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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知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和

竞争地位。知识和知识转移活动嵌入在社会网络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约束。

本文探讨了社会网络的关系要素、结构要素和社会资本对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

在社会网络中，强联结有利于群体内部的隐性知识转移；弱联结作为信息桥，有

知识获取优势，能扩大隐性知识转移范围；结构洞则控制着两端的隐性知识转移；

社会资本通过促进人与人的频繁交流，形成非正式组织，实现隐性知识的有效转

移。明确了这些关系，企业和个人就可以通过改善网络关系和结构，解决隐性知

识转移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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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知识理论认为，企业的能力根源于企业拥有的知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

是企业外难以观察到的隐性知识。由于经济主体行为嵌入在一个具体、实时的社

会联系系统中,知识也是包容在网络与社区中，人们更偏好向网络中的人求助，

而不是文本信息[1]。这样，社会网络就变成了行为主体进行知识搜寻和知识转

移的主要路径与平台。网络结构的特性对知识的传递和转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

试图分析其对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  

  一、社会网络和隐性知识  

  1、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Wellman 指出“社会网络是由某些个体间

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视“网络”为联结行动者的一系列社会联

系或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元素主要有两类：关系要素（指网络参与者的信任与协

作关系）和结构要素（指网络参与者在网络中的位置）。它们都对知识和信息的

流动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网络研究有几个重要的概念：  

  （1）强联结与弱联结。Granovetter 在《弱联结的力量》将联结分为强联

结和弱联结[2]。前者是在职业、地位、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

间发展起来的,后者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强联结是

群体内部的联结，获取的信息和资源常常是冗余的。而弱联结是在群体之间的联

结，有助于获取无冗余的新知识和新信息。  

  （2）结构洞。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主体与有些主体发生直接联系，但

与其他主体无直接联系或关系中断的现象，称作“结构洞”。Burt 认为结构洞

与社会资本有关。主体拥有的结构洞越多，具有的社会资本越多。  

  （3）社会资本。Coleman 认为社会资本指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表现为社会

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 。组织或个体的社会资本数量决定了其在网络结构中的地

位。  

  2、 隐性知识  

  Nonaka 将知识分为两大类：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主观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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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体会, 是不容易运用结构性概念加以描述或表现的知识。显性知识则是可以客

观运用概念加以捕捉或呈现的知识。隐性知识可转化为隐性知识，称为群化，也

可转化为显性知识，称为外化。  

  知识转移是在受控环境中实现知识从拥有者到接受者的传播过程[3]。包括

显性知识转移和隐性知识转移。显性知识转移较为容易，由于隐性知识高度意会，

难以表达、不易交流等特点以及知识拥有者的独占心理，因而转移较为困难。 

二、社会网络环境对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  
  知识和知识管理活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受到社会网络环境的制约。在网络中，隐性知

识以群化和外化两种方式进行转移。无论哪一种方式，社会网络元素在个人、组织、企业等

不同层面上都对转移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1、网络关系要素与隐性知识转移  
  强联结能促进隐性知识在网络中的转移，尤其有利于群化方式的转移。由于强联结包含

着某种信任、合作与稳定，因而能比较容易地传递和转移复杂的隐性知识。首先，强联结能

提升知识转移方的转移意愿。强联结的形成源于历史的协作和知识搜寻的路径依赖，它使得

网络联系、成员间信任不断加强，相互间的帮助意愿也随之增强。因而可以消除知识接受方

被动、不平等的心理感觉,提升其接受意愿,促进隐性知识在两者中的转移。其次，强联结能

提高网络内部的知识市场运行效率。由于垄断、人为稀缺等壁垒，知识往往不能在市场内顺

利的流动和转移。强联结有效地将买方、卖方和中介者联系在一起，以互惠、名望、利他主

义和信任等方式支付价格，推动知识在网络中流动和转移。由于行动者具有相似的社会经济

特征、沟通频繁和相互信任，隐性知识的转移更加有效率。再次，强联结维持着知识转移方

和知识接受方的亲密接触，缩短了双方的距离，从而有利于隐性知识转移。由于隐性知识转

移需要相关背景知识的积累，花费较长时间，重复多次才能完成，转移的关键是通过共同的

活动来体验相同的经验，“边干边学”。强联结为这种学习方式提供了条件。传统的学徒制就

是通过徒弟在与师傅长时期的近距离接触中，观察、模仿师傅的一举一动，不断实践，反复

修正，才最终掌握师傅的经验和技能的。  
  弱联结在隐性知识的转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Granovetter 甚至强调弱联结在社会网络中

比强联结更重要。Hansen 在研究中指出：弱联结对明晰知识的传递更有效[1]。因而对外化

转移方式作用明显。弱联结能在知识结构不同的群体之间起到信息桥的作用，在获取新知识

方面更有优势，弱联结使两个知识领域不相关或关系疏远的局部组织网络联系起来,将不同

局部组织的知识带给对方，有利于改善组织的知识结构，增强知识积累，提高群体的转移或

吸收能力，扩大知识转移的范围。  
  2、网络结构要素与隐性知识转移  
  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其获取知识与信息资源的能力。参与隐性知识转移的主

体在网络中的位置不同，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也不同。  
  （1）结构洞位置。一个网络中最有可能给组织带来竞争优势的位置，位于横跨了关系

稠密地带之间的结构空洞上。占据结构洞的知识转移方或接受方，有机会接触到两种异质的

信息源，具有信息获取和相对控制优势，可以扩大自身知识存量，提高知识转移或吸收能力，

促进知识的转移。但对结构洞两端的行动者而言，隐性知识的转移需要通过中介来实现，这

就增加了转移的距离，给知识转移带来困难。  
  （2）中心点位置。行动者由于参与一系列的重要联结在网络中所占据的战略位置。此

位置的行动者与网络中较多成员有所关联, 对网络中资源流向具有支配权，可以更快的获取

各方面的信息与技术支持，拥有较多的非正式权力与影响力。知识转移方或接受方处在中心

点的位置，具备较好的知识转移环境，能够有效的获取知识。此时，知识转移效率更大程度

取决于转移意愿和吸收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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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边缘位置。这是与网络内部成员联系不紧密的处于网络外围的位置。从局部来看，

它对本网络结构的形成或维持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从更宽广的范围来看，处于边缘

位置的行动者拥有更多的弱联结，受本网络的约束程度很低，有机会与外部网络建立联系，

接触到外部异质的信息源，是将外部知识带入内部网络的枢纽，在两个网络间充当着信息桥

的角色，推动知识在更大范围的流动和转移。  
  3、 社会资本与隐性知识转移  
  社会资本常常用来描述知识转移优势，它与网络中成员间的联结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

成员联结由弱变强的过程也是社会资本发展的过程, 二者本质一样, 都是成员间信任的培养

过程, 都产生于社会网络的互惠、期望[4]。在社会资本水平高的网络中,成员间建立起长期、

稳定、平等互惠的知识协作关系, 愿意在协作中耗费时间和成本为合作者传授默会知识和技

术诀窍，因而形成稳定的知识转移通道。这有助于降低知识转移成本,加速信息和知识等资

源的流动,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  
  社会资本在个体、组织、企业等不同层面发挥作用。对企业而言，社会资本推动企业之

间的合作交流。在个人层面，能推动人们频繁非正式交流，形成非正式组织。研究表明, 非
正式的团队组织对转移和共享隐性知识作用突出。据调查,员工在工作场所所获取的知识中,
有 70 %来自与非正式团体成员的交流和沟通.由于不必受到种种限制，因而往往比正式的传

播渠道更有效。  
  三、结论 
 经济社会中，隐性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之源，隐性知识的转移受到特定的社会网络的制约。

在社会网络中，强联结有利于群体内部的隐性知识转移；弱联结作为信息桥，有知识获取优

势，能扩大隐性知识转移范围；结构洞则控制着两端的隐性知识转移；社会资本通过促进人

与人的频繁交流，形成非正式组织，实现隐性知识的有效转移。明确了这些关系，企业和个

人就可以通过改善网络关系和结构，解决隐性知识转移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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