
10.5 

   
预预预预位位位位   
1.采预，供预, 上游物流 
2.生预…………………………… 

3.预售, 预易, 市预预预… 

4.分预, 配送, 下游物流… 

5.售后服预…………………… 

6.会预, 预预…………………… 

7.人力预源……………………… 

8.研预…………………………….. 

9.技预支持, 信息系预……. 

10.预划, 预略管理…………. 

11.其他………………………….. 

8 
- 
1 
- 
1 
- 
- 
3 
1 
4 
1 

42.1 
- 
5.3 
- 
5.3 
- 
- 
15.8 
5.3 
21.1 
5.3 

预预预预本本本本预预预预模模模模 19 100 
 

附附附附预预预预 2. 量化量化量化量化预预预预预预预预的的的的预预预预本本本本预构预构预构预构 

年年年年预预预预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1.23到 24预…………………. 

2.25到 29预…………………. 

3.30到 34预…………………. 

4.35到 39预………………… 

5.40到 44预…………………. 

6.45到 49预…………………. 

7.50到 54预…………………. 

8.55到 59预…………………. 

9.大于 60预………………….. 

10.没有填写………………….. 

5 
16 
22 
29 
20 
18 
13 
16 
2 
34 

2.9 
9.1 
12.6 
16.6 
11.4 
10.3 
7.4 
9.1 
1.1 
19.4 

性性性性预预预预   
1.女…………………………………. 

2.男…………………………………. 

38 
104 
33 

21.7 
59.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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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有填写…………………….. 

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预域域域域   
1.预预和食品制造预……… 

2.消预品制造预…………….. 

3.预预制造预………………… 

4.中预预品制造预………… 

5.建筑…………………………….. 

6.预易…………………………….. 

7.运预…………………………….. 

8.房地预………………………… 

9.商预服预…………………….. 

10.个人服预………………….. 

11.教育,预生和社会活预 

12.其他………………………….. 

13.没有填写………………….. 

5 
8 
30 
10 
5 
12 
5 
3 
28 
9 
6 
20 
34 

2.9 
4.6 
17.1 
5.7 
2.9 
6.9 
2.9 
1.7 
16.0 
5.1 
3.4 
11.4 
19.4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预预预预预预预预   
1.小于 5年……………………… 

2.5到 9年……………………… 

3.10到 14年…………………. 

4.15到 19年…………………. 

5.20到 24年…………………. 

6.25到 29年…………………. 

7.30到 35年…………………. 

8.大于 40年…………………… 

9.没有填写…………………….. 

13 
26 
21 
18 
25 
13 
14 
11 
34 

7.4 
14.9 
12.0 
10.3 
14.3 
7.4 
8.0 
3.6 
19.4 

预预预预位位位位   
1.采预，供预, 上游物流… 

2.生预…………………………… 

3.预售, 预易, 市预预预… 

4.分预, 配送, 下游物流… 

5.售后服预……………………… 

6.会预, 预预…………………… 

7.人力预源…………………….. 

8.研预…………………………….. 

9.技预支持, 信息系预…… 

10.预划, 预略管理…………. 

11.其他…………………………… 

12.没有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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