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前言

知识转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 基于Vito Albino和

Jeffery的知识转移模型 , 研究者分别提出了多种影响知识

转移的因素。按照所属主体或范围可以将这些因素分为5

大类: ①被转移的知识因素, 通常情况下知识越隐晦、越复

杂、越难于编码、越专有, 就越难于转移[1]; ②知识发送方因

素 , 知识转移的效率不仅受到发送方的知识存量、传达能

力等硬性指标的影响 , 还会受到其转移意愿、转移动机 [2]、

战略地位[3]、可靠性是否被感知[4]、保护意识的影响 ; ③知识

接受方因素 , 包括接受方的接受意愿、接受动机、知识结构

以及吸收能力[5]等; ④转移渠道因素 , 包括制度、符号系统、

工具组件、网络软件等 ; ⑤情境因素 , 包括位置距离、组织

距离 [6]、文化距离和知识距离等 , 通常这些距离越大 , 知识

转移效果越差。

以上这些研究均以信息传播模型为框架 , 有效地解释

了个体内在因素和外在情境因素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 ,

却没有解释个体如何选择知识转移对象 , 转移者之间的社

会关系如何影响转移过程和效果等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

时 , 必须借助于近年来兴起于社会学领域的社会网络理

论。作为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和研究范式 , 社会网络研究已

经在管理学领域得到应用 , 它给知识转移研究提供了新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 , 特别是在知识变得越来越复杂、越

来越内隐、越来越具有组织嵌入性的今天[7], 应用社会网络

理论及其方法进行知识转移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1 社会网络与知识转移研究概述

1.1 社会网络研究的特征

社会网络指人们相互之间了解和认同所构成的或多

或少近乎制度化的联系。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世界是由社会

行动者与关系构成的网络结构, 关系是社会资源流动的渠

道 , 行动者通过关系网络发现机会、交换资源和利用资源。

社会网络研究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不是行动者

的内在驱力来解释行为。韦尔曼( Wellman) 认为社会网络

分析研究与传统的社会学研究的最大区别 , 在于它对行为

的解释由个体属性转向限制行为主体的网络特征 , 它不强

调研究个体属性而是强调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关系 , 认为

解释行为主体如何采取行为的规则来自于社会关系结构

体系中的位置而非动机[8]。

在社会网络理论发展过程中 , 长期以来有关强弱联系

的研究都是该范式研究的重点。强联系指主体间情感密切

或频繁互动形成的联系; 弱联系指主体之间比较松散的联

系。格拉诺维特( Granovetter) 认为相对于强联系 , 弱联系更

可能是新信息的来源 , 它不仅能够作为发现工作的工具 ,

还可以作为思想及技术扩散的工具[9]。林南把那些嵌入于

个人社会网络之中的资源称为社会资源。他认为嵌入于社

会网络的社会资源, 如财富、权力和声望 , 不是个人直接拥

有的东西 , 而是个人通过其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从他人

处所能获取的资源 , 在某种情况下 , 弱联系能给行为人带

来价值更大的社会资源[10]。

1.2 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转移

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知识转移主要源于对现实中知

识转移行为的观察。Ganter group的调查表明员工70%的知

识和信息都来自于人际沟通 , 而非来自于系统和文件。员

工在进行知识查寻和知识交流的时候 , 也常常受到人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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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社会网络作用于知识转移的种3机制

系和社会网络的限制及影响。

知识包括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 , 不管是通过隐喻和示

范进行的隐性知识转移 , 还是类似于信息传播的显性知识

转移 , 从社会网络角度分析 , 它们都代表了一种高价值资

源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 , 其过程必然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

响。1996年野中郁次郎曾提到组织内的良好关系有助于知

识转移的论断[11], Sulanski也强调了成功的知识转移必须依

赖于知识转出点与知识接受点之间的关系。Pelz和Andrews

及Allen的研究则表明人们偏好从人际网络中 , 而不是从

文本中获取知识 , 所以社会网络是个体搜寻知识的主要路

径和平台[12]。

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知识管理及知识转移问题始于

1999年 , Hansen首先研究了弱联系在组织子单元知识共享

上的角色问题 [13], 提出了弱联系更有利于知识转移的观

点 , 揭开了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角度进行知识共享和知

识转移研究的序幕。Kumar从知识依赖理论 ( Knowledge-

based Theory) 理论出发 , 研究了社会关系 ( 主要 也 是 强 弱

联系 ) 对跨国集团内部知识转移过程的影响 [14], 再次确认

了弱联系的力量。2005年 , Andrew和Eric则将知识转移与

社会资本及社会网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 从社会资本的结

构、认知和关系3个维度 , 分析了嵌入在企业网络内、产业

园区网络和企业联盟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对知识转移的影

响[15]。Petra等人也利用社会网络方法研究了虚拟团队中的

知识转移问题[16]。

国内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转移研究始于2004年 , 田慧

敏等人研究了弱联系在促进隐性知识转移上的作用, 以及

5个影响因素: 交流频率、交流集中度、关键人物、网络动态

性、传递效率和效果[17]。邝宁华认为强联系部门拥有相对

较强的知识表达能力、吸收理解能力 , 并能基于强联系实

现部门间频繁、广泛、双向、及时、深入的知识交流与合作 ,

从而能有效克服跨部门复杂知识转移的困难[18]。高祥宇等

人认为信任可以通过3个方面促进两人层次的知识转移 :

使知识转移双方加深沟通 , 促使提供方划清自己的知识领

域和促进双方积极的归因[19]。

2 社会网络作用于知识转移的机制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人们应该从网络整体结构考虑社

会活动的形成、发展和趋向 , 而非从个体动机和行为目标

考虑其行为。已往的研究考察了社会网络中的强弱关系、

社会资本、人际信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 却没有揭示知识

转移的内在机制 , 结合社会网络研究相关文献 , 笔者分辨

出社会网络对知识转移产生影响的3种机制 : 互惠机制、交

换机制和信息机制 , 见附图。

2.1 互惠机制

互惠是社会常见的现象 , 也是社会存在的主要准则之

一[20]。处于社会网络中有联系的两个人 , 不管其是属于弱

联系 ( Weak tie) 还是强联系 ( Strong tie) , 都有 可 能 因 为 互

惠需要而发生知识转移行为。信任可以激活两人间的互惠

行为 , 在信任存在的前提下 , 互惠可以看作是一种期权式

的投资回报关系。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时间差, 这种期权

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 所以互惠必然存在于一种

较为长期的重复博弈关系中, 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

制 , 以便抑制道德风险和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

在组织内部 , 员工间的长期交往形成了重复博弈关

系 , 互惠是员工在长期重复博弈中的最优选择 , 所以不管

组织是否颁布知识转移和知识共享制度 , 互惠机制都是员

工间交换资源的无形准则 , 进而自发形成了知识实践社

区。

2.2 交换机制

交换机制包括社会交换机制和经济交换机制。社会交

换理论认为人类的相互交往和社会联合是一种相互交换

的过程 , 存在于关系密切的群体或社区中 , 建立在相互信

任的基础之上。爱默森( Emerson) 认为社会交换与经济交

换的差别 , 在于社会交换认为行为人( 个人或企业) 交换的

对象是整个市场 , 而非另外的行为人 [21]。社会交换是一种

有限的自愿性活动 , 发生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联系中。交换

的资源多种多样 , 既包括物品又包括声望和名誉 , 例如员

工A通过向员工B或部门C传授私人经验而获得较高威望

和赞誉。社会资本在交换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交换的结

果通常是个人或社会资本的增加或减少 , 在这里 , 社会资

本替代了金融资本。社会交换机制与互惠机制的差异在于

互惠机制以利他主义为中心, 而交换机制则是以利己主义

为中心。

经济交换是指以财物为中介的交换机制。这种交换可

能发生在知识转移双方之间, 由接收方支付财物给发送方

以换取知识; 也有可能发生在知识发送者与第三方之间 ,

例如 , 企业如果制定了奖励制度 , 规定员工可以从分享知

识中获得额外奖金。在这种情况下 , 员工A就可以通过把

知识传授给员工B而得到上司的较高评价 , 进而获得企业

的额外奖金 , 这就形成一种特殊的借助第三方起效的经济

交换机制。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都体现出知识是一种高价

值的社会资源。在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上 , 社会交换机制

占主导地位。而在组织间的知识转移上 , 则相反。

2.3 信息机制

格拉诺维特认为社会网络可以给个体带来各种资源 ,

包括社会支持、资金、机会和信息等 , 由此可见社会网络是

一种获取信息的途径。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认为Know- who的知识是指知道谁知道什么的知识 , 这种

知识代表着个体对组织中各位专家技能的知晓情况 ,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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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知识通常需要借助于社会网络。通过人际接触, 个人

不仅可以了解他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 还可以通过他人转

述和介绍获得专家的相关信息 , 例如 , 客服部员工A向熟

识的市场部员工B打听客户Z的背景信息 , B称不熟悉该客

户 , 但推荐A向市场部的员工C求助 , 最终员工A从C处获得

Z的相关资料。在此过程中 , A正是利用了社会网络( 与B的

熟识) 才获得了关键信息 , 找到了C并最终解决了问题。

3 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转移策略

Hansen曾提出两种知识管理策略: 编码化策略和个人

化策略[22]。编码化策略是将个人知识进行编码和存储 , 再

借助信息技术进行转移和传播。从社会网络角度看, 以知

识库为基础的编码化策略存在明显缺陷 , 即它过滤了知识

的情景( Context) 因素, 同时也消除了员工间的互惠关系和

交换关系 , 使员工无法从间接式知识共享中发现和确定互

惠对象和社会交换对象, 从而失去共享知识的意愿。个人

化策略充分考虑了知识嵌入在个体大脑, 主张通过人际交

流和沟通进行知识分享和转移。个人化策略则充分考虑了

社会网络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笔者认为要促进知识转移 ,

必须在组织内加强个人化策略 , 具体的措施包括联系多元

化、直接沟通和绘制社会性知识地图。

3.1 联系多元化策略

组织中关系是多元化的, 既包括由岗位安排带来的正

式权力网络 , 又包括由兴趣小组代表的非正式社会网络。

组织成员同时处于多个网络中, 在不同网络中的位置、形

象和影响也是不同的。在兴趣小组中 , 成员多来自不同的

业务单位 , 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弱联系。根据格拉诺维特和

波特的观点 , 这种弱联系可以为组织成员带来更多有价值

的信息和知识 , 从而有利于知识的跨部门流动 , 起到正式

权力网络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组织内兴趣小组越多 , 员工

间的联系就越多元 ; 交流频率就越高 , 员工间的信任度也

越大。所以 , 在组织内实施联系多元化策略可以显著扩展

员工的社会网络 , 增加网络整体的社会资本 , 进而提高知

识转移的效率。

3.2 直接沟通策略

直接沟通是一种问答式交互过程 , 不仅有利于知识接

受者更好地理解特定知识及其情景性 , 更有利于知识发送

者和知识接受者建立交换关系。知识转移和发送者之间交

换关系的认同、建立和维护是知识作为一种可交换资源进

行流动的重要前提。在社会交换机制作用下, 发送者转移

知识的动力, 来自于未来从知识接受者获取等值资源的期

望 , 知识转移对象越明确 , 知识拥有者转移知识的意愿就

越大。

直接沟通策略要求组织把知识管理的重点由建设案

例库改为加强Email、QQ、MSN、电视会议、在线协作等网络

服务的应用 , 这些直接交流工具可以显著提高知识流动过

程中的互动程度和增加知识的情景信息, 从而有助于知识

发送者更好地解释知识和接受者更好地理解知识。

3.3 社会性知识地图策略

社会网络分析 ( SNA) 是社会网络研究中常用的一种

绘制关系网络的可视化方法。Cross和Parker曾将该方法应

用到知识管理研究中 , 认为一旦将社会关系和知识流可视

化 , 就能评估和测量社会关系 , 并鉴别知识专家、知识中介

等; 识别组织中孤立的个人和团队; 发现信息瓶颈 ; 改进知

识流动 ; 加快跨边界知识和信息流动 ; 改进信息交流渠道

的效率等[23]。中国人民大学的殷国鹏[24]和张树人 [25]等人也

利用该方法实证研究了高校教研室中的社会网络结构对

知识转移和知识创新的影响, 证实社会网络分析中度、密

度、中心性等指标的价值。

社会性知识地图是将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与专家黄页

混合在一起的新方法。它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绘制的知识流

动图来表示组织内知识流动结构, 再利用专家黄页表示员

工的部门、知识专长、联系方式等信息。组织借助这种社会

性知识地图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知识转移策略 , 增加对知

识转移的引导能力 , 降低知识管理政策的盲目性。对普通

员工来说 , 不仅可以获得清晰的Know- who的知识 , 还能获

得员工间的关系信息 , 从而便于发现最短的知识查询路径

和最准确的知识所有人。

4 总结

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共享研究 , 正在得到

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的重视 , 已往的研究探讨了强弱联

系、社会资本、人际信任等因素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 却忽略

了社会网络作用于知识转移的机制。本文从社会网络研究

的范式特征出发 , 提出了社会网络作用于知识转移的机制

模型 , 分析了3种机制的作用机理 , 并给出了3个对应的策

略。下一步研究还有待对本文的机制模型和3个策略进行

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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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Transfer Strategies and Mechanisms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View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ffected by social network based on the patter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research. The three mechanisms are reciprocity mechanism, exchange mechanism and information mechanism.

Then this paper provides three strategies facilitating knowledge transfer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The three strategies are mul-

tirelational strategy, direct communicating strategy and social knowledge mapping strategy.

Key Words: knowledge transfer; social network; mechanism; strategy; knowledg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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