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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面对工业
U?M

带来的挑战，博彩企业如要成功
%

其以服务
%

中心的商业模

式进行数字转型，必需解如何推动员工?纳及积极使用创新技术，但相关实证研

究仍然缺乏。基於此，本研究旨在以角子机玩家追?系统
%

例，在整合科技接受模

型的框架上，结合员工对系统质量感知，探讨影响博企员工使用意向的关键因素及

相互关。本研究从澳门博彩营运商收集样本数据，?用
KIJ) J]>

对数据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及系统质量对使用意向具显著正影

响，而其中社会影响的影响最大。分析结果显示员工认为灵活性、反应时间及兼容

性为系统质量的重要特徵。研究结果实证了整合科技接受模型在博彩研究领域的

适用性，该结论
%

博企管理者与系统开发商提供了具指导意义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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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代博彩企业是一个以个人服务为中

心的产业，随著新技术的发展，如何利用创

新技术提升个性化服务质量，加
.%

业竞
)

力，已成
&

博彩企业当前一项重要的研究议

题（
D9.;C #4 -3?C LMLN

）。面对工业
U?M

的各

种技术击，如机器人技术、玩家行为预测

技术、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等，博彩企业必

需有效实施数字转型策略，掌握各利益持份

者的真实需要，促进现有业务模式，根据客

人个人喜好来提供个性化服务体验及创新

行销 策 略，才 可 迅 速 改 善 企 业 表 现

（
$"-</"<71C #4 -3?C LMLNH D-..#.8<7;C

LML*

）。然而，在数字转型过程中要取得成

功，员工对新技术的认同必不可缺，但过去

针对博企员工与创新技术之间的关系和感

知相关研究仍然缺乏，
&

填补博彩研究中的

相关文献，本研究旨在以角子机玩家追
<

系

统
&

例，探讨关键感知因素如何影响博企员

工对创新技术的使用意向，同时，通过检验

员工对系统质量（
D1F90 h !9//C LMMP

）及

其特徵因素的感知影响，
&

博企实施数字转

型提供有效的员工策略参考。

角子机的收入在世界博彩市场中一直

?有重要的地位（
T-77#44C #4 -3?C LMLM

），而在

澳门的博彩市场中，角子机亦
&

第三高的投

注项目，仅次於百家乐及贵宾百家乐（
T-0



1.; '.5,#2419. -./ $997/1.-419. c<7#-<C

>-2-< J@[C LMLU

）。但在面临消费者博彩

习惯的转变，以及手机和社交?戏普及的威

胁下，博彩企业需要有效利用各种智慧设备

及分析解
=

方案，以保持玩家的兴趣，延长

角子机?戏的寿命（
D-..#.8<7;C LML*

）。

而其中一个最重要且改变了博彩企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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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创新技术观念的工具即
&

角子机玩家追

<

系统。早在
*+WM

年代，
c-33= T-01.; h

J=54#0

已研发出首个角子机数据系统（
J394

(-4- J=54#0C J(J

），让角子机可即时记
(

各

种投注数据及所发生的事件（
m? D-.; h

@E<1.9C LMM*

）。
*+OM

年初，
]3#2479.12 (-4-

!#2".939;1#5

公司推出第一个角子机玩家追

?系统，使用会员卡的活动都会被记
(

到系

统中，博企可以根据玩家的数据分析他们的

习惯和喜好，进行专属的营销活动和忠诚度

>

励计划（
\97715C LM*+

）。近年，角子机玩

家追
<

系统更结合了不同的创新技术，如

[f'(

无接触式技术、人脸识
-

技术，甚至人

工智能等，大大提高了客
6

在
*

乐场上的服

务体验（
I1<C #4 -3?C LML*H JB#781.#B h &3-96



12C LM*+

）。

随著技术的迭代升级，角子机玩家追?

系统已逐渐发展成功能强大的一站式服务

平台，
&

玩家提供?戏以外的各种自动化个

人定制服务，提升玩家的整体服务体验

（
JB#781.#B h &3-9612C LM*+

）。然而，系统

不断升级也给员工带来新的要求及挑战。

随著操作方式和功能的不断提升，博企员工

的知识、技能及工作流程亦需不断配合改

进。例如在系统整合代金卷（
!12B#4 ) 1.C

!12B#4) 9<4

）服务後，过去整个代币的处理流

程已完全改变（
I1<C #4 -3?C LML*

）。面对工业

革命
U?M

的挑战，要充分发挥创新技术的整

体效益，企业必需依赖员工对创新技术的认

同和善用，投入以员工
&

中心的策略，
&

不

同员工提供合适培训，推动员工积极投入使

用创新技术（
>931.9C #4 -3?C LMLM

）。因此，

解各种影响员工对创新技术使用意愿的因

素及其底层关，制定有效推动员工的策

略，将成为博企能否成功进行数字转型的关

键。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将基於整合科技接

受模型（
&#.B-4#5"C #4 -3?C LMMN

），探讨系统

质量如何影响员工对角子机玩家追?系统

的认同；检视整合科技接受模型在博彩
%

业

的适用性，拓展相关博彩理论；同时，通过分

析员工对系统质量不同特徵的感知程度，
&

博企管理者与系统开发商提供具有指导意

义的优化建议。

１　研究模型及假设

１１　整合科技接受模型

过去许多理论模型已被提出用於解释

和预测使用者对?纳和使用新技术的意向，

但各个模型间存在著一定重和相似性。

&

解
=

此问题，
&#.B-4#5"

等人（
LMMN

）将
O

种最
&

广泛使用的科技接受模型整合起来，

?提出了整合科技接受模型（
_.1A1#/ !"#9



7= 9A @22#,4-.2# -./ _5# 9A !#2".939;=C

_!@_!

），其中包括：理性行为理论（
!"#97=

9A [#-59.#/ @2419.C ![@

）、计划行为理论

（
!"#97= 9A K3-..#/ c#"-6197C !Kc

）、科技接

受 模 型 （
!#2".939;= @22#,4-.2# >9/#3C

!@>

）、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与科技接受模型

（
$9081.#/ 09/#3 9A !@> -./ !KcC $ )

!@>) !Kc

）、电脑使用模型（
>9/#3 9A K$

_4131Y-419.C >K$_

）、动机模型（
>9416-419.-3

>9/#3C >>

）、社会认知理论（
J921-3 $9;.1



416# !"#97=C J$!

）和创新扩散理论（
'..96-



419. (1AA<519. !"#97=C '(!

）。
_!@_!

综合

了过去成功模型的优点，同时消除重，在

不同行业和文化背景下表现出更
.

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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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D1331-05C #4 -3?C LM*P

）。

虽然
_!@_!

一直被广泛用作研究不

同领域员工对创新技术使用意向的主要框

架（
@a-=1C #4 -3?C LMLLH $"#.;C #4 -3?C LM**

），

但其作
&

针对博彩业的合适性仍需进一步

实证。
c3<4

等人（
LMLL

）在其研究中指出，

_!@_!

模型中各因素的关在不同用
6

类

型、技术和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一定的差?

性，
7

明在不同行业、用
6

群或文化环境下

的预测准确程度可能不同，因此
_!@_!

理

论在新的应用场景中还需要进一步实证和

优化。基於博彩业有其本身独特的行业运

作模式及工作环境，例如工作时间不定、高

压力的工作环境和经常要处理大额的金钱

交易（
D-. h $"-.C LM*N

），
&

确认
_!@_!

理论对博彩业员工研究的适用性，拓展

_!@_!

的应用场景及
&

博彩业後续相关研

究实证稳健研究框架，本研究将基於
_!@



_!

模型，探讨影响博企员工对角子机玩家

追?系统（创新技术系统）使用意向的关键

因素。由於本研究主要针对博企员工的使

用意向进行探讨，因此研究模型会忽略

_!@_!

模型中的实际行
&

及其相关因素。

本研究中，使用意向（
c#"-6197-3 '.4#.419.C

c'

）会被定义
&

员工愿意使用角子机玩家

追?系统完成工作及推荐其他人使用的程

度。

*


*


*

　绩效期望

&#.B-4#5"

等人（
LMMN

）指出，绩效期望

（
K#7A970-.2# #F,#24-.2=C K]

）是指个人对使

用资讯系统能有助於工作表现的信心程度，

当信心越大，其使用该资讯系统的意向越

高。本研究定义绩效期望
&

博企员工对角

子机玩家追?系统有助於其工作成效的感

知程度。过去不同领域的研究证实绩效期

望对个人使用新技术的行
&

意向形成具有

重要意义（
c-72"1#331C #4 -3?C LML*H G? D-.;C

#4 -3?C LMLMH m"-.; h d<C LMLL

）。而
$"-44#7



a##

（
LMLN

）在其关於人工智能客
6

关系系统

的研究中亦指出绩效期望是员工对系统使

用意向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高度要

求绩效表现的工作领域如博彩企业等，绩效

期望将对系统的使用意向构成显著影响。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

G*

：博企员工的绩效期望对系统使用

意向有正显著影响。

*


*


L

　努力期望

努力期望（
]AA974 ]F,#24-.2=C ]]

）被解

释为系统可以被使用的容易度、方便性和简

单性（
!"9.;571C #4 -3?C LM*OH &#.B-4#5"C #4 -3?C

LMMN

）。但过去针对不同领域员工的研究表

明，员工的努力期望对技术使用意向显示出

不一致的影响，例如
@37-:-5"/#"

等人

（
LM*U

）在针对公共服务员工的研究中发现

努力期望对使用意向有显著影响，而
l<



21-,5B1

（
LM*W

）在其针对移动科技行业的员

工研究中却发现努力期望对使用意向?
+

有显著影响。可以看出努力期望必须针对

不同领域的员工进行评估。博企员工一般

需要在高压力高要求的环境中工作，如果系

统可以提供较简易的操作及实际简化原来

的工作流程，员工的使用意向应该会更高，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

GL

：博企员工的努力期望对系统使用

意向有正显著影响。

*


*


N

　社会影响

&#.B-4#5"

等人（
LMMN

）解释社会影响

（
J921-3 '.A3<#.2#C J'

）
&

个人感知有影响力

５２



的人认为他应该使用新系统的程度。在本

研究中，社会影响被定义为博企员工对身边

重要的人，如上司、同事及客
6

等对支持其

使用角子机玩家追?系统的感知程度。过

去不同领域的研究如银行业及零售业等都

显示社会影响是一个影响使用意向的重要

因素（
@3-3:-.C #4 -3?C LM*WH I? D-1 l#9.; h

@? @=<# c1.41 @8/<3 [-"0-.C LML*

）。而在

博企中，员工需遵循上司的意见，同时对客

6

要求更需尽力回应，如果他们认
&

员工应

该使用系统或给与支持，员工的使用意向会

越高。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GN

：博企员工的社会影响对系统使用

意向有正显著影响。

１２　系统质量

在技术接受相关研究中，系统质量

（
J=54#0 n<-314=

）
&

影响用
6

满意度、知觉

用性乃至使用行
&

的重要先
=

条件（
D1F90

h !9//C LMMP

）。过去针对不同系统及使用

群的研究亦实证了系统质量会影响使用者

的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及使用意向。例如

@3B"-:-a- h G-310

（
LMLL

）在关於瞃上学习

系统的研究中发现，学生会通过对系统质量

的感知有用性，建立对系统的使用意向或持

续使用该系统。
K-3 h @7,.1B-.9./4

（
LML*

）

指出系统质量会直接影响努力期望，从而影

响绩效期望及使用意向。
n1.

等（
LMLN

）在

针对瞃上医疗服务系统的研究中亦发现系

统质量对使用者的绩效期望及努力期望均

有正显著影响。而在本研究中，由於角子机

玩家追?系统会同时被客人、管理人员及前

瞃员工使用，系统质量的高低，有可能直接

影响客人及管理人员对员工应否使用该系

统的意向，从而影响员工的社会影响感知。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GU

：系统质量对博企员工绩效期望有

正显著影响；

GP

：系统质量对博企员工努力期望有

正显著影响；

GV

：系统质量对博企员工社会影响有

正显著影响；

GW

：系统质量对博企员工使用意向有

正显著影响。

D1F90 h !9//

（
LMMP

）在其针对资讯系

统的研究中提出了量度系统质量的
P

个重

要特徵，包括可靠性（
[#31-81314=

）、灵活性

（
f3#F181314=

）、可访问性（
@22#55181314=

）、反应

时间（
[#5,9.5# !10#

）和整合性（
'.4#;7-



419.

）。可靠性是指用
6

对系统的感知可靠

程度，可理解
&

用
6

对系统可用性的信任程

度；灵活性是指系统能
9

适应用
6

不同需求

的程度；可访问性是指用
6

访问或提取所需

资讯时需投入努力的程度，投入的努力越少

可访问性越高；反应时间是指系统对用
6

要

求的回应速度，反应时间越长，用
6

对系统

质量的评价越低；整合性是指系统对组合不

同来源的资料时的方便程度。但不同领域

的研究也发现，系统质量中各特徵会因使用

者需求或系统的特性而出现不一致的影响

程度。例如在一个关於瞃上购物网站的研

究中，
(1.

等（
LML*

）指出当购买者未到达

付款流程时，可靠性与系统质量并
+

有显著

相关性，但当网上购物者作出真实交易，甚

至重在网上购物时，可靠性与系统质量则

出现显著相关性。因角子机玩家追?系统

的使用领域及特点，本研究会在
D1F90 h

!9//

（
LMMP

）提出
P

个系统质量特徵上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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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
$90,-4181314=

），以更全面检视系统

质量与使用意向的关。本研究定义兼容

性
&

玩家追
<

系统与员工现有的价值观、过

往经验和需求的一致的程度（
$"1. h I1.C

LM*V

）。通过检视系统质量各特徵的影响

力，可以
&

博企在引入及实施系统时提供更

多有用指示。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GO

：可靠性对系统质量有正显著影响；

G+

：灵活性对系统质量有正显著影响；

G*M

：可访问性对系统质量有正显著影

响；

G**

：反应时间对系统质量有正显著影

响；

G*L

：整合性对系统质量有正显著影

响；

G*N

：兼容性对系统质量有正显著影

响。

基於上述各假设，本研究建立研究模

型，具体如图
*

所示。

图
*

　研究模型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变量

本研究共分
& **

个构念，分
-&

努力

期望、绩效期望、社会影响、使用意向、可靠

性、灵活性、可访问性、反应时间、整合性、兼

容性和系统质量。?用
I1B#74

五点量表结

构，“
*

”表示“非常不同意”，“
P

”表示“非常

同意”。问卷题项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其中

努力期望（
U

个题项）、绩效期望（
U

个题

项）、社会影响（
U

个题项）和使用意向（
U

个

题项）参考了
&#.B-4#5"

等 （
LMMN

）和
@8<

等（
LM*P

）的研究，可靠性（
N

个题项）、灵活

性（
N

个题项）、可访问性（
N

个题项）、反应

时间（
N

个题项）、整合性（
N

个题项）和系统

质量（
N

个题项）参考了
\#359.

等（
LMMP

）的

研究，兼容性（
N

个题项）参考了
l<9 h I##

（
LM**

）的研究。问卷设计完成後，先对
LM

位博企员工进行测试，?依据回应对问卷各

题项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以保证研究数据的

质量。正式问卷量表共有
NW

个题项，各问

卷题项及参考来源如表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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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测量变量

构念 测量项 题项 参考来源

绩效期望

K]*

我发现玩家追?系统在我工作中很有用

K]L

使用玩家追?系统使我能
9

更快地完成任务（例如：派彩、查询玩家下注资

讯、查询及更新推广活动等）

K]N

使用玩家追?系统可以提高我的生
%

力

K]U

使用玩家追?系统可以提高公司的整体工作效率

&#.B-4#5" #4 -3?

（
LMMN

）
H @8<C #4

-3?

（
LM*P

）

努力期望

]f*

我觉得使用玩家追?系统的操作介面是清楚且容易操作的

]fL

我很容易便能熟练地使用玩家追?系统

]fN

我觉得玩家追?系统简单易用

]fU

学习操作玩家追?系统对我是容易的

&#.B-4#5"C #4 -3?

（
LMMN

）
H @8<C #4

-3?

（
LM*P

）

社会影响

J'*

管理层认
&

玩家追?系统对公司有用

J'L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使用玩家追?系统方面提供了帮助

J'N

管理层非常支持使用玩家追?系统

J'U

大体上，公司支持使用玩家追?系统

&#.B-4#5"C #4 -3?

（
LMMN

）
H @8<C #4

-3?

（
LM*P

）

使用意向

c'*

我有使用玩家追?系统的需求

c'L

我愿意推荐其他人使用玩家追?系统

c'N

我愿意继续地使用玩家追?系统

c'U

我们的员工将会使用玩家追?系统多於用人手方法完成工作

&#.B-4#5"C #4 -3?

（
LMMN

）
H @8<C #4

-3?

（
LM*P

）

可靠性

[]*

玩家追?系统的运作稳定

[]L

玩家追?系统的表现可靠

[]N

玩家追?系统的运作是可信赖的

@8<#4C #4 -3?

（
LM*P

）

灵活性

fI*

玩家追?系统可以适应各种需求

fIL

玩家追?系统可以灵活地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或条件

fIN

功能多样的玩家追?系统能满足各种需求

@8<#4C #4 -3?

（
LM*P

）

可访问性

@$*

玩家追?系统让我轻地获得资讯

@$L

玩家追?系统使查询资讯很便捷

@$N

玩家追?系统使资讯易於存取

@8<#4C #4 -3?

（
LM*P

）

反应时间

[!*

玩家追?系统用很长时间来回应我的请求

[!L

玩家追?系统能即时提供资讯

[!N

玩家追?系统能快速地回应我的请求

@8<#4C#4 -3?

（
LM*P

）

整合性

'\*

玩家追?系统有效地整合来自公司不同系统的数据

'\L

玩家追?系统集了公司不同系统的资讯

'\N

玩家追?系统有效地结合了来自公司不同系统的数据

@8<#4C#4 -3?

（
LM*P

）

系统质量

Jn*

在系统质量方面，我会对玩家追?系统给予高度评价

JnL

总括来
7

，玩家追?系统是高质量的系统

JnN

总括来
7

，我会给玩家追?系统的质量一个高评级

@8<#4C#4 -3?

（
LM*P

）

兼容性

$K*

玩家追?系统与我工作各方面都很配合

$KL

我认
&

使用玩家追?系统非常配合我喜欢的工作方式

$KN

玩家追?系统的用法很适合我的工作风格

l<9 h I##

（
L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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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样本数据

本研究样本对象
&

澳门博企有使用角

子机玩家追?系统的员工，问卷的发放通过

雪球?样（
J.9:8-33J-0,31.;

）法进行。雪

球?样法可有效取得符合研究目标相关的

对象进行调研，研究人员先将问卷发送给部

分合适的目标对象进行调研，再由他们将调

研问卷推荐给适合该研究的其他具相关特

徵人群以取得有效样本数据（
(<5#BC #4 -3?C

LM*P

）。本调研收集了澳门
V

间主要博企对

角子机玩家追?系统有使用经验的博企员

工数据，共收集样本
LM*

份，其中有效样本

& *+M

份，有效回收率
& +U?PQ

。人口统计

信息结果如表
L

所示。

表
L

　人口统计信息

变项 类
-

有效样本数 百分比

博彩营运商

永利
*L V?N

金沙
V+ NV?N

美高梅
UP LN?W

新濠
N* *V?N

银河
*W O?+

澳博
*V O?U

年龄

L* Z NM

岁
*+ *M?M

N* Z UM

岁
*** PO?U

U* Z PM

岁
UP LN?W

P* Z VM

岁
*U W?U

VM

岁以上
* M?P

性
-

男
OV UP?N

女
*MU PU?W

学历

初中或以下
NN *W?U

高中
O+ UV?O

大学
V* NL?*

硕士或以上
W N?W

工作年资

P

年或以下
UL LL?*

V Z *M

年
WM NV?O

** Z *P

年
V* NL?*

*V

年或以上
*W O?+

２３　共同方法偏差

>-2l#.Y1# h K9/5-B9AA

（
LM*L

）指出，

由於单一来源的调查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

法偏差（
$9009. >#4"9/ c1-5C $>c

）问题，

导致测量出现误差。因此，本研究?用

l92B

（
LM*P

）的
f<33 $9331.#-714= !#54

检测

法，系统地评估任意变量之间的相关是否由

於共同方法偏差原因而被大。结果显示，

所有
&'f

值均低於
N?N

的保守阀值，可以合

理确信
$>c

不会对研究结论的有效性构

成重大威胁。

２４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

型（
K-741-3 I#-54 JE<-7# J47<24<7-3 ]E<-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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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C KIJ ) J]>

）对研究数据进行分

析。近年，
KIJ) J]>

在旅?服务业相关领

域的预测因果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m"<C

#4 -3?C LMLN

）。
KIJ) J]>

具有探索及验证

模型能力，同时，相比基於协方差结构方程

模型（
$c) J]>

），
KIJ) J]>

具有更灵活及

处理较少样本的能力（
G-17C #4 -3?C LM*W

）。

本研究中，方程模型数据会跟据
G-17

等

（
LM*W

）所建构的二阶段分析法进行。第一

阶段会检验测量模型中的各测量项的指标

信度，各构念的信度（
[#31-81314=

）、收敛效度

（
$9.6#7;#.4 &-31/14=

）和区
-

效度（
(1527101



.-.4 &-31/14=

）；第二阶段则对结构模型进行

分析?验证各项研究假设。

结果显示，除
[!*

外，各构念测量项的

因子载荷（
f-2497 I9-/1.;5

）皆大於
M?W

，表明

研究模型有良好的指标信度（
G-17C #4 -3?C

LM*W

），
?

除
[!*

後可继续对测量模型进行

信度、收敛效度和区
-

效度检测。

２５　测量模型检测结果

测量模型检测结果显示，每个构念的

$79.8-2"

’
5 -3,"-

数和组成信度（
$90



,9514# [#31-81314=

，
$[

）均高於
M?W

，表明各构

念
#

部一致性良好。每个构念的平均提取

变?量（
@6#7-;# &-71-.2# ]F47-24#/C @&]

）均

高於
M?P

，确认收敛效度可接受。最後区
-

效度以三项测试结果来评估：交叉负荷量

（
$7955 39-/1.;5

），
f97.#33 ) I-72B#7 $714#719.

和
G#4#7947-14) >9.947-14

（
G!>!

）相关数。

结果表明，各构念测量项的因子载荷皆大於

M?W

，且较其他交叉负荷量高；各个构念的

@&]

平方根值皆大於其他构念的相关

数；各构念的
G!>!

值皆少於
*

（
G#.5#3#7C

#4 -3?C LM*V

）。以上三项指标的分析结果表

示本研究模型具有良好区
-

效度。测量模

型分析结果如表
N

—表
V

所示。

表
N

　信度及收銂效度

$9.547<245 $79.8-2"

’
5α $90,9514# [#31-81314= @6#7-;# &-71-.2# ]F47-24#/

@$ M?OVN M?+*V M?WOP

c' M?ONN M?O+M M?VW*

]] M?+M* M?+*M M?WW*

fI M?OPM M?+N+ M?ONO

'\ M?+MN M?+NO M?ONV

$K M?+M* M?+NO M?ONP

K] M?+M+ M?+NV M?WOV

[] M?O+* M?+NN M?OLL

[! M?OUM M?+LV M?OVL

J' M?OOP M?+L* M?WUP

Jn M?+LW M?+PN M?OWL

表
U

　交叉负荷量

@$ c' $K ]] fI '\ K] [] [! J' Jn

@$* M?OUO M?P+L M?PWO M?VL+ M?V*+ M?U+* M?PNU M?PUU M?V** M?PNL M?PUM

@$L M?+LO M?PLO M?WM+ M?VM* M?W*O M?PWN M?N+M M?VM* M?VOP M?P*V M?V+N

@$N M?OO* M?PML M?VO* M?PP+ M?VUP M?VWP M?U*U M?PLL M?VLP M?UPO M?VUW

０３



续表
U

　交叉负荷量

@$ c' $K ]] fI '\ K] [] [! J' Jn

c'* M?UU* M?W+* M?UOM M?UL+ M?L+L M?NNW M?UW* M?NVV M?UW* M?VLV M?NP*

c'L M?P*W M?OLP M?PLN M?PO+ M?UVN M?UM* M?POP M?ULM M?UPL M?V*N M?P*M

c'N M?PMN M?+LP M?PN* M?VNP M?ULP M?NLV M?VUV M?UPL M?UV+ M?WMU M?UUP

c'U M?P*+ M?WLU M?UML M?PVV M?UML M?NM* M?POO M?NOV M?UU+ M?PLN M?UN*

$K* M?VUU M?PUO M?+M* M?PLN M?PO+ M?V*M M?NVM M?VPL M?WNN M?PMM M?V+W

$KL M?WM* M?PLL M?+NL M?PPV M?VN+ M?VWU M?NON M?P+P M?V+V M?UWM M?WU*

$KN M?V+P M?PPV M?+MO M?PVU M?VO+ M?VVW M?UNL M?PVP M?WML M?UWP M?WUU

]]* M?VW+ M?PLO M?PWN M?OVO M?VW* M?U+P M?PPP M?PLW M?PVM M?P** M?VLN

]]L M?P+* M?VLO M?PPV M?+NU M?P++ M?UVL M?P+U M?PUM M?PWU M?PWW M?PUN

]]U M?UOW M?VUL M?UUV M?ONM M?UNV M?LWP M?PWU M?UWL M?UNO M?VNU M?UUL

fI* M?VWN M?UVM M?VUW M?VML M?+*M M?VM+ M?UNM M?VOV M?VUO M?NO* M?WML

fIL M?VOU M?UM* M?V*+ M?P+M M?+LO M?VU+ M?NLN M?V*O M?P+W M?NP+ M?WMP

fIN M?V+V M?UWP M?VPW M?P+L M?+MW M?PU* M?UNM M?VLN M?VLL M?UVL M?V+W

'\* M?PWM M?N+V M?VPN M?U*M M?POV M?O+N M?NUU M?UNO M?PLN M?UMW M?P+N

'\L M?VU+ M?NWN M?V+N M?U*O M?V*W M?+NO M?LLU M?UW* M?VNO M?NLL M?VN*

'\N M?POU M?NWU M?VMO M?UV* M?P+U M?+** M?LWN M?UV* M?VUN M?NWU M?VL+

K]* M?UUO M?VOU M?NPW M?V*O M?NW* M?LPN M?OOV M?NUN M?N** M?VMN M?NPW

K]L M?U+N M?P+* M?NV+ M?POM M?N+P M?LWL M?O+* M?NOL M?L+W M?VMM M?N*L

K]N M?UUN M?VMO M?UU+ M?PNN M?N+V M?N*+ M?OVU M?NWV M?NN* M?PV+ M?N*L

K]U M?NV+ M?VMM M?NUV M?PON M?NVV M?LU* M?+MP M?NVM M?NMN M?VMV M?LO+

[]* M?UOP M?N+M M?PLV M?UV* M?V*N M?UNL M?NMV M?O+N M?VMN M?NN+ M?P++

[]L M?VMN M?UVV M?VUP M?PUL M?VWW M?PM+ M?UM* M?+UM M?WLN M?ULO M?VNN

[]N M?V*O M?U++ M?VLL M?P+* M?V*W M?U*U M?U** M?OOV M?VWU M?UPO M?PWW

[!L M?VOL M?P*N M?WLM M?POM M?VNO M?P+L M?NLP M?VOO M?+LO M?UUU M?WLP

[!N M?VV* M?PLW M?WLL M?PN* M?VLU M?VNN M?NLP M?VW+ M?+LO M?UUV M?WLP

J'* M?UPU M?VW+ M?UN* M?PWP M?NPM M?NLU M?PWW M?N+* M?N++ M?O+N M?ULL

J'L M?PW+ M?PVP M?P+L M?VMP M?PN+ M?ULL M?PNM M?U+* M?PMU M?W+W M?PPW

J'N M?UL* M?VUL M?UM+ M?PMV M?NLO M?NUP M?POU M?NNL M?NVW M?O+N M?NWU

J'U M?UOW M?W*P M?NOV M?PVM M?L+L M?L+V M?VLN M?NNP M?NOL M?OVW M?NUW

Jn* M?VVM M?U+W M?W*P M?PVL M?W*L M?VML M?NVW M?POP M?VOW M?UPV M?+LW

JnL M?VN+ M?PMM M?WUW M?PNV M?VOW M?VUN M?NMW M?VN* M?WN+ M?UU* M?+NL

JnN M?V+P M?U+P M?WVO M?V*L M?WUW M?VUO M?NNN M?VUO M?WVM M?UOU M?+UL

表
P

　
f97.#33) I-72B#7 $714#719.

@$ c' ]] fI '\ $K K] [] [! J' Jn

@$ M?OOV

c' M?VMU M?O*+

]] M?VV+ M?VOL M?OWO

fI M?WUO M?UOW M?VP M?+*P

'\ M?VPO M?U*V M?UW M?VPP M?+*U

$K M?WUP M?P+N M?VMM M?WMM M?W*L M?+*U

K] M?U+P M?WMN M?VPU M?UN* M?NMP M?UL+ M?OOW

[] M?VLW M?U+W M?POP M?WML M?PMM M?VP+ M?U** M?+MW

[! M?WLU M?PVM M?P+O M?VO M?VP+ M?WWV M?NPM M?WNV M?+LO

J' M?PVN M?WPP M?VPL M?UNO M?UML M?PLW M?VW* M?UPM M?UW+ M?OVN

Jn M?W*L M?PNN M?V*L M?WVV M?VWV M?W+V M?NVM M?VVV M?WO* M?U+N M?+NU

　　　注：斜对角线上的粗体数字为构念
@&]

的平方根，其他数字为构念间的相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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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V

　
G#4#7947-14) >9.947-14

（
G!>!

）相关数

@$ c' ]] fI '\ $K K] [] [! J' Jn

@$

c' M?WL*

]] M?WOU M?OM+

fI M?OUU M?PP+ M?WUM

'\ M?WU* M?UON M?PNU M?WLV

$K M?ON+ M?VOU M?VON M?WWP M?W+M

K] M?PVW M?OMN M?WUN M?UWV M?NN+ M?UWN

[] M?W*P M?PWO M?VWN M?WOL M?PPV M?WNW M?UPO

[! M?OU+ M?VWU M?WMW M?WO* M?WPV M?O+N M?UM* M?OPM

J' M?VUW M?OWO M?WPN M?UO+ M?UP* M?P+M M?WUW M?PMV M?PPP

Jn M?W+M M?VMV M?VOW M?ONW M?WN+ M?OWM M?N+M M?WNL M?OOP M?PUU

２６　结构模型检测结果

由於共瞃性（
$9331.#-714=

）问题可能影

响对结构模型评估的稳定性，因此在检测

前，必须评估各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
&-



71-.2# '.A3-419. f-2497C &'f

），结果显示，各

&'f

值均小於阀值
P

，表示模型不存在严重

的共线性问题（
G-17C #4 -3?C LM*W

），可进行结

构模型检测。本研究?用拔靴法（
c994



547-,,1.;

），以
P


MMM

次重抽样对模型进

行检测。
=

定系数
[

L的结果可视
&

模型对

构念的解释程度，弱、中和
.

的阀值分
-&

M


LP

、
M


P

和
M


WP

（
G-17C #4 -3?C LM*W

）。结果

显示，结构模型可以解释使用意向变量的

VW


OQ

（
[

L

kM


VWO

），表明研究模型对使用

意向具有足够的解释能力。同时，系统质量

的
[

L

& M


WPN

，表明本研究提取的系统质量

特徵对系统质量具有
.

解释力。

利用拔靴法分析路径数及显著性结

果後，各假设除了
GO

、
G*M

和
G*L

外，其馀

均成立。绩效期望（βkML+*C 4 kNL+MC ,o
M


M*

）、努力期望（βk M*UOC 4 k *OLWC , o
M


MP

）及社会影响（βkMN+LC 4 kUN*OC ,o
M


MM*

）均对系统使用意向有显著正影响，因

此
G*

、
GL

、
GN

成立；而系统质量对绩效期

望（βkMNVMC 4 kUUONC ,oMMM*）、努力期

望（βkMV*LC 4 kOOVLC ,oMMM*）、社会影

响（βkMU+NC 4 kON*UC ,oMMM*）及使用意

向（βkM*UUC 4 kLLVLC ,oMMP）有显著正

影响，因此
GU

、
GP

、
GV

、
GW

成立；针对系统

特徵对系统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灵活性

（βkMN*OC 4 kN+NOC ,oMMM*）、反应时间

（βkMLOOC 4 kN*O+C ,oMMP）及兼容性（β

kM


N*NC 4 kN


*UNC ,oM


MP

）对系统质量有显

著正影响，因此
G+

、
G**

和
G*N

成立；而可

访问性（βk ) MMMNC 4 kMMUNC ,kMUON）、整

合性（βkMMPOC 4 kM+MUC ,kM*ON）及可靠

性（βk ) MMMNC 4 kMMNNC , kMUOW）均对系

统质量
+

有显著影响，因此
GO

、
G*M

和
G*L

不成立。各假设检测结果如表
W

所示。

３　讨论及研究启示

３１　结果讨论

本研究从整合科技接受理论（
_!@_!

）

视角出发，以角子机玩家追
<

系统
&

例子，

分析了系统质量、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

影响对博企员工使用创新技术意向的影响，

同时在
D1F90 h !9//

（
LMMP

）提出的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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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质量的
P

个特徵指标上，加入了兼容性

特徵，通过实证检验各特徵对系统质量的实

质影响，使博企能利用研究结果更有效地建

设及升级创新技术系统。

表
W

　研究假设分析结果

假设 路径 β 4) 6-3<#5 ,) 6-3<#5

结果

G* K] ) p c' M?L+* N?L+M M?MM*

成立

GL ]] ) p c' M?*UO *?OLW M?MNU

成立

GN J' ) p c' M?N+L U?N*O M?MMM

成立

GU Jn ) p K] M?NVM U?UON M?MMM

成立

GP Jn ) p ]] M?V*L O?OVL M?MMM

成立

GV Jn ) p J' M?U+N O?N*U M?MMM

成立

GW Jn ) p c' M?*UU L?LVL M?M*L

成立

GO [] ) p Jn ) M?MMN M?MNN M?UOW

不成立

G+ fI ) p Jn M?N*O N?+NO M?MMM

成立

G*M @$ ) p Jn ) M?MMN M?MUN M?UON

不成立

G** [! ) p Jn M?LOO N?*O+ M?MM*

成立

G*L '\ ) p Jn M?MPO M?+MU M?*ON

不成立

G*N $K ) p Jn M?N*N N?*UN M?MM*

成立

　　　　　　注
^g g g , o M?MM*H g g , o M?M*H g , o M?MP

　　研究结果显示，整合科技接受理论对博

企员工的使用意向具中度解释力（
[

L

k M?

VWO

），表明整合科技接受理论适合应用到博

彩领域研究。而模型中的关键因素如绩效

期望、努力期望及社会影响对博企员工使用

创新技术的意向具正向显著影响。绩效期

望和努力期望的正向影响可反映如果需要

员工主动使用创新系统，在确保系统可改善

其工作绩效的同时，能
9

提供简易操作及改

善现有工作流程亦
&

重要因素。而其中社

会影响对使用意向的影响力最强。该结果

很可能是由於角子机玩家跟踪系统这类综

合管理系统的特点所引致，跟一般面向单一

使用群的管理系统不同，角子机玩家跟踪系

统
@

不是只提供服务与某一特定群组使用，

而是同时
&

具不同使用需求及使用习惯的

群组提供服务，而各群组间的持份者亦会通

过系统进行互动沟通。例如管理层需要通

过系统取得客人和角子机的数据进行分析，

以制定合适的推广计划；客人会通过系统所

提供的功能，如积分
AB

及预订服务等获得

私人订制的服务；角子机前瞃员工亦会利用

系统查询玩家的博彩资讯，以进行相应的推

广，同时通过这个系统的讯息，角子机员工

可得知客人的服务需求，快速进行各种日常

工作如派彩或寻找潜质客
6

等。当员工感

到需要通过系统与身边无论是上司、同事或

客人进行互动沟通及交易时，会令员工产生

对学习和使用这个系统的需求，同时他们的

意见及行动亦会直接影响到员工对系统的

使用意向。

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在
_!@



_!

的理论基础上，加入了系统质量作
&

前

置因素，
@

通过实证检视系统质量的各组成

要素，博企可利用结果作
&

实施或升级创新

技术的实质参考指标。研究结果显示系统

质量对
_!@_!

各关键因素均具显著影响，

表明博企如要员工对创新技术
%

生认同和

主动投入使用，首先要注意系统质量的提

升。而在
V

个系统质量特徵中，只有灵活

３３



性、反应时间及兼容性对员工的系统质量感

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靠性、可访问性及

整合性这三个特徵对系统质量均
+

有显著

影响。综合可见，员工需要的是可快速灵活

回应其需求?提供结果的系统。该结果可

能与博彩业高压、紧迫的工作的要求及环境

有关，员工必需对客人或上司的要求作出最

快的回应，虽然结果未必是客人最想得到的

（如提供客人要求的赔偿），但一个迅速、具

良好体验的服务亦是客人所期待的（
K7#.



412#C #4 -3?C LM*W

）。另外，兼容性对系统质量

的显著正向影响亦表现出员工
@

不希望系

统的升级或更新会对工作程序带来重大改

变，这一结果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结果相似

（
$"-44#7a##C LMLN

），表明系统需要员工有突

出的动态能力，例如主动提升能力及创新能

力等，可能会影响他们使用数字技术的意向

（
$"-</"<71C #4 -3?C LMLN

）。

３２　理论贡献

本研究通过对博企员工对角子机玩家

追?系统使用意向的关键因素研究，拓展了

_!@_!

理论的应用场景，实证其对博彩业

研究的适用性，
&

博彩业後续相关研究提供

稳健研究框架。科技?纳研究一直是学术

领域中活跃的议题，而整合科技接受理论

（
_!@_!

）作
&

理解个人使用意向的主流框

架，早已广泛应用於理解技术使用意向的研

究之中，但在不同背景及环境下，不一致的

研究结果依然存在，其行业适用性和预测能

力仍值得进一步研究验证 （
$"-44#7a##C

LMLN

）。例如
m"-.; h d<

（
LMLL

）通过大规

模的线上问卷调查发现努力期望及社会影

响对某类英语学习应用的使用意向有显著

的反向影响。而
c-72"1#331

等人（
LML*

）则发

现在科技密集的工作环境下，社会影响对护

士接受创新科技意向
@+

有显著影响。由

此可见，
_!@_!

的应用仍需深入探讨其在

特定行业和工作环境的可应用性及预测程

度（
c3<4C #4 -3?C LMLL

）。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深入检验了员工

对系统质量不同层面的要求。研究结果不

仅丰富了科技接纳理论在博彩领域的相关

文献，对其他具有科技密集、高压力、长工作

时间等特点的行业，如医疗护理、金融等领

域的技术?纳研究亦提供了後续研究启示。

例如，本研究发现，跟一般服务业研究结果

不同，系统的可靠性、可访问性及整合性对

员工的系统质量感知均
+

有显著影响，而系

统的灵活性、反应时间及兼容性
&

博彩员工

最关注的系统质量问题，研究结果进一步矨

清了
_!@_!

在博彩研究的适用性。　

３３　管理启示

本研究为博企管理者和博彩管理系统

设计者提供了实证数据，从员工的观点，深

入理解影响员工使用创新技术系统的因素，

有助於各持份者在设计博彩管理系统或制

定实现策略时，有效整合各种使用动机和关

键设计因素，以鼓励员工自主使用创新系

统。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努力期望和绩

效期望同时对使用意向具正向影响，表明系

统设计必需平衡功能与操作的需求，在量

提供完善功能的同时，简易的操作及工作流

程亦不可忽略。博企管理层可因应系统的

使用情癋，适当更改以往的工作流程，
0

少

员工认
&

使用系统会在原来的工作上增加

４３



额外劳力的忧虑，让员工
%

生使用新系统能

0

轻工作的正向感受。而社会影响的显著

作用，表明在实施创新科技时，应当更注意

企业文化培育及系统培训的安排，令员工可

以更清晰知道系统的功能和目标，增加员工

之间对使用系统的认同感及相互支持。例

如?用“员工导师”体系，通过
>

励对新系

统使用具有经验的员工，使其参与成为其他

同事的导师，帮助提升员工使用新系统的积

极性及
0

轻其努力期望。

同时，研究结果亦指出员工认为灵活

性、反应时间及兼容性为系统质量的重要特

徵。表明员工更注重系统的反应速度及与

现有工作流程的配合程度。因此在系统实

施前，博企应该投放更多资源作前测和改

善，以确保系统的运作流畅，同时在设计上

亦应注意员工可灵活调配不同功能以配合

不同员工的使用习惯，从而增加对系统质量

的兼容性感知及使用意向。

３４　研究局限

由於本研究仅以澳门博企员工作为研

究对象，不同地区可能因文化或管理制度等

的不同，从而对接受模型各关键因素产生不

同的感知，建议?用不同地区及文化的当地

样本数据作调研，以确保研究结果更切合当

地的需要。另外，本研究主要针对角子机员

工对客
6

追
<

系统的感知作调研，未来研究

可扩展至包括不同部门员工，例如赌桌、帐

房、?购、人事和会籍部等等，以增加研究结

果的代表性。最後，研究模型亦可加入更多

的外部因素，例如资讯质量和服务质量等，

以更全面地解其他不同因素对员工使用

意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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