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在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演进的新时代, 知

识的生产、传播、交换和利用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量。随着知识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 知识管理在管理

中已经被摆到首要的地位。学习型组织理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全新的管理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一

经产生 , 就立即引起了西方管理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

关注。从此 , 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业界 , 对学习型组织的探

索不断增多 , 由此也丰富了学习型组织理论。近年来, 我国

不少企业也对知识管理与创建学习型组织充满兴趣。但

是 , 真正开始演练的企业并不太多 , 不过有望在不远的将

来形成一个热潮。知识管理和学习型组织具有不可分割的

密切关系, 学习型组织是知识管理得以实施的载体之一 ,

而知识管理又是学习型组织的核心和精髓所在。本文将对

二者的整合动因进行分析, 进而对二者的整合阶段进行划

分。

1 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织整合的动因

1.1 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提高学习与管理知识的能

力

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使得经济越来越构筑在

知识的基础之上。现在, 发达国家知识工人与产业工人的

比例已经达到了 3:1。劳动力已从生产制造业转向“智力制

造业”。知识和学习日益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 , 持续的

学习和知识成为财富创造的关键原材料 , 也成为企业和个

人力量的源泉 [1]。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 , 所有公司中各个

层次上的员工都将面临捕获知识、开拓创新、勇于实践、超

越自我的挑战; 领导者的工作将是创造一个让员工成长并

运用知识的环境。

1.2 企业内部提高核心竞争能力的迫切需要

未来的企业 , 经验将被学习能力所取代。21 世纪是学

习的时代 , 只有学习才能生存 , 只有学习才能发展。员工的

学习能力是员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 组织学习能力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企业未来唯一持久的竞争优

势 , 就是具备比竞争对手更强的学习能力 [2]。因此 , 企业自

身最核心的竞争力 , 取决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独特

的系统化的核心知识。而知识这个核心要素在企业内部只

有通过学习才能形成和发展, 具备这种能力的组织才叫作

“学习型组织”。

1.3 企业知识管理与组织学习不可分割

组织学习可被分为 3 类 : ①显性知识学习。外部资源

中的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 企业只有通过自己的学

习 , 才能真正懂得并去应用这些知识。这些知识是企业生

存发展所必需的, 否则企业就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

淘汰。②过程学习。即向经营活动学习 , 该学习能力的强弱

决定了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增值的知识的大小。也就是说 ,

不同的企业 , 由于学习能力不同 , 因而从类似的经营活动

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不一样的。这些经验教训属于企业核

心能力的范畴, 能够让企业在以后类似的经营活动中获得

竞争优势。③隐性知识学习。主要表现为员工之间的相互

学习。参与经营活动的人员总是占有较多的从经营活动中

学习到的企业竞争能力类知识, 这类知识可能对企业其它

部门的工作也有意义 , 因而要通过内部学习来扩大竞争能

力类知识发挥作用的范围 [3]。

由此可以看到 , 学习型组织是实现知识流动的最有效

的组织模式。知识管理只有通过组织学习 , 才能让知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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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并发挥作用。知识管理和学习型

组织整合将是有效的管理模式之一。

2 分阶段整合新思路的提出

既然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织的整合有其深刻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要求 , 那么在实践中 , 我们如何来进行实际操

作呢? 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织的整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

程 , 涉及到 组 织 文 化 、组 织 结构 、知 识 共 享 与 组 织 学 习以

及组织战略等领域 , 可以说渗透到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方

方面面 , 这很容易使企业感到无从下手 , 找不到整合的切

入点。本文从稳定性、适应性、可持续性与成熟程度等角

度对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 织 的整 合 阶 段 进 行 纵 向 分 析 ,

创造性地把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织的整合过程分为 4 个

阶段 : 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持续发展阶段。如

图 1 所示。

图 1 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织整合的演化阶段

3 分阶段的整合分析

3.1 起步阶段的整合分析

在这一阶段 , 无论企业存在的时间长或短 , 其在知识

管理与学习型组织整合的进程中 , 都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组织的状态是: 组织中的知识资源处于散乱、无

序的状态 , 组织中的学习活动一般是自发的、不正规的 , 企

业按照“头痛医头 , 脚痛医脚”的方式发展基本习惯和业务

流程 , 仅在问题出现时才力争解决问题 , 整个组织表现为

僵化的、无意识的习惯性行为和创新无力。在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环境下 , 企业越来越感到压力的存在 , 在知识信

息爆炸式发展的背景下 , 企业意识到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

组织变革。于是组织内部开始了观念上的整合 , 开始探讨

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织的内涵与精髓 , 重新确立组织的价

值观 , 重新塑造组织文化 , 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这

一阶段整合的特点如下 : ①知识资源处于散乱、无序的状

态; ②学习活动是自发的、不正规的; ③重新确立组织的价

值观 , 启动整合的导向理念; ④重塑组织文化 , 为整合构建

软环境平台。

3.2 发展阶段的整合分析

在这一阶段 , 组织内从上到下已经意识到了知识管理

和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必要性 , 组织价值观、组织文化塑造

的震荡整理阶段已经基本结束, 开始走上发展阶段。由于

新的价值观和组织文化的影响, 组织逐渐意识到目前的组

织结构僵化、缺乏弹性 , 已不能适应组织今后的发展要求 ,

传统的组织结构严重地阻碍了知识和信息在组织内部的

有效沟通和流动 , 阻碍了组织成员之间的学习和知识共

享, 导致信息不对称、工作效率低下。于是组织进入到结构

整合的过 渡 阶 段 , 通 过 项 目小 组 和 工 作 团 队 等 先 进组 织

形式的建设 , 变传统的组织结构 为 扁 平 化 、网 络化 、柔 性

化的全新组织结构。但这种新的组织结构还处在初建阶

段 , 需要在后续阶段不断磨合、改进和完善。这一阶段整

合 的 特 点 如 下 : ①组 织 文 化 整 合 走 上 发 展 阶 段 ; ②组 织

学 习 与 知 识 管 理 水 平 稍 有 提 高 , 但 变 化 不 大 ; ③意 识 到

目前组织结构对组织发展 的 制 约 性 , 为 组 织结 构 整 合 创

造条件 ; ④进行结构整合 , 但新 结 构 处 于初 建 阶 段 , 亟 待

完善。

3.3 成熟阶段的整合分析

在这一阶段 , 组织成员对知识管理和学习型组织内涵

的理解将更加透彻 , 组织成员逐步建立起共同的愿景 , 组

织文化亦逐步走向成熟。同时组织开始整理散乱、无序的

知识信息资源 , 建立知识库和知识编码系统 , 探索组织学

习和知识共享的模式与机理, 促使知识在组织内部良性循

环流动。简而言之 , 组织开始了组织学习与知识流动的整

合过程。组织开始把学习纳入日常工作中, 设计合理的知

识流程 , 并逐步研究组织学习与组织知识流动的最佳整合

模式。这一阶段的实践活动也使组织前一阶段建立起来的

新的组织结构在实际运作中不断得到修正 , 更加趋于完

美。最后 , 组织也开始根据所掌握的有关环境变化的知识

和对环境变化的预测 , 不断调整自己的习惯 , 开始组织战

略调整的尝试。但这一阶段的组织学习和知识流动 , 与企

业的长期发展战略之间尚缺乏明确的联系。这一阶段整合

的特点如下 : ①组织文化整合走向成熟阶段 ; ②探索组织

学习与知识共享的模式和机理 , 寻找组织学习与知识流动

的最佳整合模式 ; ③组织结构整合日臻完善 ; ④开始把学

习纳入日常工作中 , 但组织学习与企业战略尚无明确的联

系。

3.4 持续发展阶段的整合分析

这一阶段是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织整合的高级阶段。

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以及组织学习与知识流动等方面的整

合都将趋于成熟, 整个学习型组织框架基本建立起来。更

重要的是 , 这一阶段的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水平已经进入

高级阶段 , 它们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及经营目标紧密地结合

起来 , 并被纳入组织战略体系当中。事实上, 这时的组织战

略就是围绕企业的经营目标 , 运用知识管理和组织学习来

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此外 , 企业考虑如何通过

有效的监测和评估来维持组织的有效运作 , 并且能够通过

有效的反馈机制来不断地自我净化与完善 , 尽可能地创造

宜人的内部环境 , 并通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 形

成共生关系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这一阶段整合的特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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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①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以及组织学习与知识流动整合

等方面都达到成熟; ②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的整合和企业

发展战略、经营目标紧密结合; ③建立有效的整合监测、评

估和反馈机制 ; ④通过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形成共生关

系 , 获得持续发展地位。

综上所述 , 本文对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织整合阶段的

划分 , 有利于企业自我定位 , 找到整合的切入点 , 逐步完成

知识管理与学习型组织的整合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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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 , 要在现代经济环境中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

的关键因素是知识。在结盟过程中, 联盟一方面将具有不

同知识和技能的企业组合在一起 , 为企业创造了向结盟伙

伴学习的机会 , 提高了企业在联盟内外的议价能力 ; 另一

方面 , 结盟企业也面临着把自己的关键知识暴露给对方的

危险。[1]因此 , 企业如何防范由于疏于知识保护而导致关键

知识在联盟过程中被泄漏的风险, 是知识管理和战略管理

领域中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

虽然联盟过程中知识泄露的风险防范是一个重要问

题, 但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有限: 国内对知识管理

的研究很多, 但大多集中在单个企业的环境中, 对跨组织界

联盟中知识泄漏风险及其防范问题的
理论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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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联盟将具有不同知识技能的企业组合在一起 , 为企业创造了从结盟伙伴中学习的机会 , 但与此同

时, 结盟企业也面临着把自己的关键知识暴露给对方的危险。对当前防范知识泄漏风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证

分析进行了评述, 分析了各种方法和模型的理论依据和局限性。

关键词: 战略联盟; 知识管理; 风险管理; 知识保护; 知识泄漏风险

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7348( 2008) 08- 0177- 05

收稿日期 : 2007- 01- 12
基金项目 :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20040698027)
作者简介 : 马亚男 ( 1971~) , 女 , 重庆人 , 博士 ,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 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知识管理和财务管理 ; 王海珍

( 1982～) , 女 , 宁夏彭阳人 ,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

第25卷 第8期

2008年 8 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5 No.8

Aug.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