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问题的提出

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知识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看作是

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 基于知识的观点认为，包含知

识创造、知识整合和知识应用在内的知识管理过程是企业

获取高绩效的重要途径 ［1］。 对知识以及知识管理的重视促

使大量学者关注到知识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2，3］，知识管理

也被看作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 ［3］。
由于自主研发能力不足，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往往通过

合作创新或模仿创新的方式引进新技术。核心技术的缺失

使企业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加大了企业研发成本，自主

创新被看作是提升企业长期竞争力、改善企业绩效的根本

途径。由于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在技术能力和知识水平等

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很多新兴市场企业期望通过与来自

发达市场企业的合作获取企业所需的知识与资源 ［4］。 特别

地，为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大量中国企业通过参与到合

作与联盟活动中以获取对方先进的技术知识。合作的增加

给中国企业带来大量基于知识的资源， 促进企业知识积

累，从而为自主创新的开展提供了资源支持。 但外部知识

获取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首先，在竞争不断

加剧的环境中，大量新知识的涌入使得中国企业更加关注

于如何将新知识快速地应用于实践活动中，从而降低了企

业通过知识共享将获取到的知识加以有效整合及开发的

热情；其次，知识开发的路径依赖性决定了企业所获取的

新知识与现有知识存在多方面的差距，从而导致“知识鸿

沟”现象的出现，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企业通过有效学习进

行知识整合的难度，降低了企业参与到知识共享活动中的

动力。我们认为，企业自主创新不仅依赖于新知识、新技术

的获取，也依赖于将外部获取到的新知识转化为企业自身

的知识与能力的知识吸收过程 ［5］。 因此，深入探索知识吸

收过程对自主创新的影响非常必要。
知识吸收过程受到企业战略导向的影响 ［6］。 自主创新

是一种高风险、高资源消耗性活动，外部知识获取与内部

知识共享能够为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知识资源支持。但自

主创新的高失败风险仍然使大量中国企业望而却步。 因

此，在知识资源为自主创新提供“硬件”支持基础上，探索

如何选择合适的战略导向以支持和激励知识有效应用于

企业创新活动中很有必要。将追求机会的行为与追求竞争

优势的行为结合对创新活动的开展非常关键。基于知识的

观点认为包括知识获取和知识共享在内的知识吸收过程

意在追求企业竞争优势。 而作为一种学习与选择机制，企

业家导向强调通过勇于创新、承担风险以及积极主动的行

为探索和应用企业家机会 ［7］，从而激励企业参与到创新活

动中。 可见，企业家导向和知识管理过程的结合能够更加

有效地促进企业自主创新。 因此，企业需要通过培育企业

家导向的氛围激励企业参与到知识获取和知识共享活动

中，进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企业家导向及知识管理观点，在回顾以往研

究基础上，提出了自主创新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并通过

一个系统化的概念模型深入探讨了知识吸收（外部知识获

取、内部知识共享）过程、企业家导向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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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往研究回顾

2.1 知识吸收与创新研究

基于知识的观点认为企业的基本功能是创造、整合以

及应用知识，知识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但是知识

本身并不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只有战略性地管理企业

知识资源才能将知识转化为创新性产出， 而包括知识创

造、 知识整合及知识应用3个基本阶段的知识吸收过程是

企业获取高绩效的根本途径（图1）［1］。 为了更好地理解企

业知识吸收过程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我们分别从外部知识

获取与内部知识共享（或知识整合）两个方面回顾知识吸

收与创新的相关研究。

作 为 一 种 探 索 性 学 习 机 制 ［1］，识 别 和 理 解 新 的 外 部

知识是创新成功的关键。 特别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通过并购、 联盟及建立社会网络等方式识别和理解外部

知识成为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重要途径。概括地说，企业

外部知识获取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两种途径实现。 大

量研究表明，企业可以通过企业间的联盟与合作、兼并与

收购（M&A）两类正式途径获取外部知识，从 而促 进 企 业

创新活动开展。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发展越

来越依赖于企业间的联盟与合作活动， 在联盟与合作背

景下研究知识获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成为一个热门的

研究课题。战略联盟是企业访问外部知识的重要手段，从

而也会影响到企业创新。 例如，Soh［8］通过纵向分析发现，

企业在技术合作型联盟网络中的位置集中度越高， 与企

业重复建立网络合作联盟的企业越多， 企业越能够获取

到更多的机会信息，从而更可能投资于技术创新活动中，
提高企业新产品绩效水平。 以富有创新性的风险资本投

资为 研 究 背 景，De Clercq 和 Dimov ［9］认 为 知 识 的 外 部 获

取有助于企业识别和利用新的市场机会， 从而会激励企

业参与到创新活动中。 Nordberg［10］的研究发现，在企业战

略目标与其核心竞争力相符的前提下， 企业与科研机构

通过契约方式建立正式合 作 关 系 有利 于 企 业 技 术 发 展 。
战略联盟也会影响企业产品创新战略实施的效果。 Li和
Gima［11］在对184家新创企业的研究中发现，企业产品创新

战略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到企业产品开发战略联盟水平

的影响。 企业可以通过以产品开发为目的的战略联盟获

取提高技术能力所需的资源与知识， 提高产品创新战略

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
其次， 并购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关

注，但并没有得到一致性结论。 一些学者认为并购活动会

伤害企业创新，是企业创新的“毒药丸”［12］。首先，并购所需

要的大量知识与资源整合性活动会分散企业管理者投入

到创新活动的精力 ［13］；其次，一些研究认为并购后企业的

关键员工，包括参与到创新与研发活动中的员工可能会离

开企业，以致有损创新活动开展 ［14］；最后，学者们指出并购

意味着巨额的财务支出，这有可能迫使企业终止对创新活

动的投入 ［12］。也有学者坚持并购活动会促进企业创新的观

点。 他们认为：技术诀窍往往是隐性而无法轻易在企业间

转移的，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解

决隐性知识转移的问题 ［15］；其次，并购会带来企业增大的

研发预算，使企业更可能实现规模经济并有能力处理大的

研发项目。此时，基础性研发活动受到

更多的重视， 从而促使企业开发先进

技术。 增大的研发预算也会使企业有

能力投入到更多的研究项目中， 从而

扩散了创新风险。最后，并购使得企业

所具备的知识具备更强的互补性，可

将其加以整合利用以开发单一企业所

不 能 开 发 的 新 技 术 或 产 品 。 例 如 ，

Prabhu等在对医药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对第一个参与到内

部知识开发中的企业， 收购会帮助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16］。
技术收购也是企业通过并购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 ［17］。
技术收购指大企业通过收购小的技术企业，将其获取到的

技术能力嫁接到企业自身的资源库中。 Puranam等 ［18］研究

发现技术收购会通过结构整合影响企业新产品开发活动。

Ahuja和Katila ［19］认为技术收购对企业创新 绩 效 存 在 复 杂

的影响：通过技术收购所获取的知识存量的绝对值促进企

业创新绩效，而其相对值却降低了企业创新产出；获取到

的与正在获取的知识相对值与创新产出存在非线性关系。
外 部 知 识 获 取 的 非 正 式 途 径 主 要 表 现 为 企 业 的 社

会关系（Social tie）。 对中国企业来说，社会关系被认为是

企业获取与转移外部知 识、 探 索 新 知 识 的 重 要 渠 道 ［20］。
管 理 者 关 系 （Managerial tie）和 政 治 关 系 （Political tie）是

社会关系的两种典型表现形式 ［21］。 管理者关系主要指企

业管理者与供应商、客 户 及竞 争 对 手 企 业 的 管 理 者之 间

的社会关系，而政治关系 指 企 业 管 理 者 与 政 府机 构 官 员

建立的社会关系 ［21］。 由于管理者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新

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资源，所以 也 会 影 响 企 业 创 新 活动 开

展。 Gao，Xu，和Yang ［22］的研究认为存在管理者关系的企

业更有可能参与到创新 活 动 中，而 这 一 关 系 在 知 识 吸 收

能力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政治关系构建也会影

响企 业 创 新 水 平。 Li和Gima ［11］的 研 究发 现，当 企 业 建 立

更多的政治网络时，企业 产 品 创新 战 略 对 绩 效 的 促 进 作

用更强。
外部知识获取不足以支撑创新活动的持续开展，只有

将知识有效吸收并转化为组织能力，新知识才可能得到成

功应用。 作为一种转化性学习机制 ［1］，知识整合通过知识

图 1 知识管理过程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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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手段消化外部获取的知识，进而通过有效吸收与整

合将其转化为组织能力。知识共享是知识转化的主要实现

手段，它指组织成员间知识交流和转移的过程，鼓励组织

成员、小组以及部门间知识沟通与交流。 作为一种重要的

知识创造过程， 企业内部知识共享会影响企业创新活动。
企业内的知识共享为员工个人知识、部门知识提供了交流

平台，使现有知识可以根据新的使用者的需要而整合，此

时来自某个人或某个团队的方法或思想往往能帮助他人

或另一个团队创造新知识，并由此促进企业创新。 首先，

内部知识共享会提高企业产品开发水平。 例如，Hansen［23］

通过 对 一 个 大 型 电 子 企 业的41个 业 务 部 门 中120个 新 产

品开发项目的研究发现， 项目团队与拥有相关知识的部

门间的知识共享水平越高， 越能更快地完成新产品的开

发。 其次，内部知识共享也会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例如，

Yang ［24］在对中国高新技术 产 业 的 研 究 中 发现，知 识 整 合

对新产品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知识获取与知识扩

散 会 正向 调 节 两 者 关 系 ；类 似 地，Lin和Chen ［25］的 研 究 发

现信息共享能够通过知识整合的中介作用提高企业新产

品开发绩效。 将企业成员所拥有的个人知识整合为企业

共享的知识后， 企业需要合理地将知识应用于开发创新

机会，从而建立企业竞争优势。

2.2 企业家导向与创新研究

企业家导向是企业决策制定过程、 方法和实践在企

业 家 精 神 方 面 的 体 现 ［7］，它 描 述 的 是 企 业 家 如 何 实 践 企

业家精神的姿态，强调企业如何去开展新的创业活动，即

企业家在实践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 实践

以及决策制定的风格。 一般认为， 企业家导向包含创新

性、冒险性和先动性3个维度。 创新性指管理者为发展新

的产品、 服务或新的过程而通过实验或创造性的过程引

入新事物的意愿； 冒险性指管理者在缺乏对可能的结果

进行判断所需要的知识前提下， 采取一定的决策和行为

的意愿。比如，在参与风险性活动过程中作出确定的资源

承诺；而主动性指管理者，尤其是市场领先者在对市场未

来需求产生一定的预期基础上， 为抓住潜在的市场机遇

所具备的一种前瞻性特征。
企业的企业家导向与企业创新存在密切联系。 下面，

我们从3个侧面回顾企业家导向与企业创新研究。首先，创

新性是企业家导向的一个重要特征。 Miller［26］首次提出企

业家导向的概念， 并认为企业家导向的特征包括创新性、

冒险性和主动性3个方面。 Lumpkin和Dess［7］发展了上述研

究，并认为企业家导向包括创新性、冒险性、主动性、竞争

进取性和自治性5大特点。 此外，Knight［27］通过先动性和创

新性两个方面测量企业的企业家导向。 在此后的研究中，
创新性均被学者看作企业家导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创新性

反映了企业参与到创新活动中的动机和意愿，这也意味着

企业家导向与企业创新息息相关。

其次，企业家导向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企

业创新。 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企业家导向会直接影响企

业创新。 Hult，Hurley和Knight［28］在研究战略导向与企业创

新关系时发现， 企业的企业家导向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从

而提升企业绩效。 Lee和Sukoco［29］的研究表明，企业家导向

会促进企业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 Li等 ［30］的研究发现，在

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的企业家导向会促进企业技术

商业化程度的提高。 另一方面，企业家导向也可以通过影

响企业资源与能力间接影响企业创新。 Zhou和Li［6］在分析

中国企业的战略导向时，认为企业家导向会通过影响企业

动态能力的构建、知识探索与应用活动的开展提高企业创

新绩效。 也有研究认为，企业家导向也会通过提升企业智

力资本进而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31］。
最后，企业家导向会影响企业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

创新活动开展。 一方面，研究发现企业家导向会影响企业

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 Atuahene-Gima和Ko［5］的研究发现

企业家导向与市场导向的交互影响在培育企业产品创新

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Zhou等认为企业家导向能够促进企

业基于技术和基于市场的突变创新 ［32］。 企业家导向也会促

进企业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16］。另一方面，企业家导向会在

创新活动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创新包括新知识的创造、产

品研发、技术商业化以及获取创新收益多个阶段。企业家导

向不仅会加速企业知识创造过程 ［33］，提高企业知识管理能

力［29］，也会提高企业技术商业化程度［30］，进而提高企业创新

绩效［6］。

3 理论关系构建

作为一种高风险的创新方式，自主创新需要通过应用

大量新知识实现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目标。 由于外部知识

获取为企业提供了大量创新所需要的新知识，因此外部知

识获取有利于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 但是，通过联盟等

方式获取到的外部知识必须通过有效吸收才能被组织成

员所理解，并应用于创新活动。因此，外部知识获取很难直

接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内部知识共享是知识

获取影响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
对大多数缺少知识资源的中国企业来讲，内部知识共

享能够通过激发组织内部知识流动的方式有效吸收所获

取到的外部知识， 创造更多自主创新所需要的新知识，并

有利于将现有基于知识的资源有效转化为企业能力 ［34］。于

是， 内部知识共享不仅为自主创新提供了所需的知识资

源， 而且通过培育技术能力的方式降低了自主创新的风

险、缩短了自主创新的实现过程。因此，外部知识获取对自

主创新的影响可以通过内部知识共享的方式实现。 据此，
本文认为：外部知识获取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内部

知识共享的中介影响实现。
由于内部知识共享是外部知识获取促进自主创新的

中介影响因素，如何提高企业内部知识共享水平变得非常

重要。 我们认为，企业家导向与外部知识获取的交互作用

会更好地提高企业内部知识共享水平。 一方面，外部知识

获取为企业家导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资源基础。企业家导

向强调通过营造勇于创新、承担风险以及主动参与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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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氛围探索与应用企业家机会，但并不关心企业资源积

累现状［35］。 事实上，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不仅需要培育

企业家导向的氛围，也需要通过外部知识获取等方式创造

知识，以积累自主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知识资源。 因此，外部

知识获取弥补企业家导向忽视企业资源积累的缺陷。 另一

方面，企业家导向是企业参与外部知识获取与内部知识共

享的重要动机。 FDI和技术联盟的快速增长为中国企业提

供大量获取外部知识的机会， 从而降低了中国企业知识

积累的难度。然而，知识存量的快速增长使得企业往往关

注于如何通过知识的利用把握现有市场机会， 提高企业

短期竞争力。 企业长期发展更加依赖于其持续竞争优势

的建立， 而不断探索和把握企业家机会是企业持续竞争

力提高的重要途径。 企业家导向为企业通过外部知识获

取提高内部知识共享水平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使得企业

从 利 用 现 有 市 场 机 会 向 探 索 和 应 用 企 业 家 机 会 方 向 转

变， 从简单应用知识到通过知识共享实现企业知识系统

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提高了企业内部知识共享水平。由

于企业家导向与外部知识获取会通过互相弥补对方缺陷

的方式促进内部知识共享，我们提出如下观点：企业家导

向通过与外部知识获取交互作用促进内部知识共享。

自主创新依赖于企业对市场机会的探索和追求。 内

部知识共享为企业积累 了可 观 的 知 识 资 源，这 使 得企 业

更加清楚如何寻找机会，也 可 以 更 准 确 地 评 估这 些 潜 在

机会所隐含的创新价 值。 但 是，只 有 当 企业 有 不 断 追 求

市场机会的意愿时，知识 资 源 才 会 被应 用 于 企 业 家 机 会

的发现和应用。 也就 是 说，当 企业 具 备 企 业 家 导 向 的 特

征时，企业的管理者更 愿 意通 过 参 与 到 创 业 活 动 中将 知

识资源转化为机会探索和 识 别 的 资 本，并 赋 予企 业 在 内

部共享知识的动力。 此 时，企 业 家 导 向 不仅 在 提 高 企 业

内部知识共享水平的过程 中 发 挥 作用，也 会 在 内 部 知 识

共享应用于自主创新的过程中产生积极影响。 内部知识

共 享 是 包 含 知 识 组 合 重 构 以 及 将 知 识 整 合 为 能 力 等 活

动的复杂过程。 在企业 家 导 向 的 氛 围 中，为 发 现新 的 市

场 机 遇，组 织 员 工 更 愿 意 互 相 交 流 与 合 作 ，从 而 更 可 能

通过知识共享产生创 造 性 的 思 想， 降 低自 主 创 新 风 险。
因此， 企业家导向反 映 出 企 业 发 展其 知 识 系 统 的 意 愿 ，
并引导企业采取知识获 取、知 识共 享 等 有 利 于 创 新 活 动

开展的行为方式。 有 研 究认 为，企 业 家 导 向 能 够 促 进企

业通过利用知识资源提高 企 业 绩 效 ［36］。 因 此，企 业家 导

向 型 企 业 更 加 倾 向 于 通 过 内 部 知 识 共 享 的 学 习 方 式 提

高知识应用的水平，促进自主创新。 由以上分析，我们得

出如下结论：企业家导 向 正向 调 节 内 部 知 识 共 享 与自 主

创新的关系。
自主创新是高风险、高知识资源消耗性活动，自主创

新能力的提高不仅依赖于成功的知识管理，也会受到企业

的企业家导向影响。 我们将上述关系纳入一个框架下整

合，得到概念模型如下（图2）。

图2 概念模型

4 结语

本文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以解释

企业外部知识获取、内部知识共享、企业家导向以及自主

创新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认为内部知识共享是外部知

识获取影响自主创新的中介途径，从而指出了内部知识共

享对自主创新的重要作用；其次，分析发现企业家导向能

够通过与外部知识获取的交互作用有效促进企业内部知

识共享；最后，论证表明企业家导向会正向调节内部知识

共享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对中国企业来讲， 自主创新被看作企业提升核心竞

争力的根本途径。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自主创新的成功

不仅依赖于新知识的获取， 也依赖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

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使得外部知识获取变

得更加容易时， 企业内部知识共享的缺乏会阻碍知识吸

收的效果，不利于自主创新的开展。 因此，鼓励员工间的

知识交流与知识共享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非常重要。
自主创新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知识资源积累状

况，也要求企业培育企业家导向的氛围，知识吸收与企业

家导向分别通过提供资源积累与动力支持的方式促进企

业自主创新。 其中，知识获取与共享从客观上为自主创新

提供了能力支持，而企业家导向通过增大组织成员间的社

会交往密度方式，从主观上激励企业参与到自主创新活动

中。 我们的分析认为，知识吸收过程与企业家导向的有效

整合能够更好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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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知识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知识已经成为社会及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性资

源。从中国的现实状况看，知识经济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
正广泛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经济体制、公共管理和社会结

构，特别是给政府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1］。 透

过有效的知识管理提升政府所拥有知识的价值， 是当今政

府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政府的知识管理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如政府知识管理与企业知识管理的异同 ［2］，电

子政府与知识管理 ［3－5］，公共部门导入知识管理［6-7］等内容，

但对政府决策研究中的隐性知识的管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

研究。而研究表明，隐性知识是组织知识的主体［8］，是智力资

本， 政府内部的隐性知识通过内部转移被成员吸收和消

政府决策研究中隐性知识的获取与共享

赵 辉1，彭 洁1，石立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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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政府决策研究中隐性知识分享和利用困难的情况，从理论层面分析政府决策研究过程中的隐

性知识获取与分享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用综合集成方法构建政府决

策研究知识管理平台，可以帮助政府决策研究部门改进隐性知识的获取与分析过程，从应用层面提出政府

决策知识平台的系统结构，以及平台的建设步骤。
关键词：隐性知识；知识管理；政府决策；知识管理平台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9）05-0131-04

收稿日期：2007-09－06
作者简介：赵辉（1971－），女，上海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资源共享促进中心工程师，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彭洁

（1964－），女，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资源共享促进中心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石立特

（1978－），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助教，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

Strategic Alliances: A Resource -Based Approach towar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7，44（1）: 119-142.

［36］ WIKLUND J，SHEPHERD D.Knowledge -based Resource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and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Businesse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24（13）: 1307-1314.

（责任编辑：陈晓峰）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Absorp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n Indigenous Firm Innovation

Liu Xiaomin1，Guo Hai2，Hu Yanping1

（1.College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How to improve indigenous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rough effective knowledge absorption is a key management
challenge faced by Chinese firms. By reviewing extant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knowledge absorptio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EO), and indigenous firm innovation.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ntrafirm knowledge sharing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indigenous firm
innovation. Furthermore, the interaction of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EO facilitates intrafirm knowledge sharing.
Finally, EO positively moderates intrafirm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digenous firm innovation relationship.
Key Words: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trafirm Knowledge Sharing;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ndigenou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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