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日渐凸显，许多学者以知识为核心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美

国著名学者Peter F.Drucker指出：“在新的经济体系内，知

识并不是和人才、资本、土地相并列的社会生产资源之一，
而是唯一有意义的资源”。因此，如何获取组织外部的知识

资源并管理好组织的内部知识资源，实现对组织知识的高

效管理，引起了管理研究领域的极大关注。
知识转移是知识管理各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对知识

转移的研究一直是知识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知识转移是

个体、团队以及组织学习和创造的前提，知识转移可以实

现个体能力水平的提升，增进团队工作效率，进而提高整

个组织的绩效，因此研究如何促进知识源与知识接受方间

知识的有效转移具有重要的意义。知识转移的研究可以分

为对其前因、过程以及后果的研究，本文将详细梳理这些

研究成果，以期了解知识转移研究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

对知识转移的研究趋势作初步的探讨。知识转移各类研究

成果以及它们间的关系见图1。

1 知识转移的概念

知识转移概念的前身是技术转移，美国技术和创新管

理学家Teece［1］在研究跨国公司于不同国家间转移技术的成

本时发现， 技术的国际转移能积累大量的跨国界应用的知

识。 此后，有学者将技术转移这一概念引入知识管理研究，
并明确提出知识转移的概念，用以描述、解释和研究知识在

不同主体间的流动与转化。Singley和Anderson［2］从个体的角

度阐释知识转移，认为知识转移是个人将其在一种情境下

获 取 的 知 识 用 于 另 一 种 情 景 的 过 程 。 Gilbert和 Cordey-
Hayes［3］认为，知识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组织不断学

习过程中的一部分，只有知识吸收方将知识同化为自身的

一部分时才算完成知识转移，而在知识同化为组织一部分

之前，必须经历知识的采用与接受等阶段。 美国著名知识

管理专家Daveport和Prusark ［4］认为，知 识 转 移 是 把知 识 从

知识源转移到组织其他个体或部门的过程 ［4］。 Argote和

Ingram［5］认为，知识转移是一个单元（群体、部门或分区）受

其它单元经验影响的过程。 Garavellia和Gorgoglione［6］认为，
知识转移是一个认知过程， 由编码化与通译两部分组成。
Dong-Gil［7］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在知识接受方与知识源

之间的沟通，使其能为接受方学习和应用。
由此可见，对知识转移的研究主要是在个体、团队和

组织3个层面展开的。 不同学者由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

研究视角的不同，对知识转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

对知识转移概念的共识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主要表现为：
①知识转移就是知识从知识源到知识受体的传递过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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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转移也包括知识受体对知识的吸收以及对知识源的

反馈过程，知识传递与知识吸收相辅相成；③知识转移的

目的是使知识受体掌握知识源的知识，这种掌握既包括对

知识表达的掌握，更包括对知识指导实践能力的掌握。

2 知识转移前因研究

知识转移前因研究主要是对知识转移动机的研究。知

识转移的动机是知识转移发生的前导因素，它与知识转移

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不同，前者决定了知识转移

是否可以发生，而后者则决定了知识转移是否可以顺利进

行。
动机是推动人、团队或组织从事某种活动，并朝一个

方向前进的内部动力，引起动机的内在条件是需要，引起

动机的外在条件是诱因。 当个体、团队或组织等知识单位

与其它知识单位之间存在知识差距时，知识转移的机会便

存在了。一般认为这时知识需求方将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知

识源，并向知识源发出知识传递请求，知识源则根据自身

的需要以及外部的诱因决定是否进行知识转移。
Davenport 和 Prusak［4］认为，互惠、名声和兴趣是知识

转移的主要动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满足了知识源自身的

需要。 Dixon［8］认为，如果我们想让组织中的人共享他们所

学到的知识，我们必须明智地创造条件，在该条件下，共享

的结果符合个体利益。 Constant，Kiesler 和 Sproull［9］在对信

息共享态度研究时发现：人们习惯于把无形的信息即隐性

知识视为他们的身份和自我价值的一部分，而把文件等显

性知识看作是组织知识；他们乐于分享显性知识而不愿意

共享隐性知识，除非他们能够获得个体利益，这些个体利

益可能仅仅是承认他们的经验，或者是一个微笑；他们还

实证检验了组织成员的自利（Self-interest）、直接或普遍的

互惠（Reciprocity）、自我实现 需 要（Self-expressive needs）、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是知 识 源 转移 知

识的重要动机。也有学者对知识源转移知识的外部诱因展

开了研究。 如Kalman［10］研究发现，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和期望产出（outcome）影响知识源的知识转移

行为。 Argote和 Ingram从组织的层面研究了知识源在知识

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发现知识源强烈的社会身份和群体本

位将影响组织内知识的跨群体或跨部门转移。
对组织成员知识转移动机更深层次的研究就是对激

励的研究。 如Osterloh和 Frey［11］认为，知识源与知识接受方

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都要付出时间、精力、财富等代价，特

别是对于知识源来说，转移知识还可能意味着知识的独家

所有权、特权或优势地位的丧失，所以必须对知识转移的

双方都进行激励。 他们将激励分为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
认为内在激励能够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而外在激励如金

钱不能有效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甚至有时还会对内在激

励的效果产生挤出效应。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互惠、名声、自我实现的需要，

以及组织承诺和期望产出等外在诱因是知识源转移知识

的主要动机。而对知识源与知识接受方的激励将促进知识

转移的顺利实现。

3 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3.1 知识的特性

Polanyi［12］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隐性知识

是扎根于特定情境下的行动、参与和使命，是非口语化、难

以表达和难以编码的知识， 因此隐性知识一般难以转移。
Zander和Kogut［13］分析了知识的特征，认为知识转移过程会

受到知识的可成文性、知识的可教导性、知识的复杂性和

系统依赖性等知识的内隐和外显特质的影响，其中知识的

隐性特征是阻碍知识转移的重要原因。 Alavi和 Leidner ［14］

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知识的隐匿性、可传授性、复

杂性、 系统性4个知识本身的特征对知识转移的效果有重

要影响。 Cummings和Teng［15］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Polanyi的
逻辑推理，发现知识的可表达性越差，知识转移越难。他们

还发现，被转移知识的嵌入性影响知识转移的难度，知识

转移的难度与知识的嵌入性正相关。我国学者陈菲琼 ［16］认

为，知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将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 左美

云［17］认为，知识转移是指知识势能高的主体向知识势能低

的主体转移知识的过程，知识数量、知识质量和知识结构

是决定知识势能的3因素， 它们将通过知识势能来影响知

识转移的效果。肖小勇和文亚青 ［18］实证研究了影响知识转

移的因素，他们发现知识的模糊性、专用性和复杂性会通

过影响知识应用来影响知识转移的难易程度，而知识的有

用性则通过影响知识转移的动机影响知识转移的效率。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知识的隐匿性、可传授

性、可表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都将影响知识的转移。而

且知识的特性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并不总是直接的，知识的

模糊性、专用性和复杂性通过影响知识应用来影响知识转

移的难易程度，知识的有用性则通过知识转移的动机这一

中介变量来影响知识转移的效率。
3.2 知识转移主体的能力及特征因素

知识转移主体包括知识源和知识接受方。 Szulanski［19］

认为，在知识转移的初始阶段，知 识 源 的 可 靠 性、转 移的

预期困难是影响知识转移效率的重要因素， 而在知识转

移的执行阶段，接收者的吸收能力影响知识转移的效率。
Aladwani ［20］实证研究了知识接受 方 的 知 识 吸 收能 力 和 信

息系统项目产出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显著正相关。 Lin
和Lee［21］对台湾大型企业高级经理的实证研究表明，高级

经理对于共享其自身知识的态度、主观准则和感知行为控

制会对其知识转移的促进意图产生显著影响。 苏延云［22］认

为，知识转移主体认知结构的差异、主体的能力以及主体间

的凝聚程度是影响知识传递的主要因素。 Duanmu和 Fai［23］

发现，知识接受方对接受知识价值的预见、捕捉能力、其自

身原有的知识存量、对知识的领悟吸收能力、思维能力、交

往能力等智力因素和情感智商的高低直接影响知识转移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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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对知识转移主体的研究表明，知识源发送知识和

知识接受方吸收知识的能力是知识转移的关键，此外知识

转移主体的认知结构差异、知识源的对自身知识的意识程

度、对知识的保护意识，以及自身原有的知识存量都会对

知识转移的效果产生影响。
3.3 知识转移的情境因素

任何知识转移活动都处在特定的政治和法律的、文化

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环境以及组织的环境中。 无论

知识转移主体是个体、团队或组织，都有一个更大的情境

来影响着这一知识转移过程，知识转移主体的知识转移活

动和它所处的情境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知识转移情景的

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对知识转移情境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

以下几方面：
（1）文化因素。文化是最主要的情境因素，关于文化对

知识转移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层面。 Choi和Lee［24］

研究知识联盟间的知识转移时发现，联盟各方在在企业文

化、国家文化和商业文化上的差异是影响联盟间知识转移

的关键，因此联盟间的知识转移必须首先解决有关管理争

议、 文化冲突以及协议履行的冲突解决机制等问题。 EI-
Sayed［25］认为，文化差异是影响组织之间知识转移的主要

因素，并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徐占忱和何明升 ［26］认为，知

识转移接受方的文化背景、认知结构和技术领域决定了他

们对知识的搜寻倾向、选择方案以及学习强度，知识接受

方的知识与知识源越接近，知识转移就越顺利。
（2）关系强度。关系强度是影响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

早期的研究以Granovetter［27］为代表，他发现弱联系能够连

接组织中分离的群体和个体，从而能够获得新颖有价值的

信息，而强联系往往产生的是重复的信息，因此他认为弱

联系对知识的转移更为有效。也有学者关注于关系强度在

知识转移中的交互作用。 Hansen［28］以项目团队为背景，研

究了强联系与弱联系在知识转移不同阶段中的作用，他发

现弱联系有助于新知识的发现，而强联系有助于知识的转

移。他还发现，独立可编码的知识在弱联系中很容易转移，
而强联系不仅有助于简单易编码知识的转移，也有助于复

杂隐性知识的转移。
（3）信任环境。有学者认为，不同知识转移主体间的信

任可以促进知识的转移，当信任关系存在时，知识源更愿

意分享自身的知识，知识接受方也更愿意聆听和吸收他人

的知识。Zand［29］发现信任将使知识源减少对同伴行为的控

制，更加接受知识接受方对自己的影响，从而提高双方信

息交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Andrews等［30］认为，信任在知识

转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正式的合作

程序。高祥宇等 ［31］论证了信任不仅促进了二人间知识转移

的意愿，而且可以使知识转移双方加深沟通，促使知识源

划清知识领域和对知识接受方的行为作出更为积极的归

因，从而使知识转移更为容易。
（4）社会网络。 一些学者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对知识转

移展开了研究。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存在着第三

方联系，如Ingram ［32］的研究表明，第三方联系可以使得社

会网络可以超越二元层次的关系强度而影响知识转移。此

外，知识转移主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对知识的转移有重要影

响。 Tsai［33］的研究发现，最具有创新和盈利能力的知识转

移主体往往位于网络的中心，这些主体在知识资源的交换

中更加活跃。
知识转移情境研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除上面提到的

因素外，还有学者探讨了组织氛围、领导风格、组织之间目

标任务的相似性、组织战略的相似性以及组织特性等因素

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3.4 知识转移的媒介

知识转移的媒介是知识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传输时

使用的所有工具和手段的总称，知识转移渠道是知识在知

识主体之间的传递通道，知识转移渠道是知识转移媒介的

一部分。 Albino ［34］基于结构 的 观 点 研 究 了知 识 转 移 的 媒

介，他认为知识转移的媒介有两个特征因素：编码和渠道，
而媒介的特征取决于编码和渠道的结合。他还认为可以从

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来衡量媒介在促进知识转移上的效果，
两者结合得越好， 越可以减少转移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实 现 知 识 转 移 在 数 量 和 质 量 上 的 高 水 平 。 Holtham和

Courtney［35］分析了个体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渠道特点，认为

知识转移的渠道可以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也可以分为

个体的和非个体的。 我国学者汪应洛、李勖 ［36］提出了两种

知识转移渠道，即知识转移的语言调制方式和联结学习方

式。
也有学者探究了现代信息技术作为知识转移媒介在

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作用。 Hendriks［37］指出，信息和沟通技

术（ICT）会降低知识工人间的时空障碍，从而有助于知识的

转移。 Fraser等［38］在对企业经理的研究中发现，经理们有共

享知识的愿望，但是受到技术因素的限制。 Cramton［39］对虚

拟团队的知识转移活动进行了研究， 发现当存在多个信息

接受者时， 各接受点在信息技术上的不同会导致理解的障

碍［39］。 Hooff和Ridder［40］的研究表明，计算机中介沟通（CMC）
技术的利用，会通过显著影响组织承诺，进而对知识转移产

生间接影响。

4 知识转移后果研究

知识转移的实现必然导致个体、团队或者组织的学习

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的营销能力以及组织绩效得到改善，
这些都属于知识转移的后果，这些现象近年来越来越为学

者所关注，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如Andrews和Delahaye［30］

认为，个体间的知识转移有助于个体与组织的学习能力的

提升，进而会提高个体或组织的工作绩效。 我国学者周密、
赵西萍等 ［41］ 实证研究了知识转移成效与团队绩效间的关

系，发现它们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张睿、汪克夷等［42］

分析了企业的市场知识能力对于组织绩效影响的路径关

系，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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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营销能力正相关。

5 知识转移研究展望

知识转移作为近年来知识管理领域内的一个热门研

究课题，在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但距离建立完整的知识转移理论框架还有很多细化的

工作要做。笔者根据前面的分析提出几个有意义的研究方

向，以供参考。

5.1 知识接受方接受知识的动机研究

当前对知识接受方的知识吸收动机的系统研究比较

少， 通常将其作为一个知识转移得以发生的默认前提，认

为不同知识单位之间的知识差距必然导致知识较少的知

识单位产生知识需求。 但实际上，知识需求动机的产生必

然包含着复杂的个体心理和社会环境因素，而知识接受方

接受知识的意愿又对知识转移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探讨知识接受方知识吸收的动机是十分重要的。
5.2 在个体层面， 深化对处于不同地位的知识转移主体

间知识转移活动的认识

在以往对个体层面的研究中，都存在着一个隐含的假

设，即知识转移主体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无论双方是处

于同一组织内，还是分处于不同的组织，他们之间均不存

在隶属的关系。 但是实际上，知识转移主体间大量存在着

地位的差距，如企业中的职员与其部门领导，高校内学生

与导师等， 而这些地位差距必然对知识转移活动产生影

响。需要注意的是，在组织层面，对这种存在地位差距的知

识转移主体间的知识转移研究早已展开，如母公司与子公

司间的知识转移研究，供应链中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企

业间的知识转移研究等。 但在个体层面的知识转移研究

中，对知识转移主体的地位差距的关注还不够，因此对这

方面问题的研究将会是以后研究的一个热点。
5.3 知识转移量表的开发

当前，对知识转移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但是知识转

移的测量量表并不统一，多数量表是部分借鉴西方学者量

表，部分自行开发，而这样的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并不十分

理想，这导致国内知识转移实证研究的水平普遍不高。 因

此，必须尽快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发出高质量的本土

化知识转移测量量表。
5.4 国际和国内的知识转移跨文化比较研究

知识管理的理念来自于西方，大多经典的对知识转移

的理论与经验研究都是由欧美学者完成的，因此这些理论

都不可避免的带有西方文化的印记。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

情与文化， 许多在西方成立的判断在我国将不再成立，因

此有必要进行知识转移的国际跨文化比较研究。 此外，由

于我国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处

事方式有显著的差异，通过对国内不同地区的知识转移活

动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地区知识转移主体间知识转

移活动的特征与规律，这将极大地促进知识转移理论指导

我国企业的实践，知识转移的国际和国内的跨文化比较研

究在未来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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