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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敏捷 企业被认为是适应 21世纪快速 变化市场的企业模式。作为一种知识型企业，知识成为其战略性资 

源，知识管理成为其主要的管理方式．．分析了敏捷企业知识管理的动因；阐述了基于网络基础之上的敏捷企业知识管 

理的主要机理：知识收益成 n。倍递增、知识的使用成本成倍递减 、知识使用的正反馈、高度的知识共享、高效的知识创 

造、高度的知识集成等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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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关于敏捷企业的内涵目前尚未取得一 

致的认识，一般是指建立在网络经济 、知识 

经济、现代职业教育基础之上的，针对快速 

变化的市场，以敏捷动态优化的组织形式， 

能迅速响应客户需求，生产出低成本 、高质 

量的定制产品，保持对环境较高的适应能力 

的企业模式，其核心要素是敏捷化的组织、 

技术和人员3者的高度集成。由于敏捷企业 

运行在网络经济、知识经济基础之上，知识 

劳动是其基本的劳动形式，知识、信息和智 

力资源成为敏捷企业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企 

业的智力资产成为创造利润的源泉，知识管 

理成为敏捷企业的主要管理方式，因此，研 

究敏捷企业的知识管理动因与机理对于认 

识敏捷企业的运行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知识及其特性 

(1)知识与信息、数据。它们是相互联系 

的不同概念。世界银行在《1998年世界发展 

报告——知识促进发展》中指出：数据是未经 

组织的数字、词语、声音、图像等；信息是以有 

意义的形式加以排列和处理的数据 (有意义 

的数据)；知识是用于生产的信息(有意义的 

信息)，信息经过加 [处理、应用于生产，才能 

转变成知识 除了OECD分类方法外，根据 

管理形式、编码形式、思维形式、传播形式及 

作用的不同，知识町以分别分为隐性矢̈识、显 

性知识；可编码知识、不 订I编码知识；有意识 

知识、无意识知识；意会知识、言传知识；核心 

知识、互补性知识和替代性知识。 

(2)知识的特性 作为企业的一种资源 

和无形生产要素，知识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收益递增性 知识作为一种资源，与其 

他物质资源相比有一个 蔷的差别，即知识 

资源具有收益递增性 识资源的反复使用 

和消费不仅不会使知识损耗减少，而且还会 

使知识增值 比如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规 

律，作为知识，尽管千万次地被人运只j，不仅 

没有损耗，反而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 

l②知识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知识产 

品的生产者很难把知识创新的成果占为己 

有，知识创新者如果不把创新成果公开，那 

么他的知识创新将不会得到承认，p 而，也 

就失去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意义。但如果把科 

学发现和知识创新公之于众，那么任何人皆 

可在不付费的情况下使用之，这种“搭便车” 

行为又会大大挫伤知识生产者的创新积极 

性 ，因此，在知识生产领域 ，必须通过知识的 

自然特性做到有效保密，并允许知识创新者 

利用知识产权形式把知识成果占为已有，从 

而再通过市场机理获取收益 

⑧离散分布性。由于掌握知识特别是隐 

性知识的人的分散状态，形成了知识的离散 

分布性。知识的语境依赖性和意会性 、人的 

有限理性决定了社会或组织中的知识不可 

能以集中的形式存在于单一头脑中，而只能 

由那些处于特定语境中的个人或团队分散 

化地掌握： 

“知识问题”一由冯·哈耶克引入经济 

学，它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尽管人们作出 

了很大努力，但有限知识这一问题依然是人 

类存在的核心苦恼和稀缺的构造性原因”， 

“人类的无知及其应付无知的办法 (虽然很 

不完善)成了绝对的中心问题”： 

⑧共享性 知识是少数在分享的情况下 

才能快速增长的资产之一 知识的交流不同 

于实物的交流，实物的交流的一方失去正是 

另一方所得，而知识的交流，一方得到另一 

方并未失去，知识可以分享 

2 敏捷企业进行知识管理的主要动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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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是企业在面对环境的日益加 

剧的不连续性、高度不确定性和未来的不町 

预测性背景下，以人为中心，以信息资源为基 

础，以技术为手段，以创新为目的的系统化的、 

组织化的识别、获取、开发、使用、存储和交流 

企业所需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提高核心竞争 

力的思想和活动，所以知识管理有3个要素： 

人、信息资源以及技术手段” 敏捷企业作为 

运行在企业内部网(1ntranet)、企业外连网(Ex— 

tranet)、特别是lnternet、国家企业网基础之 

上的、应对快速变化市场的 2l世纪企、I 模 

式，由于具备了知识管理的全部要素．因而 

能够很好地进行知识管理，其主要动因有： 

(1)应对快速变化市场的需要：2l世纪 

的市场以日益加剧的不连续性、高度不确定 

性和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为主要特征 市场 

的快速变化要求企业能够根据需要快速地 

获得、共享 、创造多种形式的信息和知识 这 

迫使经营活动以更短的市场周期来进行 凶 

此必须能够比以前更快地制定、改变和放弃 

商业计划：企业要适应这种变化，除了“硬要 

素”如组织 、生产线、技术等要实现敏捷化、 

柔性化、动态化，可重构、可重组、可重用以 

外．以知识为基础的“软要素”如人员、制度、 

文化、关系等知识系统也必须保持敏捷化、 

柔性化、动态化，知识管理就成为企业至关 

重要的应对快速变化市场的主要策略和管 

理方式： 

(2)有效地进行知识资本运营的需要： 

2l世纪，知识成为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经 

济增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乍 

产、扩散和应用。知识取代了传统生产要素 

土地(Land)、劳动(1abor)、资本(capita1)和 

企业家身份 (entrepreneurship)(A，S。A。du 

Toit，2003)而成为关键性的生产要素：据测 

算，国际上先进企业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 

的比重已高达 l：2～3，美国在 1995年度许多 

企业的无形资产的比重达到 T 50％～60％ 

知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发动机和价值增长 

的加速器=知识在社会劳动力结构中的比重 

增大的趋势是另一个明显的例证．见表 1一 

表1 不同年代劳动者构成比例 

资料来源：德鲁克、蔡久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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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企、ll，作乃 2l I 纪的知 型 业 ， 

知识成为 报舂 资源和管理对象，知识资 

本的规模直接决定打其砍本觇模和收益，知 

识管理的成败卣接决定着 业的兴衰 效 

地运营知 资本是敏捷 、I 资本运营、价值 

管理的主要内容和 ‘ 

(3)冉效 运什的 要 列信息流、知 

识流的仃效 ’理足敞捷 业运行的基础：敏 

捷企业址高 竞 -J岛 协同的对立统 一 

物．是随行f． ， 、技术发展刮一定阶段而 

超竞争的产物 敏捷 内部 外部伙伴之 

间的高 协『u1缱 |厂 充分的信息共享、知 只 

共字的钵础之 必须 信息流、知识流的 

有效运 为坫础 

(4)适应令球化j1：境F埘客 关系管理 

的需要 敏捷企、I 的组 边界是摸糊的．{} 

核心业务外包、全球 造、全球销售、大规模 

定制足 基小的运f1： ‘ 在这种情况 卜． 

客户关系变得至关 ．不仅决定着企业快 

速响应巾场 、从而赢僻优势的能 力．而 且直 

接决定荷企业战略远毓和目标的 现 而支 

撑客户关系有效运¨的．则是企业构建的客 

户关系知识系统 客广】天系知识成为敏捷 企 

、 的 贵资源 

(5)何设地开发人力资本的需要．．人力 

资本是 识资本最 要的部分．知识管理最 

基本的 务足进 人力资源的开发 在敏捷 

氽业时代．离素质的 r=成为企业最根本的 

组成芟粜之 一．隐 知识的交流 、共享 、融 

合、创新成为企业保持卡襄心竞争力的关键 

但由于员工的流动性增强．使敏捷企业比以 

往仟何时候都需要获得交流、共享关于 

Know—w[io等力‘面的知识 在敏捷企业中．除 

了少数核心技术人 i是卡̈对稳定的以外，其 

它多数人员根据项目，财务的需要到社会人 

才库系统聘用一这样一种人才结构和工作范 

围的全球性决定 j-f 作人员具 移动性和 

地理上的分散性 代人员的流动趋势可以 

说明这---问题 埘4家荚国最大的会计和咨 

询公司调金显示，任fEfnJ一个给定时间里，郜 

有差不多50％的 f 作人 或是处于工作的 

第一年．或足处于最后一年 在这种环境下， 

通过知识管胖有效地外发人力资本就成为 

业的一项艰巨的战略仟务 

3 敏捷企业知识管理的主要机理 

敏捷企业运行仡较为完备的网络基础 

之 I二．由于网络机理的作用，使基于网络的敏 

捷 业衙牛

(1)知识的收益成 倍递增机理：即悔 

特卡夫法则一陔法则认为，网络的价值等于网 

络结点数的平办 这说明．基于网络的知识 

收益．随着使_rfI对象和次数的增加呈指数增 

加 梯斯曾总结⋯ 牛知识收益递增性的 4 

方面原因．即标准和M络的外部 、消费 锁 

定效J、 、巨大的 旨成小、 产 学习放嚏 

(2)知 5的使川成小成倍递减机理 ：知 

识形成之后的使H]成小撇其低廉． 且随 

使用对象和使用次数的增加而降低 知识通 

过『“]络共享．交换．分摊前置资本．使这种递 

减仉j单得以放大化 in H，还克服 J 时 限 

制．使知识的使用 }‘分便捷、成本}及其低廉 

(3)知 ’只使刷的正反馈饥 ：在敏捷企 

业时代．基于网络的知’』l町以 f‘分低廉地从 

一 种 产过稃转_rfI剑 一个牛产过程．使知 

识的使_}_fj呈现范 特点．范围越广泛 其 

经济投入越低，收益越- Ⅱ随着网络化程 

度的提高，知识住乍产过 中投入的比重增 

大 ．这种转用的范 经济性就越强 其结 

是“强者更强”、“弱暂更弱”、 家通吃” JI 

反馈机理与收益递增规律有某些相同的地 

方 但足．收益递增觇绰侧重于单他知识使 

用的收益．而j卜J乏磷饥 则侧重于知识的使 

用范围(r 场占何串) 

(4)高度的知 机理 美国《稿m 

斯》认为知识管理主要是指“运用集体的智 

慧提高创新和廊变能力，为企业实现显性知 

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 知识共 

享是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 敏捷企业的知识 

共享至少应当解决蚶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 

是解决好对知识提供者的激励问题 这必须 

创设一种有效的激励机理一一是解决好信仟 

问题．没有充分的信任．是不可能实现个人 

之『日J、团队之『日J、合作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 

的．特别是共享核心知识、隐性知识、意会知 

识．必须有信任机 作保障 通过对知识提 

供耆所提供知识的测度、创设激励氛 、以 

及精神、物质利益的激劢机制，可以文现仃 

效的激励 信任机胖是随着社会系统的信息 

完备程度的提高而内生的，由利益机理 F的 

“商人品德”作保障 

与工业时代的企业相比，敏捷企业的知 

识共享不仪表现为内部知识共享深度的增 

大，而且表现为与敏捷供应链伙伴之间广泛 

镡强 



的知识共享，使伙伴的大部分知识(基于契 

约)体系转化成为自身的知识资本，从而扩 

大自身的知识资本总量，优化知识资本的存 

量结构。根据共享的范围，可分为敏捷企业 

内部知识共享和外部知识共享。根据共享的 

深度、功能和性质，外部知识共享又可分为 

同盟者知识共享、合作者知识共享和竞争者 

知识共享，它们分别是与同盟者、协力者(主 

要是指与企业合作、为顾客提供服务的企 

业，如生产硬件的企业需要软件企业协作才 

能使电脑发挥作用，硬件企业和软件企业就 

是协力者)的知识共享，与供应商、顾客的知 

识共享，与竞争者、替代者的知识共享，见图 

1。 

敏捷企业知识共享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通过知识网络实现外部知识共享。其外部知 

识共享机理及特点见表 2。 

产生新的生产方式 知识ll 作者通过对不同 

学科的知识、弹论和技术的组合来创造新知 

事实上．对已有知识的重新组合也是新 

知识产生的途径之 组合饥理又可以分为 

渐进型和突破型两种类型 

渐进型知识组合机理 即通过对已有知 

识的逐步调整和增量改进而获得新知识。 

Schumpeter曾论及钊通过连续的小步骤的 

适应性改进而创新 

突破型知识组合机理 即Schumpeter所 

说的创新 新知识是通过新旧范式的交替和 

革命而产生的 例如，在信息技术领域，晶体 

管取代真空管、集成电路取代晶体管都是属 

于这种突破型的知识创新 

敏捷企业较勾完善的网络机制及所建 

立的广泛的伙伴企业，使知识获取、 合的 

内容极其广‘阔，获取、组台的过程极其便捷， 

知识库 

个 信任机理 个 I ／ ／／1同盟者知 
人 人 核心知识 i ， 信 激 I 

与 知识共享 与 I 一 任 ／  励 
团 团 替代性知识 一 一 机 。_。一 机 合作者 1识共享 

队 激励机理 制 ／ 制 队 J 
l／ 

互补性知识 。 一 一1竞争者 识共 

匦囹  匦 
图 1 敏捷企业知识共享机理 

表2 敏捷企业外部知识共享机理及特点 

(5)高效的知识创造机理。根据新知识 

产生的方式不同，知识创造机理可以分为组 

合机理和交换机理。见图2。组合机理又可以 

分为渐进型和突破型两种类型。 

图2 知识创新的两个途径 

第一、组合机理：Schumpeter认为，经济 

发展的基础是创新，即将获取的原料、资源 

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即“新组合”)以 

组 合产 生 

新 识 的 

深度 和效 

能大大提 

同  

第二、交换 

机理f：即知 

识 ]：作 者 

个 人或 企 

业 之 间通 

过 换 其 

所拥 有 的 

知iJ}(尤其 

是 互 补性 

知_i_!1)而获 

得新知识： 

敏捷 企业 

内部或／和外部知识交换饥理在范围上、内容 

上与知识共享机理十分类似 它们之问的差 

别在于交换是互相交换不同的知识，而共享 

则是共同享 某一知识；共享侧重于知识的 

使用，也足知识创造的晌提条件之 一，而交 

换侧重于获得新知识 在敏捷企业外部，知 

识交换可以在同盟者、合作 、竞争者之间 

发生 同盟苦之间可以交换核心知识，合作 

者之间可以交换互补性知识，竞争者之间则 

可能交换替代性知识= 

(6)高度的知识集成机理工业时代，知 

识是呈离散分布的，影响了知识的使用效 

益，如一份文档化的知识被某个人分享时， 

其他人便不能享用，一个中国人头脑中的知 

识很可能终生

在敏捷企业时代，完善的网络平台使网络上 

的各节点知识集成化、零距离化。人们可以 

超越时空限制，以极其低廉的成本与有关节 

点交流、共享 、创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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