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家隐性知识组织化探析 

文/朱忠福 杨胜刚 

   企业家隐性知识是指存在于企业家个体中难以规范化、难以言明和模仿、不易交流与共享、
也不易被复制或窃取、尚未编码和显性化的各种内隐性知识，它包括那些非正式的、难以表达的技
能、技巧、经验和诀窍等，这些技能方面的隐性知识主要深植于个人的行动与经验中，是个人长期
积累和创造的结果；它还包括个人的直觉、灵感、洞察力、价值观和心智模式等，这些隐性知识深
藏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念与心智模式之中，深深地影响着企业家个人的行为方式。 
   在组织诸多要素中，企业家隐性知识最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集中表现在对未来市场不确
定性的经营决策能力，表现在对组织发展风险管理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是企业家的一种主动性资
本，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它的形成、积累、开发、配
置、流动、利用或闲置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它的所有者（企业家）个人手中。企业家隐性知识效应
及其价值的实现过程，一般是通过企业家隐性知识组织化的过程实现的。张玉利（2002）研究认
为：通过组织学习，组织促使那些掌握组织关键知识资源的个人贡献其私人知识，并与其他组织成
员交流与共享，使组织成员的“个人知识”变成组织整体结构性的“共同知识”，提升组织整体吸
收和利用知识的能力，以适应复杂性管理的要求。组织仅仅从分散在个人身上的知识中获得的回报
是非常有限的,要获得知识资产的全部价值就必须使知识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不断循环流
动，形成知识螺旋，进而转变成整个组织知识，企业家个人隐性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是组织可持
续成长的关键。 
   企业家个人隐性知识是与特定背景或情景中进行特定的实践或程序相联系并通过持续学习获
得或继承的。个人隐性知识的获得，趋向于应用范围的约束，并且按照特定的、局部的需要和对象
加以评价，这就是由知识经验性所规定的地方性特征和组织性特征。人类对于客体认知所得的概
念、观念，如果是零散而毫无相关性之存在，则无法成为知识，务必经由人类经验、观察、与思考
等过程，将许多相关性概念给予系统化，才能成为一种常识或知识。隐性知识包括认知和技术的要
素，认知要素以内禀的“意念模型”为中心，这些意念模型是概念、形象、信仰、观点、价值体系
以及帮助人们定义自己世界的指导原则，它们深藏于人的意识中，以致于使人认为它是固定的。隐
性知识的认知要素是一个人对现实的映像和对未来的憧憬，亦即“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而
隐性知识的技术要素包括具体的诀窍、手艺、技巧以及来源于实际的经验，这种技术要素决定了隐
性知识的扩散和共享只能源于知识获取者对知识拥有者的模仿或知识拥有者与获取者的共同实践。
正如波兰尼所描述的：“你向师傅学习，因为你相信他所做的方法，即使你还无法仔细地分析和考
虑这种方法的有效性。通过观察和模仿师傅如何做，徒弟无意识地学会了做事的技巧，包括那些连
师傅本人也并不十分清楚的知识，这些隐含的规律仅仅在一个人模仿另一个时才能吸取”。个人隐
性知识与组织隐性知识能否有效地相互转化是关系到知识经济社会能否成功运行的基础性关键环
节。知识经济社会的特点是知识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而个人则是知识的主体，知识
创造的根源，组织是知识成为生产力的放大器。个人隐性知识转化为组织中的显性知识是知识创造
的开始，将成为个人或组织成功的关键。与此相反，组织中的显性知识必须很快再转化为个人的隐
性知识，只有组织中的显性知识转化为个人的隐性知识，才是知识应用的过程，或知识成为生产力
的过程,知识运用于具体的环境中，才产生价值。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相互转化是学习知识与产品
知识相互转化的过程，其转化机理如图1。 

   图1 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相互转化的机理   



   在企业组织决策过程中，企业家所运用的知识大多是企业家的隐性知识，组织学习的主要对
象是组织内化的显性知识，而隐性知识只有转化为可交流与共享的显性知识才能有利于知识的复制
与传播，有利于组织成员的学习。因此，组织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将其隐性知识转化为
显性知识，为实现组织成员“个人知识”向组织整体“共同知识”转变打下基础。将隐性知识转化
为显性知识，这实质上是一个知识显性化的过程，也是企业家隐性知识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因此，
企业家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状况决定了组织学习的效果与水平，促使企业家跨越对组织决策管理的障
碍，提高对组织复杂性的管理能力。 
   企业家隐性知识组织化也是企业家隐性知识资本化的前提,组织化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80
年，Prescott和Wisscher(1980)把组织化资本看作是组织专属的信息资产。根据现代组织的契约理
论，组织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Williamson，O.E，1990）。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基于自然
人的企业家的研究，而从社会人角度出发对企业家的研究，目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只是
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间或有所涉及，如莱伯斯太因曾用X非效率概念来表示企业家人力资本中涉
及个体努力程度和群体协作关系的内容（Leibenstein，1975）。普雷斯考特等和陶莫分别用组织
化资本概念来说明企业家对于组织特殊任务的胜任程度以及他们进行团队工作的能力（Tomer，
J.F，1987），这些研究虽然为全面地理解作为社会人的企业家隐性知识的内涵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隐性知识组织化具有资本的某种特征，这些特征正是企业家隐性资本发挥效用的组织保证。 
   企业家隐性知识组织化同时也是一种让企业家能够把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发挥出来的组织
环境、氛围或机制。其存在的前提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企业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是其
参与组织经营行为的基本要素；二是企业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成为组织共享的资源或资
产；三是这种共享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必须与组织其他资源或资产相结合。同时，个人隐性知识组
织化是组织成员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合作形成的、能够为组织带来未来财富增殖的资本形式，
它植根于组织的价值观系统、组织惯例、组织制度或组织结构中。组织化知识来源于组织内的隐性
知识和显性知识，特别是企业家隐性知识,组织化知识的增长依赖于企业家隐性知识的扩散和企业
家社会网络的构建。组织化知识对企业家隐性知识的扩散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相同的个人在不同
的组织下所发挥出来的作用是不同的，所能得到的学习机会和职业发展的机会也是不同的。因此，
组织化知识不仅体现企业家隐性知识的社会特性，而且反映了企业家隐性知识的专用性和组织依赖
性。 
   对组织来说，把企业家隐性知识组织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降低组织对企业家本人
的依赖程度,把企业家隐性知识转变为组织化知识，就可以降低组织对自然人的依赖程度，从而降
低了组织对企业家隐性知识进行投资的顾虑，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组织的核心能力。Hamel和
Prahalad（1990）认为，核心能力是组织以往投资和学习行为所积累的，是组织独有的专长,这种
专长是一组技能和技术的集合体，而不是单个分散的技能或技术。组织把企业家个人隐性知识进行
组织化，可以把最具有特色的技能和技术以及社会关系等资本留在组织中，以提高组织的核心竞争
能力。 
（作者朱忠福系湖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杨胜刚系湖南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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