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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虚拟企业知识管理和契约网络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契约网络的虚拟企业知识管理模型。该模型 

是以知识仓库为中心的知识管理系统，强调中心协约人的作用，形成知识型虚拟组织结构，消除了某些影响虚拟企业知 

识管理的因素，提高了知识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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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管理概述 

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 

和管理理论，是提高企业整体知识水平、竞 

争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方法。知识管理是 
一

个复杂的过程，它包括知识的有效识别、 

获取、处理、吸收 、存储 、开发、利用和共享。 

知识管理的重点是有效研究和开发知识，促 

进知识在员工中的交流与共享，实现隐性知 

识的显性化。 

知识管理的一般框架模型(Framework 

Mode1)包括信息技术支持系统 、知识管理过 

程的实现(知识识别、搜集、组织、集成整合、 

共享、应用和创新的动态过程)、知识管理的 

战略环境(战略规划、组织结构、企业文化、 

综合测评等)3个层次『l1，如图 1所示。 

知识管理的战略环境 

(战略规划、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综合测评) 

知识识别 知识组织 知识共享 知识应用 

0 r'- 0一 ◆ 0[-- 0 
知识搜集 集成整合 知识推进 知识创新 

信息技术支持系统 

图1 知识管理的框架模型 

这一框架模型有助于理解虚拟企业的 

知识管理问题。虚拟企业的知识管理同样也 

需要战略、知识、文化和技术的支持，因此相 

对应的虚拟企业知识管理的一般框架模型 

也可分为 3层：知识管理战略层、知识管理 

业务层和知识管理技术支撑层。 

2 契约网络基础上的虚拟企业知识 

管理 

2．1 基于中心协约人的契约网络的提出 

由于虚拟企业不单纯是企业，又不单纯 

是市场，而具有“半企业、半市场”的特性回。 

从契约的角度考查 ，王端民[21认为虚拟企业 

是在契约化的市场上的“准市场性企业”。他 

因此提出了一种特殊的“三方规制结构”，区 

别于威廉姆森的“双边规制”和理查德森的 

“混合规制”。所谓“三方规制结构”，就是指 

建立一种有组织的市场 ，将一个企业在多次 

交易中所涉及的交易对象包括在内，多个主 

体在一个中心协约人的监督和协调下具有 

共同性质的契约。这个中心协约人就是这个 

有组织市场的成员企业的公共仲裁人。这个 

“三方规制结构”可以通过契约网络来实现， 

如 图 2所示。 

契约即是合同或协议，在“三方规制结 

构”上的契约网络指的是虚拟企业中各合作 

伙伴与中心协约人和他们之间签订的“多边 

规范”、合同或协议 ，由于这些规范、合同或 

图2 契约网络 

协议涉及所有参与虚拟企业的伙伴，且数量 

众多，同时又受到中心协约人的监督，而且 

各合作伙伴在虚拟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又 

有差异 ，从而使得相互之间签订的多边规 

范、合同或协议 ，具有多边性 、层次性和多样 

性等特点 ，呈现出网络状的契约关系。 

契约网络的组织者或者投资者充当中 

心协约人 ，提供公正的仲裁服务。它通过投 

入一定的专为虚拟企业的组建而设立的一 

些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和服务 ，为交易各方 

提供公平 、公正 、有序的交易环境，并由此获 

取收益。因此，它会监督交易各方在交易中 

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交易是否是平等 自愿 

的，并通过各种手段惩罚机会主义行为和不 

正当竞争。各成员企业必须与中心协约人签 

订契约后进入此契约网，此契约网络形成虚 

收稿日期：2oo5—03—10 

作者简介：何华(1974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与知识管理；王明(i954-)，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信息重组与企业组织、流程重组的联 

系、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与知识管理。 

2005·12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1 17 



 

●■E叠l嚣赫 ；量强嘲器矗强■嗣隧匿蜢 

拟企业合作对象库[21，对象库中的成员必须 识管理系统，知识管理系统有助于知识不同 享问题的研究为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 KMS 

遵守长期的契约关系，而一旦发现市场机 方式的转化，并通过不断的循环学习、组织、 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有益的借鉴
。 

遇，此对象库中的一些具有互补能力和资源 集成 、整合后变成知识仓库。知识仓库是契 KMS可由一些子系统组成：系统管理
、 

的成员可以通过签订短期的契约迅速组建 约网络内各成员共同的财富，是知识创新的 邮件系统 、项 目规划
、信息发布、虚拟会所 、 

虚拟企业。短期的契约关系随此次的市场机 源泉。在这一知识传播和共享的过程中，中 知识评估 、绩效考核
、知识地图、知识挖掘 

遇的消失而解除，但长期的契约关系将在下 心协约人担负的是知识管理系统和知识仓 等。每一个子系统完成特定的功能
，是在互 

一 次合作中继续生效。 库的管理 、维护和更新作用 ，同时要对所产 联网的基础上，为了保证知识在整个系统中 

2．2 契约网络上的虚拟企业知识管理模型 生的知识进行评估，并进行产权保护，平衡 顺利流动而构建的。各成员在知识管理系统 

目前，国内系统地研究虚拟企业知识管 信息资源的收益问题，建立绩效考核体系 ， 的基础上利用螺旋学习模型可以有效地实 

理的论著还比较少。如杨晓非认为知识管理 努力培育一种鼓励创造知识 、分享知识的良 现虚拟企业知识转化的4个过程：社会化
、 

是虚拟企业管理模式的必然选择，并提出了 好环境。 外在化、组合化、内在化。这 4个过程是相互 

、 虚拟企业知识管理的内容和要素 ；齐二石 、 (1)知识仓库(Knowledge Warehouse，KW1。 推进 、循环反复、螺旋运动的持续过程
，它提 

刘传铭等分析了虚拟企业的运作流程和特 中心协约人根据本契约网络的特点，在各成 高了知识的利用效率
， 创造了新的知识 ，提 

性，根据对应的知识管理功能的需求 ，设计 员企业的帮助下建设一个知识仓库。关于知 高了各企业的竞争能力。 

了虚拟企业知识管理的系统架构 ；成桂芳 识仓库这一概念 目前还属于探索阶段，还没 (3)影响虚拟企业知识管理的若干因素
。 

则提出并建立 了一个能促进企业内部以及 有统一的定论，但是有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开 Chung·Jen Chen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 

各成员企业之间知识共享和流动的管理框 创性的研究161。知识仓库是一个特殊的信息 真实的数据和实例 ，证明了3个变量 ：知识 

架151。他们都对虚拟企业知识管理问题作出 库，库中包含的不仅是数据和信息 ，还包括 的属性 、联盟的特点和企业吸取知识的能力 

了有益的尝试和探讨。在这里，本文尝试提 相关知识的语境和参考。通常收集了各种经 与知识传递效果的关系，在理论上对知识传 

出的是一种基于契约网络的虚拟企业知识 验、备选的技术方案以及各种用于支持决策 递综合模型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笔者认为， 

管理模型，如图 3所示。 的知识 ，并且 可以通过模式识别、优化算法 企业文化、知识特点、信任和冲突等也都是 

虚拟企业需要从全局角度来综合各个 和人工智能等方法对知识进行挖掘、分类， 影响虚拟企业知识传递的因素。契约网络上 

知识领域，调动各成员企业 的研发、产品设 提供决策支持。不断更新的知识仓库是知识 的知识管理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这 

计、产品制造 、营销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来 创新的源泉，知识仓库中的知识质量是管理 些因素的影响。网络中各成员之间会存在文 

解决问题 ，响应市场需求 ，这就需要一个实 的重点 ，必须不断周期性地更新和完善。中 化上的差异 ，在中心协约人的协调和成员企 

现知识交流的平台。此知识管理模型搭建了 心协约人要成立专门的知识管理专家组，定 业的共同努力下，这种知识管理模型可以创 

一

个交流的平台，建设了一个以知识仓库为 期对知识进行评价，保护知识产权 ，剔除冗 造一种鼓励合作和交流、鼓励创新和分享知 

中心的知识管理系统，形成了知识型虚拟组 余和过期的知识 ，实现知识的有序化 ，方便 识的氛围，促进相互间企业文化的融合与沟 

织结构，完成了知识联盟。各成员企业间既 检索，加快知识的流动。 通，有助于形成一种扁平化、网络化的新型 

可以直接学习，也可以通过 Internet进行交 (2)知识管理系统(KMS)。有效的知识 知识型组织结构，有利于知识在企业间的顺 

流，交流的信息和知识通过 Internet流入知 管理系统是实现知识共享的保证。由于成员 利传播。各成员企业把诚实和信任作为信 

—_●_■■■■■■～  
企业的软、硬件平 台 条，通过学习与交流，增强企业的学习能力， 

一

— —  

I，．⋯．．1 和应用程序往往是 实现各企业 自身的知识创新。网络中合作伙 

瞄呷一 罩 某 伴问存在矛盾和不协调现象是正常的，模型 ■ ‘。
rI循环学习 I · 容成员的异构性以 可以帮助各成员充分认识冲突

、积极化解冲 鋈哮 』 

达到信 息共享。同 突的负面影响，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保 

稳 时，来 自不同企业的 证合作伙伴间知识的有效传递。 

§ l 厘 酬 H ， 数据可能不一致从 (4)知识型虚拟组织结构。如图4所示， —’ 一 
7 知识管理系统(KMS) 而导致 虚拟企业运 基于契约网络的虚拟企业知识管理模型改 

约 ；_ V 行过程的混乱，因 变了虚拟企业的组织结构，形成一种知识型 
Intemet i ．KMS怀 须傈 组织结构。研发、制造、营销 、财务、人力资源 

k 虚拟企业 中数据传 等专家组来 自契约网络中的各个成员企业
， 。 ≮ 

< 7 输的一致性 ，实现转 各个专家组又通过知识 网络与知识中心相 
％ 

l肌贝 卜广— 竺 卜厂—。 卜、r⋯一一 · 戚员“ 换数据和规范数据 联系，面对市场机遇这些专家组又可以形成 

契 约 网 络 的功能。申德荣 、窦 多个复合团队完成不同的任务。其中知识中 

甘 、土 1巾守 、̂J虚 心由中心协约人组建的知识管理咨询专家 

图3 基于契约网络的虚拟企业知识管理模型 拟企业信息资源共 组成，他们共同为整个契约网络的知识管理 

1 18 科技进步与对策·12月号·2005 



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动态 

联盟的若干问题研究 

任家华，王成璋 

(西南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摘 要：根据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发展现状 ，提出区域网络是实现中小科技企业动态联盟的关键 ，我 国的中小科技企 

业动态联盟应优先选择集聚区域内的企业作为联盟对象；提 出了这种模式的运行机理。 

关键词 ：中小科技企业 ；动态联盟 ；区域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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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的创新能 

力不强 、生产规模不经济 、企业组织“小而 

全”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的发展。针对上 

述问题 ，有的学者研究了企业的动态联盟或 

虚拟组织模式。在动态联盟组织形态下，一 

个企业虽具有制造 、装配 、营销 、财务等功 

能，但在企业内部却没有执行这些功能的机 

构，企业仅具有实现其市场 目标的最关键功 

能。动态联盟下的中小科技企业，只需在一 

个或几个功能上专长化即可，避免了传统模 

式下中小企业组织功能的“小而全”。但是， 

来源于美国的动态联盟难以直接移植到我 

国中小科 技企业之 中_】1。一方面 ，动态联盟的 

有效运作需要完善的市场环境与技术条件， 

例如：高度法制化的经济环境 ，完善的金融 

服务体系，企业间广泛的信任和依赖关系， 

作出贡献。 识管理模型是一个以知识仓库为中心的知 

图4 知识型虚拟组织结构 

3 结论 

本文在契约网络上组建的虚拟企业知 

识管理系统，搭建了一个有利于知识 

流动和共享的平台，减少和消除了某 

些影响虚拟企业知识传播的因素，以 

实现虚拟企业的正常运作。这个模型 

的优点是强调了中心协约人在知识仓 

库、知识管理系统建设和管理活动中 

的作用，形成知识型虚拟组织结构，有 

利于实现各成员企业对知识的有效管 

理和集成，提高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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