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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分析知识管理对合作创新重要性的基础上 , 探讨了企业合作创新中知识管理的重点内容 ; 评估现有知

识、加强合作双方知识的共享和转移、对获得的知识进行有效整合 ; 并进行了影响因素和对策分析 , 为合作创新企业开

展有效的知识管理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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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合作创新的知识管理研究

0 前言

合作创新是企业间或企业、研究机构、

高等院校之间的联合创新行为。合作创新通

常以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

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 , 有明确的合作目标、

合作期限和合作规则。合作各方在技术创新

的全过程或某些环节共同投入 , 共同参与 ,

共享成果 , 共担风险。合作创新一般集中在

新兴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 , 以合作进行研究

开发(R&D)为主要形式(傅家骥 , 1998)[1]。随着

技 术 的 不 断 发 展 及 全 球 性 的 技 术 竞 争 不 断

加剧 ,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面对的技术问题

越来越复杂 , 技术的综合性和集群性越来越

强[1]。一个企业已不可能在所有的技术领域

均具有所需的技术能力。因此 , 为了提高自

身的适应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 赢得市场份

额和市场范围 , 企业必须与其它组织进行合

作 R&D, 通过合作的方式 , 借助外部的力量

来寻求发展。企业通过与其它组织(企业、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之间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

进行技术创新 , 将外部技术资源内部化 , 实

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 从而提高企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企业间的合作与创新已成为当

今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方式。

企业知识管理系统 , 简单地说就是对一

个 企 业 所 拥 有 和 所 能 接 触 到 的 知 识 资 源 进

行有效的识别、获取、传递、评价并利用这些

知识为企业创造利益的系统。知识管理的最

终目标是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机制 , 使企业

的知识资本增值 ,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知 识 管 理 的 重 点 就 是 为 企 业 实 现 显 性 知 识

和 隐 性 知 识 的 有 效 传 递 和 共 享 提 供 可 行 的

途径和机制 , 并整合企业的各种知识使之形

成企业的知识。

知 识 管 理 的 核 心 是 知 识 分 享 和 知 识 整

合[2]。知识分享通过分享机制将知识、经验进

行 最 大 范 围 的 传 播 , 使 知 识 、经 验 的 价 值 在

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 , 知识的有效分享 , 能

促进企业内知识的良性流动和增值。知识整

合则将分散于每个人、每个组织的知识进行

挖掘并将之融合到企业的知识系统中去。

在 知 识 日 益 成 为 企 业 最 重 要 的 独 特 战

略资源的情况下 , 企业间知识合作创新成了

企业知识创新的一种战略性的选择 , 是企业

快 速 获 取 新 能 力 和 新 知 识 的 一 种 最 佳 形 式

[3]。企业间的合作创新以共享资源为原则 , 以

创造新知识为目的。合作创新过程中的知识

同样需要进行有效的管理 , 才能提高企业间

知识共享和转移的速度和效率 , 缩短创新时

间 , 提升创新效率。

企 业 合 作 创 新 中 的 知 识 管 理 仍 然 以 知

识分享和知识整合为重点 , 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 方 面 的 内 容 : 评 估 现 有 知 识 、加 强 合 作 双

方知识的共享和转移、对获得的知识进行有

效整合。

1 评估现有知识

企业在作出合作创新的战略选择之后 ,

应 该 对 自 身 的 知 识 和 能 力 的 现 状 和 需 求 有

个清晰的了解。了解企业现有的知识水平有

多 高 、知 识 结 构 如 何 , 然 后 根 据 企 业 长 期 发

展战略对知识和能力的要求 , 搞清楚企业还

缺少什么知识 , 也就是说找出企业将来的战

略目标和目前知识能力的知识缺口(Knowl-

edge Cap)[4], 企业寻找合作伙伴就是为了弥

补这个知识缺口。

2 加强合作双方知识的共享和转移

Paul Tracey & Gordon L Clark( 2003) 通

过研究得出 , 知识合作与共享可以促使总体

知识的指数增长 , 取得双赢的效果。

知 识 转 移 是 指 知 识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在 组

织、群体或个体之间的转移或传播。知识转

移 既 是 知 识 管 理 中 最 基 本 的 同 时 也 是 最 复

杂的活动。在知识管理中 , 知识转移的目的

是吸收新知识和有效地利用新知识。通过知

识 转 移 , 将 那 些 使 组 织 获 益 的 知 识 加 速 应

用 , 使组织获得竞争优势[5]。

Holtham[6]指 出 知 识 转 移 是 一 种 沟 通 的

过 程 , 知 识 不 像 商 品 可 以 自 由 传 递 , 学 习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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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的 时 候 , 即 知 识 转 移 时 , 必 须 有 重 建 的 行

为 , 而且要具备应有知识 , 才能完成转移。

Davenport 和 Prusak[7]认为知识转移包括知识

传递和知识吸收(应用)两个过程。接收知识

意 味 着 对 信 息 的 充 分 理 解 并 能 够 据 此 采 取

行动。如果知识没有被吸收 , 那么这一知识

就不能说已经转移了 ; 提供知识并不代表转

移知识。

由 于 合 作 研 发 的 目 标 是 多 个 企 业 共 同

创 造 新 的 技 术 , 因 此 , 无 论 是 哪 一 种 合 作 研

发类型 , 都要求企业间能够进行有效的知识

交流与知识共享。合作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功能就是知识在组织间的转移(Narayanan

2001)[8], 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是合作创新的

必 要 过 程 , 信 息 和 知 识 能 否 通 畅 、迅 速 地 在

各 个 合 作 成 员 之 间 流 动 是 合 作 创 新 成 败 的

关键。

2.1 合作企业间知识共享和转移的影响 因

素

知识的共享和转移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

Grant(1996)认为知识传递的难易程 度 , 会 受

到 共 有 知 识 的 不 同 层 次 及 共 有 程 度 的 高 低

所影响 [9]。常荔从知识链的角度来分析知识

转移的影响因素 , 认为影响知识扩散速度的

因 素 有 : 知 识 的 性 质 与 内 容 , 知 识 供 给 主 体

传递知识的能力 , 知识需求主体的学习能力

和消化吸收能力 , 知识结构的差异性和互补

性 , 知识需求主体对知识扩散成本与利益的

预期及社会环境因素[10]。林莉通过对知识转

移的一般过程进行分析 , 提出知识转移的障

碍因素包括知识本身、知识拥有方的转移意

向和转移能力、知识需求方的动机水平和吸

收能力、以及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11]。马庆国

将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确定为 : 所转移知识

的性质、知识发送方的动机和知识传递 (表

达)能力、知识接收方的动机和学习(吸收)能

力 、 知 识 发 送 方 与 知 识 接 收 方 的 知 识 相 容

性、知识转移的媒介和传输途径等 [12]。赵兰

香 认 为 影 响 合 作 创 新 过 程 中 知 识 有 效 传 递

的因素主要包括 : 被传递知识本身所具有的

属 性(如 知 识 的 复 杂 度 、形 态 、专 用 性 、数 量

等)、知识提供方的转移意向、保护意识、对合

作 方 的 信 任 程 度 、转 移 能 力 、知 识 接 受 方 的

接 收 动 力 、吸 收 能 力 、进 一 步 的 开 发 改 造 能

力、技术提供方与接收方的知识梯度 [13]。

综合各学者的观点 , 本文认为在合作创

新 中 影 响 双 方 知 识 共 享 和 转 移 的 因 素 主 要

有 : 知 识 提 供 方 的 转 移 意 向 、所 转 移 知 识 的

性质、知识提供方与知识接收方的知识相容

性、知识接受方的学习能力、企业文化。

( 1) 知识提供方的转移意向。知识提供

方 转 移 知 识 的 意 愿 决 定 了 知 识 转 移 的 完 整

程度。而这又取决于两方面 : 知识产权保护

和对合作伙伴的信任程度。企业可能因为担

心 核 心 技 术 的 泄 漏(Porter, l985)和 竞 争 优 势

的失去而不愿转移关键性技术。另一方面 ,

企 业 可 能 担 心 把 来 之 不 易 的 成 功 经 验 传 授

给合作企业并 不 一 定 得 到 相 应 的 报 偿(Szu-

lanski, 1996)。中国近年来虽然在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有所进展 , 但这一环节仍较为薄弱。

其次 , 合作创新中伙伴之间的信任程度是合

作成败的关键因素 (Penz & Shenkar, 1997)。

对于以知识共享为前提的合作创新而言 , 信

任 成 为 决 定 知 识 转 移 完 整 程 度 乃 至 合 作 成

功与否的核心因素之一。高度的信任感一旦

建立 , 合伙人就不会因害怕对方的投机行为

而过于自我保护 , 双方更容易分享信息、交

流经验(Child & Faulkner, 1998)。反之 , 在缺

乏信任感的合作关系中 , 双方直接或间接交

换 的 信 息 , 可 能 往 往 是 不 准 确 、过 时 或 无 用

的信息(Zand, 1972)。这是因为对合作伙伴的

信任度越低 , 就越怀疑伙伴在获得技术知识

后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 提供方为了

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 对知识的保护程度

越 高 , 就 越 不 可 能 完 整 地 传 递 知 识 , 就 会 刻

意 地 隐 匿 部 分 知 识 从 而 造 成 了 知 识 转 移 的

不完整性[14]。

( 2) 所转移知识的性质。在知识合作中 ,

显 性 知 识 和 隐 性 知 识 都 可 以 进 行 共 享 和 转

移。获得对方的显性知识比较容易 , 可以通

过记录的文档、讲解或直接的交流学习。但

是企业的隐性知识贯穿于企业的日常事务、

工艺流程、设备系统、资讯流程、组织管理以

及决策方式等综合性的环节和过程中 , 存在

于个人团体的特殊关系中 , 也存在于特别的

规范制度 、管 理 模 式 、决 策 方 式 中 , 而 且 , 由

于隐性知识的整体性 , 是存在于个人和组织

的某种协作关系之中。企业中的个人只能拥

有部分知识 , 然后将全体聚合在一起形成整

体知识。个人的技艺相对容易传授给他人 ,

但 一 个 群 体 的 整 体 知 识 却 很 难 传 授 给 另 一

个整体 [3]。隐性知识是构建知识竞争优势的

主 要 部 分 , 往 往 具 有 很 高 的 商 业 价 值 , 但 其

在一般情况下往往不具备可转移性 , 或可转

移程度较低 , 即使在组织内部也是如此[4]。知

识的非编码程度越高 , 知识转移的成本就越

高 , 一方面知识的提供方难以将这种知识完

整地显性化 , 另一方面知识的接受方如果没

有 相 关 知 识 背 景 也 很 难 正 确 地 理 解 这 种 隐

性知识 , 从而导致知识传递的效果不是很理

想[15]。

要想获得这种隐性的整体知识 , 最有效

的方法就是“干中学”和“干中教”, 通过与知

识的拥有者相互切磋、密切观察 , 不断模仿、

实 践 、领 悟 和 练 习 , 企 业 与 外 部 单 位 合 作 进

行 知 识 创 新 允 许 合 作 伙 伴 之 间 的 各 层 次 人

员密切合作 , 进行面对面的交互式学习和交

流 , 实 现 大 量 隐 性 知 识 的 交 流 和 渗 透 , 达 到

所需知识的有效转移[3]。

( 3) 知识提供方与知识接收方的知识相

容性。知识具有多种属性 , 如操作知识与理

论 知 识 , 普 通 知 识 与 专 有 知 识 , 简 单 知 识 与

复杂知识等。每个人爱好不同、学习历程不

同 、工 作 经 历 不 同 , 使 得 每 个 人 的 知 识 结 构

都 有 其 独 特 性 。 不 同 的 人 因 知 识 结 构 的 差

异 , 在接受新知识方面表现出优势或劣势。

虽 然 具 有 不 同 知 识 结 构 的 人 才 是 企 业 发 展

所 必 须 的 , 但 对 于 知 识 转 移 来 说 , 拥 有 相 似

或 相 容 的 知 识 结 构 、文 化 背 景 , 知 识 更 容 易

转移 , 知识的相容性影响着知识转移的效果

[16]。

( 4) )知识接受方的学习能力。从知识源

获 取 知 识 的 愿 望 和 学 习 能 力 是 影 响 知 识 转

移效果的重要因素 [17]。

组 织 的 学 习 能 力 通 常 可 以 分 为 3 个 方

面: 学习企图、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 [18]。企业

必须具有学习的主观意愿 , 才会鼓励员工积

极寻找、参与学习有价值的知识并加以吸收

利用。企业进行合作研发 , 如果仅仅基于对

合作方资源的依赖 , 而不是基于自身的组织

学 习 , 就 有 可 能 出 现 诸 如 窃 取 技 术 、搭 便 车

等败德行为 ; 组织的吸收能力是指组织辨别

有价值的外部知识 , 进而消化吸收并加以应

用的能力。组织的吸收能力越强 , 则企业吸

收转换外来新知识的速度与效率就越高。对

于合作研发来说 , 吸收能力会直接影响知识

的跨组织共享与转移 : 知识整合能力是使技

术知识能够以完整、全面、充分的面貌 , 呈

现 、散 布 、运 用 于 组 织 之 上 的 能 力 (Popper &

Lipshitz l998)[19]。知识整合能力决定接受方对

知识的理解、选择和吸收程度。而这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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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身 的 知 识 边 界 、知 识 专 业 背 景 、知 识 储 备

程 度 、所 处 的 文 化 与 社 会 环 境 、或 面 对 的 技

术与市场条件等因素有关。知识整合提高了

组织内部及组织间的知识共通程度 , 使知识

能够更加有效地沟通、传播和共享[20]。

企业的学习能力是由其知识存量、知识

结构决定的。知识是企业认知学习的基础。

企 业 面 对 的 外 部 环 境 从 客 观 上 说 对 每 个 企

业是完全相同的 , 但由于企业的知识积累、

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各不相同 , 所以它们发

现的市场机会也各不相同 , 企业当前的知识

存 量 与 知 识 结 构 决 定 了 企 业 发 现 未 来 市 场

机 会 、资 源 配 置 优 化 的 方 法 [3]。 在 合 作 创 新

中 , 学习能力强的企业能迅速从对方学习新

知 识 , 并 迅 速 与 本 企 业 知 识 相 融 合 , 形 成 本

企业新的知识结构。

( 5) 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组织中广泛

共享与强烈认同的价值观。通常企业文化作

为企业的一种内在特征 , 是在企业长期发展

的过程中培养形成的。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

就决定了它是无法简单模仿或复制的。企业

文 化 的 组 成 要 素 , 如 价 值 观 、规 范 以 及 行 为

等 , 都是影响知识共享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

素[21]。不相容的企业文化会使企业间的交流

变得困难 , 从而影响组织间的知识共享。如

果合作伙伴双方缺乏信任 , 就会互相隐藏知

识 , 知识共享则不可能成功。

同时 , 企业文化的差异性也是影响知识

共享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企业文化代表一

个企业的价值观 , 而这种价值观会成为员工

活动的行为规范。因此 , 组织间企业文化上

的 差 异 必 然 导 致 合 作 研 发 人 员 在 行 为 规 范

上存在差异 , 这种差异性会导致对待同一事

物的观点会产生分歧 , 从而影响知识共享的

效率。

2.2 促进合作企业间知识交流和共享的 措

施

( 1) 加强双方信任程度。双方信任的程

度 , 是影响组织技术知识交流的最重要先行

变量(Kaleetal, 2000)[22]。为提升知识提供方的

转移意愿 , 合作各方应尽量建立透明的合作

关 系(Van Aken & Weggeman, 2000), 推 进 彼

此的信任。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

的 原 则 , 制 定 合 作 研 发 目 标 , 签 订 严 密 的 合

作协议 , 实施有力的监督控制。

( 2) 加强合作双方的有效沟通。有效的

沟通有利于增强企业间的信任 , 促进组织间

的知识共享和转移。合作创新企业间的沟通

可以通过成立项目小组、定期开会讨论、员

工互动等形式 , 专有技术和隐性知识可通过

讲解和示范的方式促进共享。

( 3) 完 善 企 业 的 知 识 基 础 设 施 , 构 建 知

识交流和共享平台。企业应建立内部网、外

部 网 、企 业 知 识 库 等 , 充 分 利 用 现 代 化 信 息

技术获取和传输信息。企业知识库所涉及的

知识应包括企业外部知识和内部知识、显性

知识和隐性知识 , 企业需根据知识的内容和

性质不同而采取相应的方法进行管理。建立

企 业 的 知 识 库 有 助 于 把 企 业 的 知 识 形 成 有

系 统 的 、不 断 发 展 的 知 识 资 产 , 便 于 员 工 的

学习和使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采用 , 可以

提高知识交流和共享的速度 , 消除时间和空

间对交流造成的阻碍。

( 4) 提高企业学习能力。要提高企业的

学 习 能 力 , 企 业 必 须 具 备 一 定 数 量 的 、与 外

部新知识相关的基础知识。现有知识在组织

学习中具有基础的作用 , 它首先是提供了学

习新知识的平台[23]。特别是具有某一领域里

的基础知识 , 仍是学习和理解该领域新知识

的前提。Lane 和 Lubatkin 认为 , 一个企业向

其 它 企 业 的 学 习 能 力 是 由 教 师 企 业 和 学 生

企业的相对特征综合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必须要有相应的基础知识 [24]。因此 , 企业

必须加强自身有关知识的学习和积累 , 不断

提 高 自 身 的 知 识 存 量 、改 善 知 识 结 构 , 从 而

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

( 5) 建立互信互利的文化。合作研发企

业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 , 如果能够以此为基

础建立有利于知识共享的企业文化 , 同时注

意彼此之间企业文化的相容性 , 也会提高知

识共享的速度与效率。有利于知识共享的企

业 文 化 , 一 定 是 以 鼓 励 创 新 、促 进 合 作 为 主

要特征的[20]。

3 对获得的知识进行有效整合

所 谓 整 合 , 是 指 从 整 体 的 角 度 , 依 据 一

定 的 目 的 需 要 、理 念 设 计 、把 不 同 实 践 要 素

按 照 合 理 的 活 动 程 序 、配 置 比 例 , 将 各 种 片

断 或 分 散 的 对 象 元 素 或 单 元 再 建 构 使 之 具

有可以发挥功能的总体性能。整合是连接各

部分使之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活动。知识整合

就 是 运 用 科 学 的 方 法 对 不 同 来 源 、 不 同 层

次 、不 同 结 构 、不 同 内 容 的 知 识 进 行 综 合 和

集成 , 实 施 再 建 构 , 使 单 一 知 识 、零 散 知 识 、

新旧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经过整合提

升形成新的知识体系。知识整合既照顾到历

史 , 又具有前瞻性。知识整合对于一个企业

或个人来讲 , 决不是现有知识的简单相加 ,

而是一个知识创新的过程。成功的知识整合

要 求 多 种 管 理 技 能 , 包 括 学 习 的 识 别 和 鉴

别、提高知识的清晰度等。只有经过真正意

义上的知识整合 , 企业才能进行实质上的知

识管理[25]。合作创新活动建立在双方原有知

识 的 基 础 上 , 企 业 不 仅 需 要 不 断 补 充 新 知

识 , 还要对企业自身和对方的原有知识进行

充分的利用 , 把各种相关知识都融入合作创

新 过 程 中 , 并 对 各 种 知 识 加 以 规 划 、整 理 和

重构 , 产生能够实现创新目标的新知识 , 实

现各种来源知识的创造性组合 , 即知识的整

合[26]。知识整合对于合作创新企业非常重要 ,

无 论 是 在 合 作 创 新 的 过 程 之 中 还 是 在 合 作

产生创新知识之后 , 都需要进行有效的知识

整合。合作创新的知识整合主要包括三大方

面 , 一 是 对 合 作 方 原 有 知 识 的 整 合 , 二 是 对

外部新知识的整合 , 三是对创新所得新知识

的整合。

( 1) 对合作方原有知识的整合。对合作

方原有知识的整合又分为两部分 , 一是对合

作方原有显性知识的整合 , 二是对合作方原

有隐性知识的整合。

对 合 作 方 原 有 显 性 知 识 的 整 合 是 合 作

创 新 的 基 础 , 每 个 企 业 都 有 不 同 的 知 识 结

构 , 为 了 有 效 合 作 必 须 学 习 吸 收 对 方 的 知

识。显性知识是可编码的知识 , 从对方的文

件资料即可方便获得 , 借助文字、图表、语言

就能理解 , 比较容易与本企业知识整合。

获 取 并 整 合 合 作 方 的 显 性 知 识 只 是 合

作创新前期工作的一部分 , 对对方隐性知识

的 获 取 与 整 合 是 更 为 重 要 的 内 容 。 Kogut

(1988)指 出 , 企 业 建 立 合 作 联 盟 是 为 了 学 习

对方的组织知识 , 即该企业所专有的组织惯

例 或 技 能 , 由 于 这 种 知 识 为 隐 性 知 识 , 只 有

通过合作联盟才能够取得[27]。对方的专有技

术知识根植于其员工的行为和信仰之中 , 具

有鲜明的人格化特征 [28], 且通常与特定的时

空 背 景 相 关 , 具 有 很 强 的 路 径 依 赖 性 , 没 有

相似的时空背景 , 该知识创造价值的能力与

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对于这种只有在特定的

公 司 环 境 中 运 用 或 者 用 某 种 特 定 的 方 式 才

能发挥最大效用的知识 , 企业不仅要学习知

识 本 身 , 对 于 运 用 知 识 的 过 程 、情 景 等 都 要

加以学习[15]。因此, 为了有效整合对方的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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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知识, 企业必须创造相似的环境, 以使知

识的接受者在此环境下产生类似的体验 , 从

而较好地把对方的隐性知识与本企业知识相

融合 , 通过知识的交叉与重构而产生新的知

识。环境的创造可以是实际的, 即“干中学”,

如徒弟在师傅带领下学习某种实际的技能和

经验。也可以是假设的, 如案例教学[23]。

( 2) )对外部新知识的整合。当今时代信

息 爆 炸 、知 识 更 新 迅 速 , 企 业 面 临 日 益 开 放

的 环 境 , 与 外 部 的 信 息 和 知 识 交 流 日 益 增

多。合作创新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不可能全部

在双方组织内部创造 , 相当多的知识需要从

组织外部获取。外部学习有助于迅速引入新

思想、新方法 , 对新知识及时加以利用。企业

应不断从外部吸收信息和知识 , 将其与企业

现有知识实现系统的结合 , 用新的知识更新

旧 知 识 并 补 充 现 有 知 识 片 断 中 缺 失 的 联 系

和环节[23]。通过外部新知识的不断获取和整

合 , 使 企 业 的 知 识 积 累 不 断 增 加 , 知 识 创 造

不断涌现出来。企业应加快建成高效的外部

信 息 和 知 识 网 络 , 将 外 部 的 客 户 知 识 、供 应

商知识、合作伙伴知识以及相关的科技、政

策 等 方 面 的 信 息 与 知 识 高 效 地 整 合 到 企 业

知识管理系统之中。企业内部知识与外部知

识 的 有 效 整 合 是 企 业 合 作 创 造 新 知 识 的 重

要条件 [29]。

( 3) 对合作创新所得知识的整合。对于

合作创造的新的资源和能力 , 企业必须进行

消 化 和 吸 收 , 并 在 内 部 完 成 整 合 , 将 其 真 正

融入到企业核心能力体系之中[29]。惟有如此 ,

才能不断更新和完善本企业的知识系统 , 使

企业知识处于动态、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

由此可见 , 企业所进行的知识整合的活

动 , 既需要接收来自于企业内外各方面的新

知识 , 又要对企业原有的知识进行充分的利

用 , 是各种知识交叉、扩展和重构的过程。通

过整合 , 将不同主体、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

知识相互融合 , 形成企业新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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