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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已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企业就是知识一体化的组织。在对知识分工与协作必要性进 

行分析的基础上，对虚拟企业的知识分工协作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提 出并建立了虚拟企业的知识分工协作运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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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关于知识分工协作 

1．1 知识分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世纪最重要的 

自由主义理论家之一哈耶克 1934年就曾指 

出过：比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问题更根本 

的经济学问题是知识分工问题。 

知识生产之所以必须分工，一方面是因 

为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庞大，具有有限理性 

的人受其理解和记忆能力的限制，即使毕其 

一 生也无法将各种知识“完整地学到手”，人 

类社会只能在知识的生产、获取、贮存等方 

面实行专业化分工；另一方面，只有深入到 

特定角落(领域)里去发掘，才可能获得真正 

的、新的知识，这一基本原理被人类学家吉 

尔兹称为“局部知识(1oeal knowledge)”。 

在知识分工制度下，每个人都能沿着一 

定的专业方向获取人类全部知识的一个片 

段，不同专业方向的人因此在不同的生产活 

动上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每个人都将有限的 

工作时间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全 

社会的总产出则将远远大于每个人单独从 

事各种生产活动的产出之和。 

1．2 知识协作 

知识分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会导致每 

个人知道越来越多的关于越来越小的事情。 

人类的不幸或幸运之一，是具有“遗忘”的倾 

向——任何记忆都将被时间抹去。如果我们 

投入到特定角落去发掘局部知识，日久天 

长，我们就开始忘记世界上其他角落里发生 

过的知识。于是，人类知识将不再是整体的， 

它被各个角落里的人分裂为无数碎片，这一 

现象叫做“知识分裂”。然而，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一个产品常常是多种技术知识的综 

合。以数码相机为例，它包含了光学、机械、 

微电子芯片、软件等等，是一个复杂的知识 

组合。另外，知识具有多面性，在不同的时空 

和条件下只能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获得不完 

整、不全面的知识。 

为了避免知识的严重“分裂”．适应现代 

生产涉及多领域知识的趋势，以及获得全面 

的知识就必须进行知识协作。所谓知识协 

作，是指通过知识的共享、整合、重组与激 

活，使学习、利用和创造知识的整体效益大 

于各独立组成部分总和的效应。知识协作具 

干扰组织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充分利用，阻碍 

管理目标的实现，当冲突双方针锋相对互不 

相让走向极端时，结果可能是联盟双方的高 

层产生总体冲突，最终导致联盟的瓦解。因 

此，分析产生冲突的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在 

冲突的潜伏期予以预防，在正面冲突发生时 

予以化解，是保持联盟稳定性的必要手段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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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下的基本特征： 

(1)知识协作具有“2+2=5”的效应。通过 

知识协作，一些原来没有的东西将被创造出 

来，企业由此获取的竞争优势也最具有实质 

性和持续性。 

(2)知识协作的联系程度比较紧密。绝 

大多数知识是隐性知识，具有默会隐含性， 

参与知识协作的人员只有紧密地工作，才能 

互相有效地学习，更好地利用知识，创造出 

更有用的新知识。 

(3)知识协作的参与者范围极其广泛， 

可以涉及企业内每一个员工以及企业外任 

何其它组织。 

1．3 企业知识与知识分工协作 

企业知识包括技术知识、组织知识和制 

度知识。技术知识指的是与生产的社会属性 

(如生产组织等)无关的纯生产技术方面的 

知识。组织知识可以分为组织结构知识和组 

织管理知识。前者主要涉及协调分工的组织 

框架，分为市场、企业和居于这两者之间的 

中间型组织．具体还可细分为U型、H型和 

M型等等。组织结构知识比较易于观察，属 

于可以交流的知识。组织管理知识则较多地 

包含了企业的管理哲学、企业文化等隐含在 

企业某一活动方面的具体协调过程中的知 

识。这类知识由于涉及企业的具体情况，并 

且包含了比较难以模仿的组织文化、组织成 

员间默契等因素而比较难以识别、模仿和交 

流，也是组织的特殊优势所在。制度知识是 

被创造出来规制(govem)社会冲突的规则制 

度，无论将其理解为抽象的东西如“游戏规 

则”或具体的东西如产权，都不直接决定经 

济绩效，而是通过对组织运转的制约来影响 

经济绩效。 

技术知识是企业知识的主体，也是知识 

分工协作的对象。知识分工协作在促进技术 

知识的生产、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同时，必然 

会产生协调费用，而且随着知识分工的细 

化，知识协作的协调费用也越高。知识分工 

协作产生的净收益=知识分工协作带来的经 

济一知识分工协作带来的协调费用增加。如 

何使知识分工协作经济大于所带来的协调 

费用增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组织知识 

和制度知识的改进可以降低知识分工协作 

所带来的协调费用，使人们有更大的空间来 

折衷节省协调费用与利用知识分工好处的 

两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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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拟企业的知识分工协作 

2．1 虚拟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知识分工协作 

虚拟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是一种开放 

式的组织结构，一般分为 3个层次：一是虚 

拟企业的“核”，又称“盟主”；二是企业的基 

本外层，又称“盟友”；三是虚拟企业的弹性 

外层，又称“合作者”。虚拟企业可以形象地 

比喻成企业为迎接市场挑战而结成的统一 

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核”是具有灵捷特性 

的企业，能积极探索市场和顾客的需求，密 

切关注技术发展。一旦捕捉到市场机遇， 

“核”首先对市场机遇进行评价，对于不能独 

立完成的机遇，根据“盟友”所拥有的核心条 

件，选择“核”以外的“盟友”作为合作伙伴； 

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则在充分考虑经济和 

技术两方面的因素下，选择合适的 “合作 

者”。“核”企业通过信息技术将所选择的实 

体聚合成动态的项目组织——虚拟企业。 

由企业知识理论可知，虚拟企业是一个 

知识综合体，其必然也必须进行知识的分工 

协作。虚拟企业的知识分工协作分为各成员 

企业内部的知识分工与协作和成员企业之 

间的知识分工与协作。深入分析虚拟企业， 

其组织结构有利于知识的分工协作： 

(1)从联盟的意图来看，虚拟企业实际 

上是一种学习联盟，各成员企业把联盟作为 

进入对方的核心知识、加强知识协作、显著 

增加学习效果的手段，强调在“合作双赢”的 

驱动下学习和创造知识。 

(2)从联盟的要素来看，虚拟企业侧重 

的是基于知识和能力等无形资产要素的合 

作，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联盟伙伴间技术、知 

识和能力的吸收、协作与积累。 

(3)从联盟的结构来看，虚拟企业强调 

分工，更强调合作，网状式的组织结构使得 

企业间交流跨越了 “空间壁垒”、“制度壁 

垒”，知识交流范围更广，组织间相互渗透更 

深。 

(4)从各成员企业之间的协调机制来看， 

具有准市场的特性。各成员企业对所担任的 

具体任务具有知识比较优势，拥有惯例、规 

章制度、企业文化等大量组织管理知识和制 

度知识，其知识分工协作效果较好；同时，各 

成员企业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用市场机制自 

行控制和衡量它们自身的知识分工协作，不 

必为监督而支付组织费用；另外，各成员企 

业间的知识分工协作还受企业行政机制的 

一 定约束，没有

2．2 虚拟企业的知识分工协作运作模型 

虚拟企业的知识分工协作具有层次性， 

本文建立的是基于成员企业间的知识分工 

与协作运作模型。 

附图 虚拟企业知识分工协作运作模型 

此运作模型建立的逻辑思维是：对于单 

个企业难以独立完成的市场机遇，首先从知 

识的角度进行划分，并交由各个成员企业完 

成；由于各种原因成员企业会产生知识协作 

的动因；各个成员企业进行知识协作；最后， 

在知识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进行知识生产， 

完成市场任务。 

2．2．1 把握市场机遇 

市场机遇是市场提供给企业在某个产 

品和市场上施以动作以取得重大报酬的机 

会。市场机遇稍纵即逝，只有那些做好充足 

准备、独具慧眼和独具匠心的“核”企业才能 

发现。市场机遇具有短暂性、隐蔽性与高风 

险。如何高效地、低风险地抓住并完成市场 

机遇(任务)是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根据贝克尔——墨非模型，完成一项任 

务所需花费的时间包括两部分：一是积累 

(准备)完成任务所需的必要知识所花费的 

时间，这也就是知识积累的时间；二是完成 

任务本身所需的工作时间。知识的积累很重 

要，它决定了完成任务的情况和效率。一个 

拥有专门知识较多的企业将具有更大的可 

能性赢得市场。 

2．2．2 知识分工 

“核”企业要想独立完成市场任务，首先 

必须完成相关知识的积累，通常有两种途 

径：其一是企业自身的积累；其二是通过市 

场交易获得。知识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市场机遇 

具有短暂性。另一方面，知识这种生产要素 

很难在市场上顺利交易。当向购买者显示知 

识价值时，知识就已经泄露给对方；而若不 

显示知识的价值，则购买者会因为与知识所 

有者对知识了解的不对称性而最终放弃这 

笔交易。“核”企业无法迅速完成相关知识的 

积累，也就谈不上市场任务的独立完成。 

通常，“核”企业在充分信息的条件下， 



首先从知识的角度完成对市场任务的分解， 

然后根据知识比较优势原则精选出合作伙 

伴，建立虚拟企业，以迅速集成各专业知识 

领域里的独特优势，实现对外部知识的整合 

利用一 

虚拟企业的知识分工通常采用合同或 

者契约的形式，以决定各成员企业相应的利 

益及风险关系。 

2-2-3 知 识协作动 因 

(1)共赢动因。所谓共赢动因是指通过 

知识协作弥补企业自身的知识缺口，以及时 

完成所分配的市场任务，达到各企业共赢。 

各成员企业不可能完全拥有完成任务所需 

的全部知识，而虚拟企业内各成员之间的知 

识交流、共享可以有效地弥补这个缺口。另 

外，各成员企业之间的知识协作还能激发出 

大量的有利于市场任务完成的新知识。 

(2)私有动因。私有动因是指成员企业 

通过知识协作可以从其他企业获得许多有 

利于本企业发展的新知识，增加企业知识积 

累，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而这些新知识在 

此次虚拟企业的运作中可能并不一定需要。 

2-2．4 知识协作 

虚拟企业的知识协作分为知识转移与 

知识创造。 

知识转移是指企业知识的协作仅表现 

为知识在双方之间的流动，它是知识的对称 

化、知识共享或知识的简单学习 (单环学 

习)，其协作效应体现在对知识的“共享”上。 

虚拟企业利用网络技术建立知识交流共享 

平台，各企业在此平台上进行知识交流，有 

意识地吸收其他企业的知识并进行积累。知 

识转移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协作。 

知识创造是指企业知识的协作是在对 

现有知识整合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创造出新 

的知识，其协作效应体现在对新知识的“创 

造”上。知识创造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协作，主 

要包括知识的整合、重组、激活等。 

(1)知识的整合。知识整合是知识的重 

构与综合，通过知识在组织中的流动和扩 

散，对其进行评价、选择和重构，使不同主 

体、多种来源和功用的知识相互结合并综合 

成为组织的知识，即组织共享并能加以有效 

利用的知识。对于虚拟企业来说，知识整合 

就是虚拟企业成员间组织优势知识的互补、 

叠加和延伸。成员企业间存在的各自专门知 

识及互补性为知识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 

(2)知识的重组。知识重组是在知识扩 

散的基础上形成的企业间组织知识的互动， 

通过合作，相对成熟的知识在虚拟企业中扩 

散，将企业间知识进行重组，从而有效地拓 

展了新知识。知识重组的实质是在原有知识 

基础上对知识的再利用。 

(3)知识的激活。知识的激活指通过合 

作来促进知识的彼此相互交流和分享，从而 

增加知识间相互碰撞的机会，产生边缘知识 

或者将原有价值低的知识升级为价值高的 

知识。 

显然，知识创造的协作方式比知识转移 

具有更高的收益。它们二者也是密切相关 

的，知识转移是知识创造的基础，而知识创 

造后必须再次进行知识转移，才能产生知识 

协作的良性循环，并进一步促进协作效应的 

提高。 

2．2．5 知识生产 

虚拟企业的各成员企业在知识分工与 

协作的基础上进行知识的生产，共同完成市 

场任务。同时，“核”企业需对此次的知识分 

工与协作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总结经验教 

训，以便将来更好地进行联盟。 

3 研究展望 

本文初步建立了虚拟企业知识分工协 

作的运作模型，但是，对于该模型某些环节 

的细节问题，如知识的具体分工、协作动因 

的协调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知识管理已经成为21世纪 

最重要的组织管理知识之一，是企业在动态 

环境中为了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而对知识 

的生产、加工、传播和运用等活动进行管理： 

知识管理对于虚拟企业尤其是虚拟企业的 

知识分工协作有着重大意义。虚拟企业如何 

进行知识管理以便提高知识分工协作的效 

果、降低知识协调的费用也是一个有待深入 

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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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pa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Knowledge in Virtual Corporation 

Abstract：The fact that knowledge is the first production element and the COrporation 1‘s a knowledge tissue is 

becoming true more and more today．After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of the sepa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know1
．  

edge，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virtual corporation from this angle deeply and expounds that the structure 0f the 

virtual corporation is beneficial to sepa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knowledge
． The artic1e founds the I1Jn 

model of the sepa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knowledge of the virtual corporation finallv
． 

Key words：virtual corporation；separation and coordination；knowledge metastasis：knowledg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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