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知识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且其外溢可能导致

其对生产的贡献率不是递减而是递增 ［1］。 知识溢出与科技

型人才聚集信息共享效应、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具有密切

的联系［2］。 美国之所以是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比较发达的

国家，其因很多，但与科技型人才聚集时的知识溢出效应

和信息共享效应的极大发挥与提升是分不开的 ［3］。
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很多，

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Griliches ［4］认为知识溢出是

“从 事 类 似 的 事 情 并 从 其 它 研 究 中 得 到 更 多 的 收 益 ”。
Grossman等［5］认为知识溢出对集群内部的经济增长有重要

影响。 Caniels［6］强调了知识溢出与学习能力、空间距离、知

识缺口等有关。 Bretschger［7］认为知识溢出具有部分共享

性，且产生的效应有正负两种。
国内学 者 的 研 究 成 果 主 要集 中 在 知 识 溢 出 途 径 、内

容、影响因素、正负效应等方面。 在知识溢出途径方面，王

铮、辛文昉等 ［8，9］认为知识溢出主要是在信息交流、相互学

习及对外交往中产生的，一般是被动、无意识泄露出去的。
在溢出内容方面，赵骅等［10］强调了隐性知识外溢。王子龙、
潭清美［11］强调了独特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溢出，这种能

力的外溢须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且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

表现出来。就影响知识溢出的因素来说，孙兆刚［12］认为知识

溢出取决于知识接受者的吸收能力、学习强度，而吸收能力

又以一定量的知识存量为基础。 只有在知识存量与知识积

累达到某一程度时才可能产生知识溢出效应［13］。 赵骅［10］认

为知识溢出与溢出源的创新能力有关，此外，知识接受方

发现、吸收新知识的意识也影响着知识溢出的成功实现。宁

钟等［8，14-17］认为空间距离对隐性知识溢出的影响较大。 在其

他学者的研究中影响因素还包含溢出环境、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时滞”、知识势差、知识溢出途径等 ［16］。
然而，从科技型人才聚集信息共享效应入手研究知识

溢出效应及科技创新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基于此，本文从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

入手，研究了科技型人才聚集信息共享效应与知识溢出效

应之间的关系，力图通过此项研究，促进科技型人才聚集

综合效应的产生与提升。

1 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分析

科技型人才在区域之间的流动能够在某一区域内形

成科技型人才聚集，而科技型人才聚集在一定的环境作用

下能够产生聚集效应。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形成和提升

又与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具有紧密的联系。所谓的科技型

人才聚集现象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随着科技型人才的流

动，大量同类型或相关科技型人才按照一定的联系，在某

一地区（物理空间）或者某一行业（虚拟空间）所形成的聚

类现象。 它能够使科技型人才交易成本降低、科研教育水

平提高，其主要特征有：空间性、聚类性、规模性。
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科技型人

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二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

应。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是指科技型人才在流

动过程中形成聚集，但所产生的聚集作用低于各自独立作

用的效应。形成不经济性效应的原因主要是科技型人才聚

集没有形成科技型人才之间的内在联系、科技型人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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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不理想、 流动性不够强以及在组织内所发生的各种

冲突。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指科技型人才在某

一区域内按照一定内在联系以类聚集， 在和谐的内外环境

作用下， 发挥超过各自独立作用的加总效应。 为了研究方

便， 本文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归为科技型人

才聚集现象，而把经济性效应归为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3］。
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总体特征可分为科技型人才聚

集的组织效应、环境效应和聚集成员的自身效应。 具体特

征又可分为：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

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区域效应、规模效应8个

特征［3］。
信息共享效应的产生以信息共享现象为前提，本文所

涉及的信息共享主要是指知识共享。知识只有通过相互交

流与共享才能得到发展，也只有通过使用才能从现有知识

中派生出新的知识 ［18］。知识共享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

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可以使组织内部人员充分利用彼

此的知识和经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思考或劳动，降低组

织成员的培训开支，激发组织成员的创新意识，从而推动

组织的知识创新 ［19］。

2 知识溢出效应分析

如果把溢出看作一种过程， 则溢出效应不表现为过

程，仅显示出它的影响、作用或结果 ［2］。 本文认为无论是研

究技术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还是其它溢出效

应，其实质都在研究一种主体行为对国家、社会或其他行

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 同样，知识溢出效应强调的也是一

种影响作用，它强调的是知识拥有主体通过直接或间接方

式对知识接受主体的一种影响。这种间接或直接的方式主

要包括知识拥有者对知识接受者的明示、 暗示、 启发、示

范、带动作用；知识接受者向知 识 拥 有 者 的 学 习、模仿 效

应；接受者与拥有者之间的竞争、交易、交流效应等。
知识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 一是新知识本身

的溢出效应；二是新知识创造的新市场的溢出效应；三是

新知识创造的新利益的溢出效应 ［20］。本文研究的主要是新

知识本身的溢出效应。
知识溢出效应也有正负之分，国内学者主要是从成本

与收益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孙兆刚等 ［13］认为在知识的传

播与使用过程中，正的知识溢出效应主要是指知识拥有者

自身知识水平有所提高、知识积累有所增加，同时，他人的

知识水平也有所提高； 负的溢出效应则是由于知识的传

播，知识创造主体的收益减少，使其相对成本增加。 钟永建

等［20］认为知识溢出的正效应是指知识接受者学习成本的减

少，自身能力的提高；负效应则是指知识创造者不能获得创

造新知识的全部收益，挫伤了其生产新知识的积极性。杨蕙

馨等［16］对知识溢出负效应的理解是“创新主体得不到应有

的创新激励，而模仿企业‘掠夺’了大部分不应有的收益”。
上述观点表明：知识溢出的正效应是指知识的接受者能够

较容易获得新知识，使自己的相对利益增加；负效应是指

知识的创造者因个人利益低于社会利益使其生产新知识

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挫伤。
本文认为除了从成本与收益角度出发研究知识溢出

效应外，还可以从知识溢出主体、传播过程以及知识接受

主体三方面界定知识溢出的正负效应。知识溢出正效应是

指：知识溢出主体毫不保留地将所拥有的知识传播出去与

他人共享； 传播中传播介质将知识进行综合分类筛选，使

传播到知识接受主体的知识有效；知识接受主体能够正确

识别、接收、利用信息，形成知识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对知

识加以创新。 知识溢出负效应是指：知识溢出主体将一部

分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封闭”起 来，视 为 己 有不 加 以 外

传，或故意将知识扭曲后传播给他人；在传播途径中，由于

“时滞”的影响，部分知识会失去有效性或因传播媒介的影

响而遗失、扭曲、失真；在知识接受过程中，接受主体因接

受能力、识别能力、理解能力的不同，对知识会产生一定程

度的偏差。 可见，无论是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还是从知识的

溢出过程来看， 知识溢出正效应对知识创新具有促进作

用，而负效应会阻碍知识创新的产生，即知识溢出的两种

效应对知识创新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因而应对知识溢出

的正效应加以促进，对负效应加以抑制。

3 科技型人才聚集下信息共享效应与知识

溢出效应关系研究

3.1 信息共享效应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分析

（1）共享信息：知识溢出的“蓄水池”、知识溢出效应产

生的“催化剂”。
科技型人才是人力资源中最优秀的群体， 是知识创

新、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聚集群体内的知识溢出主体。而

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以及知识溢出效应与知识存量间有着

紧密的联系，即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与其拥有的知识存量

成正相关关系，知识溢出接受主体的知识存量影响着知识

溢出效应的产生 ［9，12，13］。 可见，一定量的知识存量是知识溢

出现象发生的前提。
知识是无限的，而每个自然人所拥有的知识却是有限

的，知识溢出主体的知识存量须在不断的学习、吸收、创新

过程中积累而成。 信息共享为知识的学习、吸收提供了丰

富的共享资源，且共享知识的共享次数越多，则越能加快

知识传播并快速产生出新知识 ［13］。 即知识共享越充分，越

有利于知识的积累、知识存量的增加、知识溢出效应的产

生。
知识的高效转移依赖于双方是否有适度的 “知识势

差”，聚集群体内成员间知识势差的大小，决定着相互间所

需学习东西的多少［16］。 因此，知识势差是信息共享资源价

值的评判指标，也是知识溢出效应产生的源动力。 由于人

掌握的知识是半公共产品，这就决定了其拥有的部分知识

具有共享性，聚集群体内成员间的知识势差并不仅仅是它

们之间能够共享的全部知识量，还包括知识拥有者的私密

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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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势差、信息共享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者之间存

在着势能与流向关系（见图1）：聚集群体内部存在知识势

差，高势位知识主体在自愿或非自愿的情况下，其拥有的

知识溢出成为群体内部共享知识，所有共享知识汇集在一

起形成群体内部的“知识蓄水池”———知识资源库，低势位

知识主体从蓄水池中吸收自己所欠缺的那部分知识，增加

自身的知识存量，促进知识创新、知识溢出效应的产生。

图1 知识势差、信息共享与知识溢出关系

（2）信息 共 享 方 式、内 容、介 质 对知 识 溢 出 效 应 的 影

响。
从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来看，知识共享也可

分为两类，即显性知识共享与隐性知识共享 ［21，22］。 二者在

共享方式、共享内容、共享介质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导致对

知识溢出效应影响程度的不同。
显性知识共享主要通过书刊、电子书、电子邮件等形

式传递给外界，是已成文的知识，一般不随时间地点的变

化而变化。 共享介质主要是报纸、书刊、网络等。 隐性知识

由于深深植根在个体的行为本身，植根于它赖以形成的环

境与情景之中，难以用编码直接描述出来，是没成文的知

识［23］。 它的共享需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启发、学习、模仿以

及电视、电话、网络视频等形式来进行，会因环境、情景的

不同而有所变化。共享的内容主要包括个人的经验、技能、
技巧、诀窍、价值观、信念、直觉、灵感、洞察力等，共享介质

主要有电话、机器、道具等［24，25］。
知识 共 享 方 式、内 容 及 介 质的 不 同 导 致 了 两 类 知 识

共享对知识溢出效应影响的不同。 知识溢出过程可以分

为3个 阶 段（见 图2）：知 识 从 溢 出 主 体 流 出 ；传 播 介 质 传

递知识；接受主体 接 受 知 识。 影 响 知 识 溢 出 效 应 的 因 素

很多［8，12，6］，本文主要从溢出主体与接受主体角度来研究知

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就接受主体来说，显性知识溢出

与隐性知识溢出主体的影响因素基本相同，而主要与主体

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吸收能力、创新能力等有关。 其主

要区别在于溢出主体，显性知识溢出主要与主体的文字表

达能力有关，而隐性知识溢出主要与隐性知识主体的语言

表达能力、肢体语言、表情、语调语气、思维敏捷度和清晰

度有关。 可见，隐性知识溢出受主体主观因素影响程度比

显性知识要大。

溢出主体

图2 知识溢出过程

再从时间地点角度来看，显性知识共享基本上是不同

时不同地，存在“时滞”，知识落后、失效的可能性大；隐性

知识的共享大部分是在面对面的前提下进行的，少部分知

识共享通过网络视频、电话、电视进行，存在“时 滞”几 率

小，发生知识失效的可能性也小。
综合来考虑，隐性知识共享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程

度大。科技型人才聚集群体，降低了时空障碍的影响程度，
以隐性知识共享为主，显性知识共享为辅。在实际中，应尽

量疏通隐性知识共享渠道，放大隐性知识共享效应。
（3）共享信息质量及时效性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
科技型人才聚集群体内的共享信息，仅是大量信息的

简单汇集或溢出主体个人观点的简单外露，各种信息源所

具有的信息价值内涵是不一样的，信息内容的不安全性和

不确定性也是多变的，共享信息质量因而有所不同 ［26］。 这

些共享信息在运用过程中， 如果不经筛选或筛选不当，很

有可能会被误用、滥用，最终导致到达知识接受者处的知

识是不完整的或是错误的，从而误导了信息接受者对知识

的正确运用，导致知识溢出负效应的产生。反之，则会引导

知识溢出正效应的产生。
信息本身具有时效性，一项知识、技术不可能无时间

限制地共享下去，这就要求信息的共享必须在一定的时间

内完成，否则，信息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或丧失。这也要

求科技型人才聚集群体内的共享信息库须不断更新，科技

型人才也要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如果共享信息库的知识过

于陈旧， 科技型人才之间的知识势差便不会得到有效缩

小， 即使被知识接受者吸收也不会产生有价值的创新，和

知识溢出效应，从而失去了信息共享的意义。
（4）信息共享降低了知识溢出成本。
就知识溢出成本来说，钟山［27］认为溢出主体在获得有

用知识的过程中要花费很多时间、学费、资料信息费等搜

寻成本或交易成本。 王铮等［8］认为知识溢出需要经济能力

的支撑。
本文从知识溢出主体、传播过程、知识接受主体3方面

分析知识溢出成本，这里所说的成本包括时间和资金两方

面。 对知识溢出主体来说，所花费的成本主要包括学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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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开发成本、创新成本；知识传播过程中，主要是知

识的传递成本、载体成本；对知识接受主体来说，主要包括

有用信息的搜集、筛选成本，自身知识存量积累、吸收能力

和创新能力提高过程所花费的资金、时间。
科技型人才聚集信息共享效应是指，科技型人才在聚

集作用下克服时空障碍，使信息传播成本降低，进而使得

信息在聚集区域内免费或以极低成本被共享 ［3］。 它能够降

低知识溢出成本： ①科技型人才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缩

短了信息传递路径， 降低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费用支出。
主要表现在信息知识传播费用减少及人才远距离流动成

本降低上；近距离的接触使科技型人才进行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增多，隐性知识共享的几率加大；同时，距离上的接近

使知识传播的路径缩短，减少了知识与信息的遗失、扭曲

和失真［28］。 ②科技型人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其拥有的知

识信息质量一般较高，降低了信息筛选成本。
可见，聚集群体内部的信息流通与共享使得信息搜集

成本降低、时间缩短，有利于科技型人才获取信息、知识，
容易提高知识的研究、生产、推广、应用效率，使他们能够

进行知识积累和创新，并最终促进科技型人才知识溢出效

应的产生。
3.2 知识溢出效应对信息共享效应的影响分析

（1）知识溢出内容———信息共享效应产生的资源保障。
信息共享效应的产生是以科技型人才聚集群体内部

共享资源的存在为前提的 ［23，26］。 知识溢出效应对科技型人

才聚集信息共享效应的产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集群内

科技型人才自有知识发生外溢之后，才可能在集群内产生

知识流、信息流，形成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
（2）知识溢出主体、途径对共享信息质量的影响。
知识溢出过程可划分为3个环节， 即溢出主体→溢出

媒介→接受主体。 在知识发生外溢成为共享知识的过程

中， 影响知识溢出效应的环节主要是溢出主体与溢出媒

介。
从知识划分为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来看，知识溢出也

可分为隐性知识外溢与显性知识外溢两种形式。显性知识

外溢的媒介一般比较多，主要有书刊、报纸、网络等，受人

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小，在溢出过程中大部分知识不会发生

遗失、扭曲、失真等现象，即显性知识在溢出过程中产生的

负效应不明显。而隐性知识的外溢一般必须以面对面的交

流为前提，人的主观因素对其影响较大，经过的溢出媒介

（人）越多，知识越容易遗失、扭曲、失真，即隐性知识在溢

出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较明显。 由于溢出媒介的物化性，
显性知识自溢出主体外溢后比隐性知识共享的方式更直

接、范围更大、时间更长。 可见，显性知识溢出比隐性知识

溢出产生的信息共享效应明显。
（3）知识溢出效应：知识共享效应顺利产生的动力源

泉。
唯有致力于知识的共享，才能把分散于个体头脑中的

零星知识整合为强大的集体智慧，才能为聚集群体内成员

之间相互了解和吸收对方的新知识提供机会，发生知识碰

撞和新思想的交换，促进知识溢出效应的产生 ［23］。
知识在同行业科技型人才之间的溢出能刺激科技型

人才创新活动，这主要是由相同行业科技型人才之间的竞

争以及同行业有利于知识的理解、吸收引起的，同行之间

的频繁接触和交流，可能产生“一点就通”的效果 ［29］。 本文

认为除了相同行业的科技型人才聚集能够产生聚集效应

外，群体内不同行业的科技型人才聚集也能够产生聚集效

应。不同行业科技型人才之间的溢出有利于不同知识间的

整合，不同技能和知识背景的科技型人员之间的接触和交

流，易于发生知识的“碰撞”，从而产生创新 ［29］。

4 结论

经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信息共享为聚集群体提供了丰富的共享资源，

为科技型人才知识存量的积累、创新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

础，容易促进知识溢出效应的产生与提升。
结论2：由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共享方式、内容、介

质的不同，导致两种知识共享效应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

有着明显的区别，且隐性知识共享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

程度较大。
结论3： 共享信息质量的差异决定了知识溢出正负效

应的产生。知识的时效性决定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群体内的

知识体系需不断更新，否则便会阻碍知识溢出效应的产生

与提升。
结论4： 科技型人才聚集信息共享效应缩短了信息传

递路径，使知识溢出过程中的信息传播成本、人才流动成

本、信息筛选成本降低，知识与信息遗失、扭曲、失真的几

率减少。
结论5： 知识溢出为科技型人才聚集群体内信息共享

的实现提供了共享资源保障，使集群内产生知识流、信息

流，促进信息共享效应的产生。
结论6：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在溢出过程中受主体影

响程度的不同决定了所溢出知识（共享）质量的不同，且隐

性知识受主体影响程度较大。
结论7：同类及异类知识的共享，容易发生知识碰撞和

新思想交流，形成知识势差，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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