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对于企业维持市场竞争力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知识产权已经被视为比厂房、
机器等固定资产更有价值的资产， 成为必须进行培育、管

理和保护的关键性资产 [1]。 然而，现今消费者市场的个性

化、多变化、全球化特点，使得单纯依靠企业自身的知识积

累来获取其竞争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已

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竞争的需求，而合作创新成为解决这个

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2]。
在合作创新中，企业不仅仅被要求为其它合作伙伴提

供资源和设备，而且也被要求提供适合于合作创新的知识

和技术 [3]。 国外学者 Delphi Group［4］的研究表明，42%的组

织知识隐含在员工的头脑中，12%隐含在电子数据库里，
20%储存在手写文献里，而 26%存储在电子文档中。 因此，
隐性知识的有效转移成为合作创新成功运作必不可少的条

件之一。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合作创新的隐性知识转移

中存在着知识暴露（泄露）、关键技术控制流失、道德风险、
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等各种风险， 从而直接影响着合作创新

及其绩效[5－10]。 我国的知识产权风险指数在亚洲 12 国中名

列第二 [11]，合作创新的隐性知识转移中存在着大量的知识

产权风险问题。为此，很有必要从理论角度探讨合作创新中

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1 合作创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

权风险

合作创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离不

开相应的主体和客体，主要体现为参与合作创新的个人或

组织（这里主要指参与合作创新的个人）和知识产权。 为

此，本文站在知识发送方的角度，从主客体两个方面来分

析合作创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

1．1 主体风险

主体风险主要体现为知识发送方人员的流失，这些人

员既包括参与合作创新的人员，也包括未参与合作创新的

关键员工，这已经为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所证实 [6，12]。 造成

人员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企业知道在合作创新

的过程中会存在知识产权风险， 为了减少这种风险的产

生，往往把隐性知识和知识产权（如专利、技术诀窍）等捆

绑起来[8]，这样使得合作伙伴在获取知识产权时，如果没有

掌握相应的隐性知识，就不能产生预期的收益，而由于隐

性知识本身难以转移的特性，企业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挖

人”的方式转移所需要的隐性知识 [13]。 其次，在当今的竞争

环境中，一个人在职业生涯里变换公司的概率比预期的要

大得多，大部分员工都是自愿并且可能随时离开，在其它

地方实现他们的价值 [6]，合作创新的隐性知识转移为这些

员工实现他们的个人价值提供了必要条件，通过人员交流

方式能够很容易获取相关信息 [5]。 这些信息包括知识发送

方组织中谁掌握着最关键的隐性知识、他们对企业有何不

满情绪、他们的个人价值观是什么等等。 通过对这些信息

的了解，知识接收方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方

式吸收掌握关键隐性知识的员工为己所用，尽管知识发送

方仍然拥有知识产权，但由于缺少掌握知识产权中隐性知

识的员工， 已有的显性知识产权无法发挥相应的作用，这

将给企业带来直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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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客体风险

对于知识发送方来说，合作创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

的知识产权风险就是知识产权本身 （如专利、 商业秘密

等）。这种知识产权既包括未参与合作创新的知识产权，也

包括投入的参与合作创新的知识产权，更包括合作创新过

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 对于知识接收方来说，通过隐性知

识转移的方式，可以获取发送方未参与合作创新的知识产

权，造成知识发送方知识产权的泄露；同时也可以把参与

合作的知识产权（包含知识发送方投入的以及合作创新中

产生的知识产权）据为己有，或者不经知识发送方同意，直

接以本企业的名义使用这些知识产权，造成知识发送方知

识产权被盗用或挪用。
（1）与合作创新无关的知识产权泄露或流失风险。 在

合作创新中，如果只是借助显性知识转移的方式转移合作

创新所需要的各种知识， 由于显性知识是编码化知识，因

而很容易被管理和控制。 显然，与合作创新无关的显性知

识是不会被泄露或流失的，但由于仅有显性知识是很难达

到合作创新的目标的，因而还得转移各种隐性知识。 隐性

知识转移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进行人员交流，由于不同企

业参与合作创新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有些企业参与合作创

新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互补性的资源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

争力，而有些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合作伙伴的

各种隐藏信息 [14，9]，这些隐藏信息很多是和合作创新无关

的知识产权。 通过人员交流，合作伙伴就能够获取与合作

创新无关的知识产权，从而造成合作创新知识发送方知识

产权的泄露与流失 [5]。例如，知识接收方除了努力掌握和吸

收与合作创新直接相关的各种知识及知识产权外，还会通

过隐性知识转移来获取更多的其它知识产权，如对方的专

利、商业秘密（客户名单、未公开的技术诀窍）等为己所用。
由于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地域性等特点 [15]，使得知识产权

的流失在短期内很难为知识发送方所觉察，从而直接或间

接损害知识发送方的各种合法权益。
（2）与合作创新相关的知识产权被挪用或盗用风险。

合作创新中的隐性知识转移，不仅会造成知识发送方与合

作创新无关的知识产权泄露和流失，也会造成投入的知识

产权以及新产生的知识产权被挪用或盗用。 Fitzgerald[16]通

过案例研究发现，在企业软件研发外包过程中，由于法律

保护或执行不力， 致使知识产权存在被窃取风险；Yannis
Caloghirou，George Hondroyiannis and Nicholas S.Vonorts ［7］

研究表明合作创新存在着关键技术控制流失，从而不经意

间 协 助 竞 争 对 手 创 造 更 强 的 竞 争 力 的 风 险 ；Patricia M,
Noman［10］认为，在合作创新的知识共享过程中，一个公司

把自身的关键技巧和知识暴露给联盟伙伴，就可能导致被

盗用或模仿，合作创新的隐性知识转移创造了导致公司经

历“边界悖论”的环境，如果知识发送方投入的知识产权或

者合作创新所产生的新的知识产权为知识接收方所挪用

或盗用， 知识发送方为顾客创造独特价值的能力将被削

弱，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的吸引力也会降低，更甚的是影响

它的竞争能力。因此，公司在进行合作创新时，必须平衡知

识共享和知识保护之间的关系。

2 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对策

为了促进合作创新的健康运作，就有必要对合作创新

中由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进行防范和控制。
对于知识发送方来说，可以采取以下防范对策：

（1）慎重选择合作创新项目及合作伙伴，降低合作创

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任何一个认为自

己能够做好每件事情并且不需要从其它公司学习的组织

都是极其无知和愚蠢的，你不得不承认其它企业在做一些

事情上比你了解得多得多，它所了解的就是你能从它那里

所学到的 [18]。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合作创新成为企业提高

自身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但对合作创新项目或合作伙伴

的选择一定要慎重。 Troy J.Campione［6］认为，合作研发必须

重视 5 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个就是要选择合适的合作项

目。例如，要使合作创新成功运作，就必须考虑合作创新项

目和企业内部研发努力之间的接近程度 [17]，而许可协议在

某些情况下提供了一种为两个公司克服这两种障碍以及

在一起工作的联系手段 [19]。 与此同时，还必须慎重选择合

作伙伴，有些公司参与合作创新项目的目的可能是对合作

伙伴的隐藏信息感兴趣 [9，12]，这种合作伙伴不仅不利于合

作创新的顺利进行，还会加剧隐性知识转移中的知识产权

风险。最好能选择那种资源互补的合作伙伴 [9]，或者具有满

意合作经历的伙伴 [20]，这样就能降低合作创新中由隐性知

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从而提高合作创新绩效。
（2）加强企业知识共享机制，强化员工激励方案，减少

关键员工的流失，并降低员工流失带来的知识产权风险的

影响。 在当今的竞争环境中，一个人变换公司的概率要比

预期的大得多，把机密暴露给内部员工的风险有时并不亚

于外部员工。 因此，在合作创新中一定要注意关注这些掌

握关键技术的员工的流失 [6]。从知识发送方的角度看，一方

面要加强企业内部知识共享机制，使得重要的隐性知识能

够为更多的其他员工掌握。 这样，即使掌握某一隐性知识

的员工流失， 也不会对企业的知识产权带来太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要从制度、激励方案方面加强对重要员工的激励

和支持， 使得企业的命运和员工个人的发展有机结合起

来，从根本上减少重要员工的流失以及相应的知识产权风

险。
（3）完善合作契约合同，减少关键员工和相关知识产

权的流失。合作创新中的隐性知识转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知识产权风险，为此 Troy J.Campione［5］认为，保证合作创新

顺利进行的 5 项内容之一就是要定义清楚并且包含比较

完整的契约项目内容。 合作契约内容的制定包括很多，从

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角度来看，主要是对企

业关键员工以及合作创新所涉及的各种知识产权的规定。
一方面，合作契约必须明确规定在合作的过程中以及合作

创新完成的某段时间内，不能够互相“挖人”，一旦出现“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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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现象，就必须给予对方惩罚性的补偿；另一方面，当关

系风险很高时， 就必须从协议上限定知识接收方所接触的

各种技术的范围，最好局限于被专利化的编码化技术 [9]，并

对所接触的知识发送方的人员进行严格限制。 这样，就能

够尽量减少关键员工和相关知识产权的流失。
（4）加强企业自身（包括员工）的保密意识，减少隐性

知识转移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知识产权风险。对于知

识发送方来说，要减少合作创新中因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

知识产权风险，一个关键的措施就是要加强企业自身（包

括企业员工）的保密意识。由于隐性知识转移是通过师徒、
参观、亲身实践、面对面交流等各种人员交流方式进行的，
这种转移方式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

是无意识的，为了减少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从企

业角度来看，就必须强化整个组织的保密措施，对企业所

拥有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产进行保密等级的划分，在此基

础上对知识接收方人员所能接触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进行相应的限制；另一方面，要加强企业员工的保密意识，
经常对企业员工进行保密教育，使得员工真正认识到保密

工作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并把这种意识转化为保

密行动。这样，在合作创新的隐性知识转移中，企业员工就

能够尽量避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泄露企业的知识产权，从

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促进合作创新的

顺利进行。
（5）采取外部防范措施，寻求长期合作机制，减少合作

创新中隐性知识转移的机会主义行为。尽管合作创新中的

隐性知识转移存在着知识产权风险，但仍然有一些外部措

施可以被用来减少这种风险的产生。对合作创新产生的共

同知识，可以通过及时的专利申请或商业秘密的保护等法

律手段来防止其被挪用 [5]，也可以通过政府或第三方的监

督来减少隐性知识转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上面的措施在

短期之内能够减少合作创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

产 权 风 险， 但 从 长 期 的 角 度 来 看 并 不 见 得 有 效 。 Jong-
Tsong Chiang［20］运用博弈论研究表明，如果有特别满意的

合作经历， 企业就有可能寻求更多的研究与开发合作计

划。为此，合作创新双方如果能够寻求一种长期合作机制，
就能从根本上减少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

（6）定期或不定期对合作创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

知识产权风险进行评估，为合作创新项目的运行及隐性知

识转移方式的选择提供决策依据。合作创新中的隐性知识

转移存在着知识产权风险，这是不争的事实。 合作创新的

知识发送方可以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防范和控制，但并不能

从根本上消除合作创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

风险。这就要求知识发送方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合作创新中

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进行评估，在评估的基

础上不断调整合作创新及隐性知识转移的方式或方法，从

而在短期内把合作创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

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保证合作创新项目的有效运行。
（7）对合作创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

管理不断进行总结，为今后合作创新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

经验和教训。 企业会多次与不同的企业进行合作，每次合

作创新对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管理都有一

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一定要及时对这些成功的经

验和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 这样在以后就能够少走弯路，
促进合作创新项目的顺利进行。

3 结语

本文依据主客体对合作创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

知识产权风险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防范

对策，从而有助于合作创新的健康运作，但还存在着一些

值得继续研究的地方。 具体如下：①尽管对合作创新中隐

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进行了分析，但并没有详

细分析导致这些风险产生的影响因素，这对于合作创新企

业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显然不利； ②合作创新企业的人力、
物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于合作创新

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这就要求对合作创

新中隐性知识转移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进行评估，从而挑

选重点风险进行监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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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ompany to acqui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t is inevitable to transfer tacit knowledge, which mak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s more obviously. Therefore，the article explor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s in tacit knowledge transferring based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rom the views of knowledge senders
by subject and object, and provides some controlling countermeasures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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