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知识合作剩余的含义

关于企业“合作剩余”的产生和来源 , 古典经济学家从

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早已做过精辟的论述。他们将企

业视为要素所有者为分享“合作剩余”而缔结的特别合约。

只要合作的这种特别利益大于由于合作产生的各项费用之

和, 即存在合作剩余, 企业就得以产生。亚当·斯密的分工理

论强调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认为效率的提高来

源于分工后每个人从事简单生产过程的熟能生巧和便于效

率更高的机器的发明与采用,从而带来“合作剩余”[1]。依据

德姆赛茨和阿尔钦的团队生产理论 , 要素之间有多重共线

性 , 多个要素共同的产出大于各个要素的产出之和 [2]。这

样 , 合作各方就可以从原来就有的要素中取得更多的收

益。马克思认为 , 合作功能不是单个要素的简单相加, 而是

众多的单个要素资本聚合而产生的一种倍增效应, 实现生

产力的集体创造[3]。自社会化分工出现之后 , 交换成为必

然。戈森从边际效用角度进行分析 , 认为经济交换可以使

物品对其消费者的心理效用实现最大化。由于同一物品对

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效用, 因此交换就成为增加物品的心

理效应总量的绝佳办法, 即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效用较小

的物品,向他人换取对自己效用最大的物品 , 从而增加自

己的总享受量[4]。

我国学者黄少安[5]提供了合作剩余的计量方法。他认

为 , 合作剩余是指合作者通过合作所得到的纯收益,即扣

除合作成本后的收益(包括减少的损失额)与如果不合作或

竞争所能得到的纯收益,即扣除竞争成本后的收益(也包括

减少的损失额)之间的差额。对于任何一个合作主体来说 ,

必须合作剩余为正 , 否则 , 他就不会参与合作。黄桂田[6]、李

正全也定义了合作剩余 , 认为是指要素的所有者通过合作

生产、分工以及专业化等非价格机制的组织形式 ,而取得

超过他们各自单个活动收益的总和, 它不仅包括通常意义

上的企业剩余 , 还包括了全 部的 要 素 准 租 金 、由 于 “协 作

力”或“集体力”产生的效益。连建辉和赵林将合作剩余的

创造与分配视为企业契约的核心内容, 认为企业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 , 要素所有者采取合作或不合作的策略 , 是因为

这种策略会给他带来收益 , 即进行单干收入与合作收入之

间的比较。要素所有者之所以会选择合作 , 就是合作收入

大于单干收入的结果。这同时也解释了协作力、集体力产

生合作剩余的说法。

企业知识合作剩余就是从知识资源的角度来研究企

业合资合作形式产生的剩余问题, 这在当今知识已经成为

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形式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跨国合资企业知识合作剩余产生的源泉

在跨国知识资源的融合中, 跨国企业往往提供产品技

术、管理技能、出口能力, 东道国合资方则提供有关当地市

场的知识、国内营销技能和各种已经建立的商务关系资

源。在这种联盟的形式下, 双方将知识资源和补充资源有

效结合起来 , 实现了优势互补, 共同受益。如大量商业零售

企业需要通过合资方式进入中国 , 主要原因在于需要合作

伙伴的当地知识、法律环境、有效的供应链、优秀员工等知

识资源。这种合资的形式会产生知识合作剩余 , 从跨国战

略联盟的合作方式和知识的特征分析 , 知识合作剩余产生

的原因可以从创新和规模经济两个角度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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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跨国合资与联盟提供了加速知识增长的外部环

境。布林莫尔[7]认为企业同外部机构的密切合作能够帮助

企业跨越有限理性。不仅是因为合资联盟环境下能够产生

合作学习竞赛压力 , 而且通过跨国知识联盟 , 能够将原属

企业外部的同类专家组织起来 , 提供组织学习的正向激

励。由于知识形成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 , 如果知识在

企业内更新 , 则会受到特定路径的制约。而通过外在合资

联盟的方式可以削弱企业对原有知识形成路径的依赖 , 从

而促进知识更新。

其次 , 知识分享中的低成本和规模效应是形成知识合

作剩余的前提条件。形成跨国合资企业的目的是获取关键

性资源以提高其全球竞争力。跨国合资企业形成的主要目

标是获取知识资源, 而知识转移通常是一个互补过程。双

方从合作中得到各自需要的知识, 在合作中提高参与联盟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分享知识过程也就是一个学习和提高

的过程, 在合资企业知识不减少的情况下引入新的知识 ,

从而提高跨国合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 形成与财产资源为

基础的联盟完全不同的合作机制和结果。同时联盟使原来

各企业的知识在更广范围中与更多的资源相结合, 使之有

更多机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再次 , 跨国合资企业的柔性环境给学习—创新提供了

充分的空间。由于知识资源的广泛关联性和不可分性 , 许

多资产需要与知识一同转移 , 从而使跨国合资企业中存在

无法完全剔除的无关资产。邓(Teng, 2000)[8]认为: “资产的

不可分性造成了合资合作中必然存在资源的冗余 , 存在资

源冗余有利于减少内部的冲突 , 同时提供应对市场变化的

柔性。”这种柔性在学习知识过程中表现为多方向和多层

次性, 更有利于企业的积累和创新。

最后 , 知识聚集促进的知识创新是产生知识合作剩余

的直接原因。从企业知识的特点可以清晰地看到, 知识的

聚集可以促进知识的创新。知识的关联性和分享中的规模

效应是知识产生聚集效应的基础, 关联效应使知识在更广

泛的范围内组合, 能扩大形成创新的组织基础。

跨国合资企业这一形式能够以灵活的方式将参与企

业的知识和组织体系引入到内部, 从而形成广泛的知识分

享型组织 , 在拥有明确的市场目标下进行知识开发和创

新 , 形成合力 , 有效地引导组织主体进行知识更新 , 最终通

过一定的生产程序形成有超额需求的产品 , 带来知识合作

剩余。

3 跨国合资企业形成知识合作剩余的创造

动力

3.1 跨国合资企业中的知识资源

基于资源观点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根据有形和无形

将企业资源划分为财产资源和知识资源 ( Miller & Sham-

sie, 1996)[9]。其中财产资源大多易于模仿和替代 , 知识资源

则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成因模糊和易变性 , 难以模仿 , 所

以形成企业差异化的主要资源是企业的知识资源。也正是

由于不同企业拥有不同的知识基础, 从而形成了市场上各

种不同性质的企业 , 这些企业提供差异化的产品 , 形成局

部市场供给的短期无弹性 , 从而获得高于产品价值的市场

价格 , 获得超额利润。

而跨国直接投资 , 在物质资源转移过程中也必然伴随

知识资源的转移。跨国合资企业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

式之一, 这种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获得长期的超额利

润。但从其结果来看, 由于产生超额利润的根源是知识资

源 , 因此 , 从知识的角度 , 跨国合资企业包括了跨国公司的

知识资源和本地企业的知识资源, 是通过知识资源的合作

形成联盟 , 动机是获得知识的互补效应和创新效应。从知

识合作和交流的角度看 , 跨国合资企业的形成主要有以下

几个具体的目的:

( 1) 交换技术。跨国企业拥有大量的知识可供交流。跨

国界的合作中 , 企业之间可以通过提供互补性知识 , 使它

们变得更有竞争力。通过合作的方式能以更低的成本将所

需知识引入企业内部 , 从而获得较高的收益。

( 2) 获得特殊能力。不同企业之间需要特殊知识和技

术 , 这在大型跨国企业中会更为明显 , 往往只在有限的技

术开发期间需要。这种情况下, 以合作形式从外部获取急

需的知识要比内部开发的成本低得多。

( 3) 汇集累积式资源。新知识的形成需要复杂的过程

和长期的累积。复杂的新知识的形成所要求的能力范围急

剧扩展, 迫使不同企业因此结成联盟以汇集它们的资源 ,

包括资金、材料、人力资源 , 例如那些技术研发企业的联盟

(如 Bellcore 和 Cablelabs 的结盟)。这样一种合作使知识的

生成更为快速 , 同时也降低了单独开发的风险成本。

( 4) 汇集补充性资源。如小企业拥有某项技术 , 但缺乏

将它带入市场的补充性资源(将产品市场化的资源)。尤其

是目前跨国企业小型化浪潮中 , 大量美国小型企业的国际

化都是依靠建立跨国合资、合作战略联盟获取那些补充性

资源, 而无需花费巨额成本从自身内部生成。使知识迅速

转化为产品, 提高知识的附加值。

从以上的 4 种方式看 , 跨国合资企业能够避免单个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关键知识的弊端, 通过合作汇集和分

享, 以达到占领市场为基本目标。

3.2 跨国合资企业形成知识合作剩余的创造模式

企业的知识资源具有显著的价值 , 同时具有成因模糊

的特点 , 所以具有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特性 , 也就成为

企业资源差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有的文献中也将

它们中的大部分归入隐性知识中。如德鲁克(P.F.Durcker)

认为: “隐性知识 , 如某种技能 , 是不可用语言来解释的 , 它

只能被演示证明它是存在的, 学习这种技能的惟一方法是

领悟和练习”。这充分说明 , 跨国合资企业中的双方只有通

过紧密协作才能获得期望的收益, 该收益是跨国合资双方

合作的收入剩余。而在跨国公司知识资源中, 最具价值的

是那些难以模仿和替代的隐性知识。而且该知识在跨国合

资企业双方的知识资源中最具有路径依赖和成因模糊的

特点, 难以将其转化为容易理解、传递的显性知识 , 所以它

的传递只能通过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等形式。其中 ,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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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合作的方式 , 师传徒受就是传递的典型形式。所以 , 跨

国合资企业中的双方需要紧密合作 , 实现知识互补和知识

交流( 见附图) 。

附图 跨国合资企业形成知识合作剩余的创造模式

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合作, 由于企业具有各自不同的

知识基(knowledge base), 跨国企业拥有知识资源 1, 本地企

业拥有知识资源 2, 由于知识资源的异质性, 合资合作不仅可以

学习对方的知识, 还可以将对方知识与自身的知识基础快速整

合并进一步创造新的交叉知识 , 而且该新的交叉知识更适应

了企业发展的要求 , 因此跨国合资企业在扩展自身能力的

同时 , 也弥补了原来各自企业的知识资源缺乏。

这些新的交叉知识就是知识合作剩余的主要部分。如

附图粗线的部分所示, 正因为这些知识合作剩余的产生 ,

使跨国合资企业的形成更有动力。跨国合资企业整合后的

知识资源范围扩大了, 学习和更新的速度比合资合作前任

何一个企业要快速和更有效率, 这是所有企业的战略家或

经营者都追求的。因此, 知识合作剩余在跨国合资企业形

成和发展中起着催化补充和加强的作用。正是这些知识合

作剩余的存在 , 使跨国合资企业的形成更具有动力 , 并在

发展过程中整合和创新企业知识。

因此, 跨国合资企业是一个知识的集合体和学习的组织系

统, 其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合作而获得知识合作剩余加速了它

们之间合资合作形式的形成, 增加了合资后整体企业的知识资

源, 使跨国合资企业在原有各参与企业存量知识基础上增强了

创新能力, 进而形成并维持了跨国合资企业的竞争优势。

4 跨国合资企业中知识合作剩余索取权的

管理

知识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10]。但由

于每个成员投入的知识贡献有时可能无法精确度量 , 所以

知识合作剩余的分配结果取决于知识参与各方所拥有的讨价还

价能力, 即知识参与各方获取知识收益的能力, 主要表现为对合

资各方企业的控制能力和对知识合作剩余的索取能力。例如要

素企业的稀缺度、参与方的知识贡献、学习吸纳能力和政府

的政策导向 , 这些要素均会影响知识合作剩余的索取 , 也

会影响跨国合资企业的形成和发展。

因此 , 企业知识合作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应遵循公平合

理原则、风险补偿原则和效用最大原则 , 促进跨国合资企

业顺利地进行知识共享与合作, 以不断提升我国企业的创

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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