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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能力、供应链敏捷性与 

企业竞争优势关系 

叶枫 林正品
1
 

（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杭州 310023） 

【摘 要】：大数据分析能力正逐渐成为制造业企业“跑赢”市场的核心技能，对制造业企业提升竞争优势产生

深远影响。然而，当前的研究很少从动态能力视角来分析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过程机理。以 302家浙

江省拥有大数据技术应用背景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 Stata和 SmartPLS3.0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实

证分析，探讨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并分析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和供应链敏捷性的中介效

应，结果表明大数据分析能力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供应链敏捷性在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

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供应链敏捷性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关键词】：大数据分析能力 供应链敏捷性 企业竞争优势 

0 引言 

当前，数字化浪潮汹涌澎湃，“大数据+数据启动”“5G+效率驱动”等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时

代。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大量数据在开放、多源的渠道中产生，逐渐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精准映射并持续记录物质世界

和精神世界运动状态的“大数据”空间[1]。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大数据已被视为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新型生产要素和战略性基本资源，其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支撑科学决策等价值正

在制造业等领域被深刻认知与开发利用，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和产业空间。越来越多的企业搭上“大数据的顺风车”,将大数据

应用于企业业务流程中，然而，调查显示仅有 15%的企业能够成功应用大数据和享用大数据的成果[2]。究其原因是大数据本身不

足以构成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唯有通过将大数据转换为大数据分析能力，整合企业资源才能充分实现其商业价值。与此同时，供

应链管理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也得到了高度关注，尤其是制造业企业[3]。实业界开始关注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以期提高供应链敏捷性，进而获得企业竞争优势[4]。 

过去，学者们研究了大数据分析能力对组织韧性[5]、组织绩效[6]的影响，部分学者建立了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的

联系[7],但鲜有大数据分析能力、供应链敏捷性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研究。因此有必要探究大数据分析能力是如何影响企业竞

争优势，以及供应链敏捷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以浙江省拥有大数据技术应用背景的制造业企业为例，基于动态能力视角

建立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框架，通过实证检验分析各个维度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以期揭示大数据分

析能力对于企业竞争优势影响机制的内在逻辑，为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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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动态能力理论 

动态能力理论是企业通过整合、构建、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和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使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竞争优势

的一种新能力[8]。该理论认为，相较于低动态能力的企业，高动态能力的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9],这契合了学者们对于企业竞争优

势研究的需求，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于企业竞争优势分析研究中[10]。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将大数据分析能力和供应链敏捷

性联系起来，研究二者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见图 1)。 

 

图 1本文的理论模型 

1.2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 

大数据分析能力是大数据赋能于企业的核心所在，Chen等将大数据分析能力定义为商业智能分析(BI&A)能力[11]11],也有学者

将其定义为通过捕获和分析海量的(volume)、高速的(variety)、多样的(velocity)数据从而经济性地提取价值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和架构
[12]12]

。虽然已有研究证明了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有积极的影响
[7]7]

,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究基于数据的洞

察力如何转化为执行力的作用机制[13]13]。基于此，提出假设 1: 

H1: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显著的影响。 

1.3供应链敏捷性的中介作用 

供应链敏捷性被视为一种动态能力[14]14],可能直接影响企业在合适的条件下向客户交付产品的能力[15]15]。然而，现有的研究

主要基于战略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视角，鲜有文献关注供应链敏捷性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16,17]16-17]。面对动荡的外部

环境，企业决策者需要快速把握现状以采取行动有效应对。然而，囿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外部环境的动荡性可能会阻碍他们掌

握现状的全面性、系统性[18]18]。因此理论界和实业界呼吁利用大数据分析能力来提高供应链敏捷性，进而影响企业竞争优势[19]19]。

基于此，提出假设 2: 

H2:供应链敏捷性在大数据分析能力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1.4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动态是动态能力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情境参数
[18,20]18,20]

,环境动态性通常指环境要素变化的幅度和速度，主要包括政府政策、

企业规模和科学技术的变化，以及技术传播速度和市场的风险等，体现出环境变化的频率以及其不可预见的程度。环境动态理论

的关键因素包括企业外部环境的波动性以及不可预测性，它表明环境动态性对组织绩效、供应链敏捷性、适应性等的差异影响取

决于组织外部环境的活力水平。有学者认为，关于大数据分析能力和供应链敏捷性的实证研究往往忽略了环境动态性的影响
[14,20]14,20]。不可否认，动荡的外部环境可以增强或破坏公司最关键的能力[21]21]。根据权变理论，在动态性较低的环境中，市场和技

术的变化相对平稳，企业通常遵循线性路径
[12]12]

解决实际产生的结构性问题，此时保持较高供应链敏捷性往往需要投入更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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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得不偿失。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市场的变化通常是非线性且难以预测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持续时间会越来越短。为适应

市场需求和技术的急剧变化，企业必须通过快速获取新的知识、构建新的动态能力来提高供应链敏捷性和竞争优势[16]16]。鉴于此，

我们可以认为环境动态性可以改善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供应链敏捷性和企业竞争能力的影响
[21]21]

。因此，提出假设 3: 

H3: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供应链敏捷性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浙江省拥有大数据技术应用背景的部分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一方面，浙江省是长三角区域大数据产业格局

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应用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另一方面，浙江省制造业实力雄厚，在积极响应“中国制造 2025”的进程中，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态势良好，大数据应用场景丰富，应用效益初步显现。本文数据资料源于浙江省杭州、绍兴、宁波和台州

4个地区的制造业企业，主要对中高层管理者进行调研。调研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依托团队成员校内外社会资源，以

网络问卷的形式通过微信、电子邮件等渠道进行发放。回收 273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收集 196份有效问卷。第二阶段采用

邮寄的方式发放问卷 300 份，一个月后回收 106 份有效问卷。然后对数据进行了整体偏差分析，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两

次获得的数据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本次调研共获得有效问卷 302份，有效问卷率为 52.71%。 

2.2变量度量 

为了保证问卷的信效度，本研究借鉴国外顶级期刊上的相关量表来形成本文的测量量表。为保证题项的精准性，根据具体需

要对原始测量题项进行修改。其中，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测量参考了 Mikalef 等[7]7]在 Gupta 和 George[22]22]以及 Wamba 等[12]12]的基

础上编制的量表；供应链敏捷性的测量参考了 Gligor等[17]17]编制的测量问卷；企业竞争优势的测量参考了 Vorhies和 Morgan[23]23]

以及 Tracey等[24]24]所编制的测量问卷；环境动态性的测量参考了 Chen等[20]20]所编制的测量问卷。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5点量

表进行评价。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结果，本文还以企业年限、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具体分析。为了检验本研究问卷的信度

和效度水平，本文采用 Cronbach′sα系数和因子载荷值进行判断。其中，测量问卷的 Cronbach′sα系数最小为 0.88,题项的

因子载荷均介于 0.5～0.95之间，组合信度(CR)均大于 0.6,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均大于 0.5。这表明，本文的测量问卷的信度

和收敛效度良好。 

2.3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对本文中“大数据分析能力”“供应链敏捷性”“环境动态性”和“企业竞争优势”等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及各个量

表的相应测量参数进行有效检验，本文采用 SmartPLS3.0对上述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模型的区分效度。具体如表 1所

示。结果显示 4个构面的 AVE平方根(0.779、0.840、0.829、0.854)均大于该构面与其他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这说明，本文的

测量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模型的 Fomell-Larcker指标分析 

 大数据分析能力 供应链敏捷性 企业竞争优势 环境动态性 

大数据分析能力 0.779    

供应链敏捷性 0.740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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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优势 0.657 0.825 0.829  

环境动态性 0.557 0.665 0.651 0.854 

 

3 实证研究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本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2所示。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供应链敏捷性(r=0.724,p<0.001)、环境动态性

(r=0.534,p<0.001)及企业竞争优势 (r=0.647,p<0.001)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供应链敏捷性与环境动态性

(r=0.653,p<0.001)、企业竞争优势(r=0.822,p<0.001)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动态性与企业竞争优势(r=0.646,p<0.001)

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变量间的关系基本与前面理论假设相符合，但需要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 

3.2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如表 3所示。主效应用来检验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

的影响，按照回归分析步骤，本文让控制变量进入到回归方程中，然后让自变量进入到回归方程中进行分析。从表 3模型 5中可

以看出，大数据分析能力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竞争优势(β1=0.604,p<0.01),即假设 H1成立。 

中介效应分析供应链敏捷性在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样地，本文将控制变量进入到回归方程

中，然后让中介变量进入到回归方程中，最后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加入回归方程中进行分析。由表 3中的模型 6可知，供应

链敏捷性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竞争优势(β2=0.846,p<0.01)。从模型 7中可以看出，在同时加入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后，大数据分析

能力不再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显著的影响(β3=0.047,n.s),而供应链敏捷性则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显著的影响

(β4=0.810,p<0.01),因此，验证了供应链敏捷性在大数据分析能力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H2成立。 

调节效应分析环境动态性对于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供应链敏捷性之间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将供应链敏捷性设为

因变量，然后依次将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以及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回归方程当中。从表 3中的模型 3可以看

出，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供应链敏捷性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β5=-0.080,p<0.1)。这说明，环境动态性越强，大

数据分析能力与供应链敏捷性之间的负向显著关系越大，即假设 H3成立。 

表 2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关系 

变量 平均值(mean) 标准差(s.d) 1 2 3 4 5 6 

企业年限 2.610 1.030 1      

企业规模 2.880 0.994 0.542*** 1     

大数据分析能力 3.396 0.782 0.254*** 0.388*** 1    

环境动态性 3.670 0.792 -0.002 0.141** 0.534*** 1   

供应链敏捷性 3.684 0.698 0.083 0.188*** 0.724*** 0.65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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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优势 3.798 0.735 0.187*** 0.255*** 0.647*** 0.646*** 0.822*** 1 

 

注：N=302;***p<0.01、**p<0.05、*p<0.1。 

表 3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供应链敏捷性 企业竞争优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企业年限 -0.018 -0.050 -0.018 0.050 0.022 0.065
**
 0.062

**
 0.077

***
 0.067

**
 0.079

***
 

 (-0.40) (-1.58) (-0.62) (1.04) (0.57) (2.38) (2.26) (2.88) (1.99) (2.97) 

企业规模 0.142*** -0.050 -0.052* 0.161*** -0.008 0.040 0.032 0.027 -0.007 0.030 

 (2.99) (-1.43) (-1.68) (3.26) (-0.20) (1.40) (1.08) (0.94) (-0.20) (1.03) 

自变量           

大数据分析能力  0.687*** 0.808***  0.604***  0.047 0.019 0.365* -0.204 

  (17.93) (4.77)  (13.35)  (1.00) (0.41) (1.85) (-1.25) 

中介变量           

供应链敏捷性      0.846*** 0.810*** 0.696***  0.705*** 

      (24.45) (16.21) (12.94)  (13.04) 

调节变量           

环境动态性   0.604***     0.184*** 0.403** -0.023 

   (3.83)     (4.76) (2.19) (-0.15) 

交互项           

大数据分析能力   -0.080
*
      0.001 0.057 

×环境动态性   (-1.86)      (0.02) (1.43) 

截距 3.323*** 1.625*** -0.060 3.206*** 1.713*** 0.395*** 0.397*** 0.214 0.913 0.955* 

 (25.54) (12.42) (-0.10) (23.82) (11.10) (2.85) (2.87) (1.53) (1.36) (1.78) 

R2 0.036 0.538 0.633 0.069 0.419 0.692 0.693 0.715 0.552 0.717 

R2-ajust 0.0293 0.533 0.627 0.062 0.413 0.688 0.688 0.710 0.544 0.711 

F值 5.508*** 114.8*** 101.5*** 10.93*** 71.08*** 221.3*** 166.2*** 147.2*** 72.48***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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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302,***p<0.01、**p<0.05、*p<0.1。 

4 结论与启示 

大数据分析能力作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能之一，能够帮助决策者克服有限理性，增强供应链敏捷性，进而提高

企业竞争优势。本研究以浙江省制造业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作为调研对象，对大数据分析能力、环境动态性、供应链敏捷性和企业

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大数据分析能力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供应链敏捷性在大

数据分析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供应链敏捷性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本文的理论意义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本文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探讨了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丰富了

大数据的研究成果。其次，本文指出环境动态性调节了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供应敏捷性的影响，凸显了大数据分析能力的重要作

用。最后，供应链是大数据应用于企业业务流程中见效更快、功能更全的工件。本文探讨了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供应链敏捷性的作

用，进而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对供应链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一定贡献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本文的数据均来自浙江省部分地区，而大数据

分析能力是受到多方因素影响的变量，使得本文研究结论推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本文没有探讨大数据分析能力与环

境动态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也没有探讨环境动态性是否会对供应链敏捷性与企业竞争优势起到调节作用。

因此，这也是后续研究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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