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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建设工程中,初始信任是业主与承包商关系构建的基础,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分析建设工

程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初始信任动机产生的机制,根据信任倾向、信任信念、受信方特征、基于制度的信任

和信任动机构建了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初始信任产生的机理模型,并从业主方的角度出发,进行问卷调查

和结构方程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制度的信任、受信方特征和施信方信任信念对信任动机的产

生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其中受信方特征对施信方信任动机产生的影响最显著;而施信方信任倾向对信任

动机的影响不显著。 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建设工程业主对承包商初始信任的建立有重要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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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设工程中,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合作是从初始信任开始的,初始信任不仅是合作双方组织关

系构建的前提,更是影响组织双方关系产出的基础。 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初始信任是从建设工程的招

投标阶段产生的,初始信任能否建立将会影响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并很大程度影响工程项

目的建设实施。 建设工程行业割裂性的特点使业主和承包商重复交易的频率较低,难以通过以往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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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经验建立信任。 因此,对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初始信任产生机制的研究,将有助于业主与承包商在初

次合作的情况下建立较高水平的初始信任,并继续影响后续信任。
 

近年来对工程项目伙伴关系的研究表明,项目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取决于项目伙伴之间的相互信

任[1] 。 信任都是由初始信任发展而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 McKnigh 等已经证实了初始信任

的重要性,认为组织之间的初始信任对后续信任的演变以及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2] 。 骆亚卓认

为信任不仅会影响业主对承包商的选择,还可以显著影响业主与承包商的关系产出[3] 。 杨玲、帅传敏

对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信任前因进行了研究[4] 。 莫力科、陆绍凯对工程项目中初始信任的形成机理

进行了研究,认为组织权力及行业交易规则显著影响初始信任的形成[5] 。 柯洪等以工程项目为对象,
研究了初始信任与工程合同柔性的关系,研究发现信任对工程合同柔性的各维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

作用[6] 。 杜亚灵、闫鹏通过对 PPP 项目中信任的划分,分析构建了 PPP 项目中初始信任形成机理的概

念模型[7] 。 这些学者从不同方面证明了工程建设中信任的重要性,但是,关于业主与承包商之间初始

信任产生机制的研究还较少。 建设工程具有一次性的特点,很难通过稳定的交易环境建立业主和承包

商之间的初始信任,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业主视角的初始信任动机产生机制的

理论模型,并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该模型,为业主与承包商在招投标阶段建立较好的初始信任

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信任倾向

信任倾向是交易的一方愿意依赖另一方的意愿和倾向。 当双方处在一种高度模糊、陌生和非结构

化的状态时,信任倾向可以预测信任行为,人与人之间的期望只能依赖于这种倾向。 组织之间信任倾

向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对风险评估的不同,有些人很难相信他人,而有些人很容易相信他人,这种差异就

是信任倾向上的差异。 信任倾向是形成信任的重要前因,具有较高信任倾向的人或组织,更容易表现

出信任动机[8] 。 人或组织的信任倾向会显著影响其对陌生事物的初始信任。 通常用对人性的信任和

信任的姿态 2 个构念来测量信任倾向[9] 。 人性的信任分为对善行的信任倾向、对诚信的信任倾向和对

能力的信任倾向[10] 。 其中:对善行的信任倾向是施信方在获得有用信息前凭借一些对美好行为的信

任产生信任倾向;对诚信的信任倾向是凭借对待人处事真诚的信任产生信任倾向;对能力的信任倾向

指施信方出于对对方能力的信任而产生的信任意愿。 在施信方不能获得其他额外信息的情况下,他只

能凭借对人性的信念去依赖受信方。 初始信任情景的特点就是“模糊”,因为双方没有获得关于对方

的进一步的信任,而且双方面临的角色和任务都是全新的。 因此可以推断,在初始信任阶段信任的倾

向可能会产生信任信念。 信任的姿态则是不管别人是否愿意相信对方,他都愿意相信对方是正直的、
可依赖的,并且相信和对方合作能够带来好的结果[11] 。 信任姿态的效应表现在当受信方没有被证明

是不可信任之前,他都保持对对方的信任。 因此可以推断,信任姿态可以产生信任动机和信任信念。
于是提出以下假设。

H1a:在初始信任阶段,信任倾向对信任信念有正向影响;
H1b:在初始信任阶段,信任倾向对信任动机有正向影响。
具有高水平信任姿态的个人认为,无论他的信念是否针对特定的人,信任他人总是有利于自己成

功的。 制度保障或社会安全网能够保护人们正当的交易免受他人的侵害,当施信者的信任姿态处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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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时,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高的制度保障信念。 因此假设:
H1c:在初始信任阶段,信任倾向对基于制度的信任产生正向的影响。
(二)信任信念

信任信念是施信方的信任知觉,对受信方的信心,相信受信方会对自己有益。 本研究把信任信念

分为三个测量指标:能力信念、善行信念、诚实信念[12-13] 。 能力信念指相信受信方有能力完成合同中

的任务,能够满足施信方所需;善行信念指受信方对施信方利益关注,并有动机去完成施信方所需;诚
实信念指施信方相信受信方忠诚,能够信守诺言的信念。 研究信任信念和信任动机之间联系的文献很

多[14] 。 Dobing 研究发现信任信念和信任动机(愿意依赖)之间有非常强的相关性[15] 。 从逻辑上讲,如
果一个人认为对方是善良的、能干的、诚实的、行为可预测的,就会对他产生信任动机。 因此,可以推断

信任信念将对信任动机产生正向作用。 由此假设:
 

H2:在初始信任阶段,信任信念对信任动机有正向作用。
 

(三)受信方特征

受信方特征指被相信的一方本身具备的特征,能被施信方依赖、产生信任信念。 在建设工程交易

中,业主和承包商的初始信任产生于投标过程中,包括资格预审、综合评标等。 资格预审其实就是对承

包商特征的了解,包括对其声誉和能力的筛选和考察;资格预审也是初始关系的开始,资格预审结束

后,那些通过资格预审的投标方和业主才是初始信任形成的对象;评标过程其实就是对承包商能力的

考察,选择一个满足质量、进度要求,工程造价最低的承包商。 随着评标过程的结束,双方的初始信任

开始达成。 因此,根据工程交易的特点,把受信方特征分为声誉和能力。
Wilson 认为声誉来自于过去行为的积累,是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征[16] 。 Barney 和

Hansen 认为声誉是企业所拥有的特征,该特征促进企业值得信任[17] 。 声誉具有认知性,可以让项目中

的一方事先对另一方产生好感,增进了解,同时也促进了对另一方的认同,有利于初始信任的产生。 在

工程建设中,良好声誉是产生信任信念、信任动机的必要条件。 能力是市场交易主体完成某些工作的

可能性。 Wood 等认为在建设工程项目中,能力意味着能使对方从交易关系中获得满意或为对方创造

增值[18] 。 一般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团队都具有较好的管理能力,有助于交易双方信任的形成[19] 。 如

果一方没有能力胜任该项工作,另一方将不会与其建立交易关系,也就没有信任存在。 在工程建设领

域,能力强的承包商,完成既定任务的可能性高,项目面临不能完工的风险就小,这是业主对该承包商

产生初始信任的重要原因。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在初始信任阶段,越是正向的受信方特征(声誉和能力高),越易使施信方产生信任信念。
H3b:在初始信任阶段,越是正向的受信方特征(声誉和能力高),越易使施信方产生信任动机。
H3c:在初始信任阶段,越是正向的受信方特征(声誉和能力高),越易使施信方产生对制度的

信任。
(四)基于制度的信任

基于制度的信任是社会学的概念,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行业中,由于社会中存在法

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并且这些法律、法规、技术规范都可执行,这会让交易的双方产生对制度的信

任。 Zucker[20]所提出的基于制度观点的信任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McKnight 在初始信任的研究中

正式引入制度信任,把基于制度的信任作为环境中风险控制的一个重要机制,认为基于制度的信任

会影响信任方的信任动机[21] 。 本研究用三个构念来测量基于制度的信任:环境常态、制度依赖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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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障。 环境常态主要指在工程建设时期,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不会发生大的突变;制度依赖主要

是在制度约束下,相信承包商的资质、能力和历史经历;制度保障主要是法律、法规、工程交易机制

能够保障交易双方的利益。 在制度依赖、保障和环境常态下,业主和承包商都相信建设法规、双方

签订的合同、技术规范,在问题出现的时候,这些制度都能对自己有保护作用。 对于业主而言,基于

制度的信任可以促进其产生信任动机,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在初始信任阶段,基于制度的信任对信任动机有正向作用。
制度差异造成信任信念的不同[22] 。 在成熟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下,交易双方都相信交易机制

和交易规则能保障双方的利益,在对方不违反规则的情况下是值得信任的。 在建设工程项目中,在
业主相信资格预审和评标程序科学合理的前提下,业主很大程度上相信选择的承包商是有能力完

成该项目的。 因此提出假设:
H4b:基于制度的信任能够促进信任信念的产生。
(五)信任动机

信任动机意味着施信方非常愿意并且打算依赖受信方。 Currall 和 Judge 用施信方愿意与对方

分享信息作为信任动机测量指标[23] 。 因此,信任动机分为两个测量变量:愿意依赖和愿意支付。 在

交易市场中,如果业主信任承包商,愿意依赖承包商,就会相信承包商所提交的测量、质量、变更和

索赔材料。 在工程建设中,业主信任的动机还包括愿意相信承包商的工作成果,愿意按时支付工程

款。 施信方的信任动机会引发一系列相关的信任行为。 信任动机是由施信方心理导致的对对方行

为作出判断的一种心理预期,这种预期会导致信任行为的发生。 信任动机经过认知过程和决策过

程两个阶段转化为初始信任行为。
施信方信任倾向、基于制度的信任、受信方特征、施信方信任信念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信任动

机。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提出假设,将前述所有假设进行综合,得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概念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根据前述提出的 9 个研究假设,本文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文献分析确

定了上述的研究模型;实证研究上,问卷调查帮助获得一手的调查资料。 结构方程模型是社会学的

常用方法,该方法能同时处理多个变量、多个因素以及不可直观观测的变量的优点受到广大学者的

肯定,本研究选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 9 个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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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问卷主要针对业主对承包商的初始信任动机的产生机制而设计,因此在设计问卷时,从业主的

视角出发,以业主作为施信方,承包商作为受信方。 指标主要来自于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变量的测

量采用 5 点李克特式量表法。 初步问卷的形成以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现场访谈所获得的信息为基

础,通过语义转换形成初步问卷。 在大规模调查问卷发放前,对初步问卷进行小样本测试,对初步

问卷中不合适的指标进行剔除和调整,并进一步验证内容的合理性。 最后,采用 Email 与专家进行

再次沟通,最终得到的变量和来源等见表 1。
(三)信度与效度检验

我们选取河南、南京、北京、安徽的 400 个从事水利、道路、桥梁等的建设工程方的负责人作为研

究样本发放问卷,从 2016 年 12 月到 2017 年 3 月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完整问卷 146 份,回收率为

36. 5%。 在 400 名业主方负责人中,现场管理人员占 52%,公司管理层占 33%,项目经理占 15%;从
负责人从业经验看,5~ 10 年从业经验的回答者有 30%,而 10 年以上的占到了 34%,丰富的建设项

目从业经验增强了问卷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表 1　 研究变量及变量来源

变量 测量变量 编号 指标内容 荷载 指标来源

信任倾向

善行的信任

倾向

诚信的信任

倾向

能力的信任

倾向

信任姿态

DF1 一般情况下,人会真心关注他人的福祉 0. 74

DF2 大多数人会去帮助别人,而不是袖手旁观 0. 89

DI1 一般来说,人都会信守承诺 0. 81

DI2 我认为一般人都会言行一致 0. 75

DI3 大多数人是诚实地对待他人 0. 83

DC1 我相信大多数专业人员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0. 82

DC2 大多数人在自己本专业上的知识是丰富的 0. 9

DS1 当我第一次见到别人,我通常给人以最大的善意,
认为他们是值得信任的 0. 86

DS2 我总是信任新相识的人,直到他们做出背弃信义
的事为止 0. 90

McKnight
等[2] ,
McKnight
等[11]

信任信念

善行信念

正直信念

能力信念

TB1 我相信合作的承包商比较关注我的利益 0. 84

TB2 当工程遇到难题和困难时,承包商最先想到的是
工程的顺利实施 0. 91

TB3 对方为了自身利益会隐瞒对我方有利的信息 0. 87

TB4 我方为对方作出付出时,对方能有回报 0. 78

TI1 该承包商在无需监督的情况下,能自动实现其诺言 0. 93

TI2 该承包商的言行一致,其行为可以预测 0. 89

TI3 我相信该承包商会遵守契约 0. 87

TI4 我相信承包商提供的证明自己能力的材料 0. 82

TC1 承包商是有能力的,且精通该工程特殊的施工工艺 0. 93

TC2 承包商对该工程的施工经验是很丰富的 0. 94

TC3 相信承包商的工程和技术人员是有能力的 0. 92

TC4 我相信承包商都能明白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0. 89

McKnight
等[2] ,
McKnight
等[11] ,
Riker[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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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 测量变量 编号 指标内容 荷载 指标来源

受信方特征

声誉

能力

TR1 该承包商在行业中诚信水平良好 0. 81

TR2 该承包商得到多数合作单位的认可 0. 89

TR3 该承包商关心合作伙伴的利益 0. 79

TR4 在合作之前和该承包商有比较好的私人关系 0. 92

TA1 该承包商有承担类似项目的经历 0. 86

TA2 该承包商在财务上具有稳定性 0. 87

TA3 该承包商的人力物力资源充足 0. 90

TA4 该承包商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优异 0. 89

Cheng 和
Li

 [25] ,Singh
和 Tiong

 [26]

基于制度
的信任

环境常态

制度依赖

制度保障

SN1 目前工程建设市场是稳定的 0. 82

SN2 工程建设市场的法律法规近期不会发生大变化 0. 93

SN3 工程交易制度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0. 88

SS1 我相信有相应资质的承包商就有相应能力完成
工程 0. 83

SS2 承包商提供的担保可信 0. 85

SS3 合同可以保障双方利益 0. 84

SS4 经招标选择的承包商是能够胜任工作的 0. 78

SS5 鉴于该承包商的历史记录,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能力 0. 87

SA1 目前建设市场的法律法规完善足够保障我在工程
交易中的利益 0. 84

SA2 目前的建设工程合同足够保障工程的顺利建设 0. 87

SA3 建设工程各种技术能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 0. 89

SA4 我相信该承包商的违约成本是很高的 0. 85

McKnight
等[2] ,
McKnight
等[11] ,
Riker

 [24]

信任动机

愿意依赖

愿意支付

TD1 相信承包商的工程建设质量 0. 85

TD2 相信承包商提供的人员能够按时按人到场 0. 89

TD3 当工程遇到困难时,我相信承包商能够以工程成
功为目标选择自己的行为 0. 88

TD4 相信承包商提交的变更索赔申请 0. 89

TD5 愿意和承包商进行真诚、善意的沟通 0. 82

TP1 我会按合同条款按时给承包商支付工程款 0. 89

TP2 会对承包商提出的变更和索赔及时支付 0. 92

McKnight
等[2] ,
McKnight
等[11] ,
Riker[24]

　 　 本研究的信度检验采用 Cronbach
 

α 系数进行。 从表 2 的结果看,总体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

为 0. 865,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各变量的组合信度系数均超过 0. 75,说明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

测量信度;从整个样本的 KMO 和 Bartlett 球度检验结果看,KMO 值为 0. 835,Bartlett
 

统计值显著,说
明可以作探索性因子分析。 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看,该样本的收敛效度 AVE 达到了 0. 6 以上,
说明问卷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各分变量的验证分析也都达到了要求;所有题项的因子荷载均大于

0. 7(表 1 所示),达到显著水平,模型对数据拟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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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分量的检验系数

变量 信任倾向 信任信念 受信方特征 基于制度的信任 信任动机

Cronbach
 

α 0. 845 0. 857 0. 926 0. 913 0. 865

KMO 0. 785 0. 834 0. 801 0. 788 0. 884

Bartlett

Chi-Square 3
 

256. 793 3
 

678. 987 4
 

211. 317 3
 

086. 367 3
 

841. 953

df 330. 000 300. 000 330. 000 280. 000 260. 000

Sig.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AVE 0. 665 0. 643 0. 685 0. 723 0. 734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修正和拟合

在对样本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后,我们运用 AMOS
 

22. 0
 

软件将调查数据与假设路径模型进行

拟合。 模型拟合中,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指标,本研究选定的指标有:卡方统计量、RMM、GFI、CFI
 

以及 RMSEA
 

等。 由于初始模型中的 CFI、GFI 和 AGFI 指标不太理想,对一些残差进行了调整和限

制,修正前后模型的各项拟合评价参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初始模型与修正模型的各指标参数

χ2 / df RMR GFI AGFI PGFI CFI RMSEA

初始模型 1. 835 0. 043 0. 878 0. 832 0. 563 0. 813 0. 056

修正模型 2. 29 0. 045 0. 901 0. 912 0. 51 0. 909 0. 067

理想参数 <
 

3. 0 <
 

0. 05 >
 

0. 90 >
 

0. 90 >
 

0. 50 >
 

0. 90 0. 05~ 0. 08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达到理想标准,说明修正后的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模型可以接受。 运

用 AMOS
 

22. 0 软件分析,得到了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路径图如图 2
所示。

表 4　 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和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系数(β) C. R. 显著性(Sig. ) 检验结果

H1a 0. 34 1. 987 ∗∗∗ 支持

H1b 0. 01 2. 412 0. 089 不支持

H1c 0. 55 2. 934 ∗∗∗ 支持

H2 0. 38 2. 556 ∗∗∗ 支持

H3a 0. 44 2. 436 ∗∗∗ 支持

H3b 0. 79 4. 968 ∗∗∗ 支持

H3c 0. 35 3. 324 ∗∗∗ 支持

H4a 0. 56 5. 623 ∗∗∗ 支持

H4b 0. 42 3. 342 ∗∗∗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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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初始信任产生机制的路径模型

(二)模型的检验结果分析

从表 4 的结果中可以看出,除了 H1b 不成立外,其余 8 个假设均成立。 基于制度的信任(H4a)、
受信方特征(H3b)和施信方信任信念(H2)对信任动机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施信方信任倾向对信任

动机的影响(H1b)不显著,说明施信方信任倾向对信任动机不产生直接影响,但是施信方信任倾向

通过基于制度的信任和信任信念对信任动机产生间接作用。 在成立的 8 个研究假设中,从影响信

任动机的路径系数上看,H3b 受信方特征对施信方产生信任动机的影响最大(0. 79),这说明承包商

的能力和声誉对业主信任动机的产生起主要的作用,而施信方的信任信念对信任动机的影响路径

系数最小(0. 38),说明业主的信任信念对信任动机的产生作用不显著;从影响基于制度的路径系数

上分析,业主的信任倾向对制度信任产生的影响(0. 55)大于承包商特征(0. 35);从影响施信方信任

信念的路径系数上分析,承包商的特征(能力和声誉)对业主信任信念的产生影响最显著(0. 44),业
主的信任倾向对业主的信任信念的路径系数最小(0. 34)。

从路径模型的验证结果还可以看出,在工程交易中,施信方信任倾向能够促进其本身对制度的

信任,还能够加强其本身的信任信念,但是施信方的信任倾向不能直接产生信任动机。 施信方的信

任动机要通过对“制度的信任”和“信任信念”的间接影响才能产生;信任信念能够促进信任动机的

产生,信任倾向、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受信方特征三个外部变量对信任信念产生影响。 施信方越是正

向的信任倾向越能够使其本身加强这种倾向,形成信任信念,并最终形成信任动机。 如果施信方对

制度有基本信任,那么这种基于对制度的信任就会加强其信任信念的产生,从而促进其信任动机的

产生。 越是正向的受信方特征,施信方的信任信念就越会得到增强,并最终形成信任动机;受信方

特征对施信方信任信念、制度信任和信任动机都有正向作用,受信方特征能够促进施信方对制度的

信任,从而产生信任动机;受信方的正向特征还可以促进施信方信任信念的增强,并间接地影响信

任动机的产生;正向的受信方特征还直接对信任动机产生积极影响。 基于制度的信任不仅可以正

向影响信任动机,还能够促进施信方信任信念的产生,从而间接产生信任动机。

四、结论及管理启示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与西方相比更加注重“一诺千金”,因此,在中国国情下的建设工

程领域,以初始信任为基础的业主与承包商的合作对组织间信任的产生显得尤为重要。 对初始信

任的认知过程就是对信任动机的激化过程,在信任动机被激化为优势动机的时候,施信方才会作出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风险决策,从而产生信任行为。 本文把信任倾向、信任信念、受信方特征和基

于制度的信任作为初始信任动机产生的前因变量,探索性研究了业主对承包商初始信任动机的产

生机制。 研究结果发现,基于制度的信任、承包商的特征和业主的信任信念对业主信任动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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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都可以直接影响信任动机的产生,其中,承包商的特征(声誉和能力)对信任

动机的产生作用最为显著。 此外,基于制度的信任和承包商的特征还可以通过影响信任信念间接

影响信任动机的产生;信任倾向对信任动机的产生没有显著影响,但可以通过对基于制度的信任和

业主的信任信念的作用间接影响信任动机的产生。
研究发现,在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基于制度的信任、承包商的特征(声誉和能力)和业主的

信任信念对业主初始信任的产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述研究对于帮助业主与承包商在初次

合作中建立初始信任有重要启示:其一,初始信任对于业主在招投标过程中选择承包商起着关键作

用,业主初始信任的产生很大程度取决于承包商的能力和声誉。 因此,承包商要加强自身能力因素

的培养和良好声誉的建立,形成有影响力的承包商品牌,在招投标阶段具有竞争优势,以更好获得

业主的初始信任。 其二,业主应该从自身角度出发,加强对当前建设工程领域相关制度的信任,相
信中国出台的相应法律、法规、技术规范都可执行,相关政策可以保障双方的利益。 业主越大程度

的对制度的信任越容易促使其对承包商初始信任的形成。 其三,业主应加强自身的信任信念的形

成,要对承包商有信心,相信选中的承包商会信守承诺,并履行合同中的规定。 研究结论和管理启

示从初始信任产生的动机出发帮助业主与承包商在初次合作中建立初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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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itial
 

trust
 

plays
 

a
 

key
 

role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is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
 

and
 

contractor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motivational
 

mechanism
 

of
 

initial
 

trust
 

between
 

owners
 

and
 

contractors 
 

the
 

authors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model
 

of
 

the
 

initial
 

trust
 

between
 

the
 

owners
 

and
 

the
 

contractors
 

with
 

the
 

factors
 

of
 

trust
 

propensity 
 

faith
 

of
 

the
 

tru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ustee 
 

the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the
 

trust
 

motivation 
 

and
 

conduct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rom
 

the
 

view
 

of
 

the
 

owne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trus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ustee
 

and
 

trustful
 

faith
 

of
 

the
 

trustor
 

have
 

a
 

clear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rust
 

motiv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uste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motivation
 

of
 

the
 

trustor 
 

while
 

the
 

trust
 

propensity
 

of
 

trustor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motivation
 

of
 

the
 

trust.
 

The
 

result
 

reveals
 

the
 

important
 

insights
 

on
 

the
 

building
 

of
 

initial
 

trust
 

of
 

the
 

owners
 

towards
 

contractors.
Key

 

word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itial
 

trust 
 

trust
 

propensity 
 

faith
 

of
 

the
 

trust 
 

trust
 

motivation 
 

occurren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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