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知识链（Knowledge Chain）是指以拥有不 同 知识 资 源

的组织为主体，以实现知识流动、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为

目的， 通过知识在不同组织之间流动而形成的链式结构。
这些组织包括：核心企业（盟主）、大学、科研院所、供应商、
经销商、客户甚至竞争对手。 组织之间的知识链就是企业

与供应商、客户、大学、科研院所甚至竞争对手所建立的一

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它由组织之间通过知识流动、知识

共享、知识创造等互动活动而形成 ［1］。
在实践中，随着知识链范围的不断扩大，跨越组织边

界的知识流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复杂，同时，由于知识链

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以及知识本身的

非实物性、难以度量性、复杂性、隐含性等特征，以知识流

动、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为目的的知识链组织间的合作存

在很多风险。 识别并评估这些风险，以保证知识链组织间

知识的有效流动、共享和增值成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 组织间知识链的各种风险

根据知识链组织间的风险是否可以由知识链组织控

制，将知识链组织间的风险分为不可控风险和可控风险。
不可控风险是指超过知识链组织能力范围，不以其意志为

转移的风险，这类风险主要有：自然环境风险 ［2］、法律环境

风险、技术环境风险、经济环境风险、政治环境风险、社会

环境风险和市场风险 ［3－4］。 可控风险是指知识链组织可采

取适当的措施进行风险转移、减轻和消除的风险。 可控风

险是风险管理的主体。 根据风险产生和控制的阶段不同，
又可将可控风险分为组建阶段可控风险和组建后可控风

险。
1.1 知识链组建阶段的可控风险

（1）动机差异风险。 不同的企业通过构建知识链来获

取知识的动机是有差异的，而企业间的动机不同，将直接

影响它们之间的知识流通、共享与创造，从而影响知识链

的成功运作。
（2）文化差异风险。 知识链企业的文化差异，特别是学

习、交流方面的文化差异，会极大地影响彼此之间的知识

流通、共享。 因此，可能会出现企业间所获得的知识的不

均，引发获得知识少的企业的不满，进而影响知识链的成

功运作。
（3）有限信息风险。 确定知识链的伙伴是需要众多质

量很高的信息为决策支持，迫使企业对潜在的伙伴的信息

进行全方位的收集和整理，一旦信息收集不力，必然会影

响伙伴选择的质量，并为一系列的后继工作埋下隐患 ［5］。
（4）知识转移能力风险。 知识转移方对知识的编码能

力、对知识接收方反馈信息的把握，都会对知识转移产生

影响。知识转移方如何针对不同性质和内容的知识选择合

适的知识传递方式，将会影响知识转移的成本和效率。
（5）知识吸收能力风险。 知识吸收能力是指企业评估、

消化吸收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知识接收方先期知识禀

赋不足，是造成知识粘性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知识接收

方的吸收能力对于知识链的成功运作有着显著的影响 ［6］。
（6）道德风险。 知识链中不同企业具有各自独立的利

益， 没有更高一级的权威机构监督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基于多响应变量分析的组织间知识链风险评估

杨翠兰

（四川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时代，组织间的知识合作(知识链)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由于合作组织间

和知识本身的一些特性，组织间知识链存在很多风险。 为此，首先阐述了组织间知识链存在的各种风险；其

次，给出了针对组织间知识链风险的调查问卷结果，并分别运用普通的频数分析法和多响应变量分析法对

这一调查结果作了统计分析，得出不同风险的相对重要性。 最后，通过对两种方法所得结果的比较，指出多

响应变量分析法的优点。
关键词：知识链；风险；评估；多响应变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G30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４８（２００９）０９－０１１７－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０４
作者简介：杨翠兰（1979-），女，四川绵阳人，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链管理和创业与创新管理。

第26卷%第9期

2009年 5 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6 No.9%
May. 2009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年

因此，这种合作容易诱发企业的道德风险，导致成员企业

“偷懒”、违背承诺和虚报信息等行为的出现，造成知识链

运行的困难。
（7）决策风险。 构建知识链是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

所采取的行为，知识链不能由一时的冲动构建，也不能是

一种“时髦”行动。 盲目构建的知识链会造成其运行的困

难。

1.2 知识链组建后的可控风险

（1）资金风险。指由于利率、汇率等变化导致知识链中

某些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资金不足等，从而延误知识创

新，影响知识链的成功运作。

（2）实时传播风险。 知识的实时传播可以降低重复研

究的成本，缩短知识创造的时间，防止知识的过时，但由于

传播工具、手段或其它人为因素的原因，可能造成知识无

法实时传播，从而产生风险 ［7］。
（3）信任风险。对于一个成功的知识链来说，内部成员

间的相互信任被视为必要的前提。知识链的失败大多也被

归结为知识链组织间缺乏相互信任。 只有彼此间信任，信

守承诺， 才能使这种承诺成为可靠的计划并最终得以实

施。

（4）契约修改风险。 知识链契约的签订是在某一时间

签订的，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契约可能要随之改变，而这种

修改往往要冒联盟伙伴关系破裂的风险。 因为此时，组织

间的优势可能发生了变化，原本的核心组织可能不再具有

最大优势，但他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可能要求继续拥有一

些特权，从而在知识链组织间产生摩擦，影响知识链的成

功运作［8］。
（5）分配不均风险。 公平的分配机制是保证组织间知

识链成功运行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合作者感觉其他的合

作者从知识链中获取了比自己多得多的利益，他可能减少

对自己的约束，甚至不顾或损害其它企业的利益，从而破

坏知识链的稳定。
（6）违约风险。 指知识链企业由于某种原因终止履约

造成知识流通中断，进而造成知识链中断的风险。
（7）丧失核心知识的风险。企业间构建知识链后，为了

达到共同的目的，有可能将自身的核心知识传播给其它企

业。 而这些核心知识正是企业的优势所在，是企业与其它

成员平起平坐的保证。 当企业的知识优势完全丧

失后，原有的平衡将被打破，建立在原有平衡下的

知识链也将断裂。
虽然，风险是组织间知识链的固有属性，但对

于不同性质的知识链， 其所包含的风险的种类可

能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性质的不同知识链，其风险的侧

重点也可能不同。因此，对知识链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

识别与评估，是组织间知识链风险管理的前提和重点。由

于 组 织 间 知 识 链 的 风 险 可 以 分 为 可 控 风 险 和 不 可 控 风

险，因此，风险管理的重点是可 控 风 险，可 控 风 险也 是 本

文风险识别的主体。

2 基于多响应变量分析的组织间知识链风

险评估

多响应变量分析是SPSS软件提供的一种统计分析工

具，在SPSS统计分析中，大部分分析过程解决等间隔测度

的数值型变量、分类变量或称分组变量（标称或非标称变

量）分析的问题。 这些变量在每个观测中都有一个并且只

有一个确定的值。 然而，在当前社会实践活动中大量存在

这样的变量，对于一个确定的观测对象，该变量有几个值

与之对应。例如，当问到您喜欢什么颜色时，您可能既喜欢

红色，也喜欢蓝色和绿色。 如果让您按照喜欢程度排一下

顺序时，您的回答是：红色第一，蓝色第二，绿色第三。这就

构成了对一个问题（变量）的多个选择（响应）。这种问题称

作多项选择题 ［9］。 在组织间知识链风险管理中，由于存在

多种风险，当我们需要确定在这些众多的风险中，究竟哪

几种风险较为重要，需要尽量规避时，就可以用SPSS中的

多响应变量分析对众多风险进行评估。
为了运用多响应变量分析工具，需要有一份调查问卷

及其调查结果。以下是针对组织间知识链风险的调查问卷

中的一个问题，该项调查的对象是四川省绵阳市某一科研

院所的技术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被调查者一共有20人。
问题：请选择您认为的在组织间知识链构建过程中存

在的３种主要风险，并按风险的重要性排列顺序。 例如：如

果您认为道德风险是最重要的，最值得规避的风险，决策

风险次之，文化差异风险第三，则分别在道德风险前写①，
决策风险前写②，文化差异风险前写③。
○动机差异风险 ○文化差异风险

○有限信息风险 ○道德风险

○知识转移能力风险 ○知识吸收能力风险

○决策风险

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序号”为对接受调查者的

编号，“R1”为调查者认为的最为重要的、最需要规避的风

险，“R2”为调查者认为的第二最为重要的风险，“R3”为调

查者认为的第三最为重要的风险；“R1”、“R2”、“R3” 所在

行中的数字1~7分别代表动机差异风险、文化差异风险、有

限信息风险、道德风险、知识转移能力风险、知识吸收能力

风险、和决策风险。

2.1 对３个变量分别进行频数分布分析

根据表1数据， 采用普通的频数分析法对重要性不同

的３个等级的风险分别进行统计，其结果如表2至表4和图1
至图3。其中图１~３中数字1~7分别代表动机差异风险、文化

差异风险、有限信息风险、道德风险、知识转移能力风险、
知识吸收能力风险和决策风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R1 5 6 7 6 6 6 4 6 6 3 6 6 5 6 6 3 6 2 6 6

R2 6 5 5 3 5 5 3 5 5 2 5 7 4 5 5 4 5 3 5 5

R3 4 3 4 4 3 2 5 1 4 4 3 4 2 4 4 7 1 4 3 4

表1 组织间知识链构建过程中存在风险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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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第一重要风险分布

图2 第二重要风险分布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文化差异风险 1 5.0 5.0 5.0

有限信息风险 2 10.0 10.0 15.0

道德风险 1 5.0 5.0 20.0

知识转移能力风险 2 10.0 10.0 30.0

知识吸收能力风险 13 65.0 65.0 95.0

决策风险 1 5.0 5.0 100.0

Total 20 100.0 100.0

表 2 最重要的风险频数分布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文化差异风险 1 5.0 5.0 5.0

有限信息风险 3 15.0 15.0 20.0

道德风险 2 10.0 10.0 30.0

知识转移能力风险 12 60.0 60.0 90.0

知识吸收能力风险 1 5.0 5.0 95.0

决策风险 1 5.0 5.0 100.0

Total 20 100.0 100.0

表 3 第二重要的风险频数分布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动机差异风险 2 10.0 10.0 10.0

文化差异风险 2 10.0 10.0 20.0

有限信息风险 4 20.0 20.0 40.0

道德风险 10 50.0 50.0 90.0

知识转移能力风险 1 50.0 50.0 95.0

决策风险 1 5.0 5.0 100.0

Total 20 100.0 100.0 100.0

表 4 第三重要的风险频数分布

从第一重要风险选择的频数分布表（表2）和百分比饼

图（图1）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
（1）65％的问卷问答者认为知识吸收能力风险是最重

要的、最需要规避的风险；
（2）其次是有限信息风险和知识转移能力风险，各占

10％。 可见被调查者认为知识吸收能力风险是影响知识链

成功运作的主要风险。
（3）其它风险所占的比例很低，总和不到15％。
从第二重要的风险选择的频数分布表（表3）和百分比

饼图（图2）可以看出，第二选择看出知识转移能力风险所

占的比例很大，为60％，其次是有限信息风险和道德风险，
分别占15％和10％。

第三重要的风险选择的频数分布表（表4）和百分比饼

图（图3）表示一半的问卷回答者认为是道德风险，其次是

有限信息风险，占到20％。

图３ 第三重要风险分布

从上面的统计分析可知，65％的被调查者认为组织间

知识链最重要最需要规 避的 风 险 是 知 识 吸 收 能 力 风险 ；
60％的被调查者认为第二重要的风险是知识转移能力风

险；50％的被调查者认为第三重要的风险是道德风险。
2.2 对３个变量频数分布的多响应变量分析

如果想分析各风险所占的总百分比，就应该建立多响

应分类变量集，并对变量集进行频数分布分析。 在SPSS中

运行后，其结果如表5所示。

Category label Code count Pct of
Responses

Pct of
Cases

动机差异风险 1 2 3.3 10.0

文化差异风险 2 4 6.7 20.0

有限信息风险 3 9 15.0 45.0

道德风险 4 13 21.7 65.0

知识转移能力风险 5 15 25.0 75.0

知识吸收能力风险 6 14 23.3 70.0

决策风险 7 3 5.0 15.0

——— ———

Total responses 60.0 100.9 300.0

表 5 多响应分类变量集频数分布

0 missing cases; 20 valid cases.
（1）左数第1列Category label是组成多响应变量集的3

杨翠兰：基于多响应变量分析的组织间知识链风险评估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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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变量的共同的7个值标签，与第2列的code代码相对应。 7
个代码就是组成3个变量的7个值。

（2）第3列count则是多响应 分 类 变 量取 值1~7的 总 频

数，即3个原始变量取各代码的总计频数。Total responses值
是答案总数60。

（3）第4列Pct of Responses中 每 个 值 是 同 行 对 应count
值占选择答案总数的百分比。

（4）第5列Pct of cases中每个值是同行对应的count值
占观测量总数的百分比。

根据第4列数据， 总回答数占选样答案总数的百分比

可以看出：被调查者认为组织间知识链中最重要的、最需

要规避的风险是知识转移能力风险，占25％，其次是知识

吸收能力风险，占23.3％，第三是道德风险，占21.7％，有限

信息风险占15％，其它风险总和不到15％。

3 结语

从2.1和2.2的分析可以看出，采用对3个变量（第一重

要的风险、第二重要的风险和第三重要的风险）分别进行

频数分布分析和采用多响应变量频数分布分析的最终结

果有所不同。前者得出知识吸收能力风险是第一重要的风

险，知识转移能力风险是第二重要的风险；而后者得出知

识转移能力风险是第一重要的风险，知识吸收能力风险是

第二重要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多响应变量分析法综合考

虑了被调查者对3个变量的回答得出综合分析结果， 不像

对3个变量分别进行频数分析，将被调查者对3个变量的回

答隔离开来分别分析，这也正是多响应变量分析的优点所

在。 因此，在采用调查问卷等形式统计分析组织间知识链

众多风险的重要性，对各种风险进行评估时，采用多响应

变量分析法能够得出较为准确的结果。
本文调查的样本数量较少， 调查的对象也比较单一，

因此，得出的组织间知识链风险重要程度的结论不一定具

有普遍性。但文章重在提出一种方法———多响应变量分析

法，该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分析

组织间知识链的各种风险的相对重要性，从而据此给出各

种风险的权重，以便对组织间知识链的各种风险做出综合

的、行之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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