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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联盟中的知识转移效率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知识联盟的绩效乃至成败。对知识联盟中

的知识创造过程、知识转移过程及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 , 并针对这些因素提出

了促进知识联盟中知识转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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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趋势的进一

步加强 , 战略联盟已成为全球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 , 企业

之间的各种合作以每年 25%的速度快速增长[1]。随着知识

经济的兴起 , 知识已经取代土地、劳动、资本和机器成为最

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 , 企业战略联盟也由以前的产品联

盟逐渐发展到知识联盟。

知识联盟是战略联盟的一种形式 , 其形成的根本动机

与主要目的是企业与企业或企业与其它机构通过结盟方

式 , 相互间转移知识并且创造新的知识。研究发现, 企业与

研究团体、竞争性对手、非竞争性公司以及供应链上下游

成员都有可能发展成知识联盟。麻省理工学院与许多公司

共同合作开发知识, 在生产中使这些公司的平均增长率达

到 27%以上。

知识是企业核心能力的源泉。由经济控制模型可以知

道: 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必须不断地投入知识资源[5]。而仅仅

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和能力是一

项花费昂贵而且困难重重的事情。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快

速发展 , 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学习、吸收外界知识的重

要性 , 知识联盟作为战略联盟的高级阶段必将受到越来越

多企业的重视。

1 知识联盟中知识活动的内容

知识联盟中的知识活动主要包括创造知识、转移知识

和应用知识等。根据知识被转移的难易程度 , 可将其分为

显 性 知 识 (explicit knowledge)和 隐 性 知 识 (tacit knowledge)

两类。显性知识是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动力。企业的隐性

知识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和源泉[3, 4]。

联盟中知识活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联盟成员间的互

动学习和合作创新 , 使所有联盟成员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

力都获得迅速而显著的提高。联盟成员间的互动学习和合

作创新是随着联盟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在联盟形成之

初 , 联盟成员间的接触时间比较短 , 因而互动学习以学习

对方的显性知识为主 , 即学习对方的一些现有的规章、手

册和技术资料 , 并结合学习者的情境(context)将学习到的

显性知识转化为自己的隐性知识。随着联盟伙伴交往的深

入 , 双方由表面的简单的显性知识的交流 , 逐渐发展成为

深层次的、内隐的、经验性的隐性知识的交流。交流的次数

越多 , 交流得越深入 , 就越能挖掘出联盟伙伴的隐性知识 ,

然后通过自己的学习内化成联盟组织的隐性知识 , 使其进

一步显性化。如此交流反复 , 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知识。

2 知识联盟中的知识转移与创造过程及其

影响因素

2.1 联盟中知识转移与创造的过程

知识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知识本身, 同时也体现在对知

识的有效应用上, 知识与其运动结合起来才能使知识创造

出更大的价值, 也就是所谓的把知识“用活”。所以联盟中的

知识转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联盟中成员组织的知识由组

织规则和组织常规构成 , 其中 , 组织规则是显性知识(明晰

知识), 组织常规则是隐性知识(模糊知识)[12]。组织间的知识

是由有关组织的共同规则和共同常规构成的, 其中共同规

则是显性知识(明晰知识), 共同常规是隐性知识(模糊知识)[12]。

彭灿根据 Hedberg 和 Holmqvist[12]对虚拟组织(知识联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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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的研究 , 归纳出虚拟组织中的 4 种学习模式 , 分别为

社会化中的学习(简称社会化学习 ) 、外在化中的学习 ( 简

称外在化学习)、组合化中的学习(简称组合化学习)和内在

化中的学习(简称内在化学习)[13]。这个结论当然也适用于

知识联盟。通过这 4 种学习 , 组织知识转化为组织间知识 ,

在转移的过程中 , 成员组织在吸收其他成员知识的同时结

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 对转移来的知识进行“扬弃”, 新知识

不断被创造出来 , 实现了组织间的知识转移与创造。

2.2 联盟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1- 3, 7, 8, 10, 11]

知识联盟中的知识转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 附表列

举了一些影响因素。

2.3 提高联盟中知识转移效率的对策

在知识联盟中如何高效地进行知识转移是联盟合作

伙伴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Nicolas Rollandc[10]认为战略目

的、文化、信任、形式、透明度和学习能力是影响联盟知识

转移的 6 个关键要素 , 其中 , 战略目的、文化、信任和形式

是影响知识转移效率的前提条件 , 而透明度和学习能力则

被认为是战略过程的结果。

这个模型解释了知识如何在联盟中实现高效转移。但

是笔者认为, 知识转移效率既受联盟中各个企业情况的影

响 , 更受知识在联盟各个企业的接口运行情况的影响 , 如

果接口通道不畅通 , 或者知识在通道的地方失真 , 那么联

盟中的知识转移将没有办法高效地进行 , 而这些接口和通

道是由一个个知识“传递员”连接起来的 , 所以联盟中的关

系资本对联盟中的知识转移十分重要 , 它是保证联盟中知

识转移的前提条件。其次联盟中的成员在相互合作的过程

中, 能够创造利益 , 这个利益包括私人利益(自身利益)和联

盟公共的利益 [9], 联盟中 的 企 业 可 以 被 看 作 是 一个 “经 济

人”, 企业加入联盟的动机就是获得利益(包括实际的利益

和潜在的利益), 所以在联盟中企业为了获得私人利益(自

身利益)而展开竞争 , 同时又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合作。只

有合作而没有竞争 , 成员之间就没有传递知识的动力[9], 而

当只有竞争时 , 企业之间在学习对方知识的同时也对

自己的知识进行保护, 对知识的转移形成很大的障碍。

基于以上分析 , 我们给出一个改进的(联盟中)知识

转移影响因素模型。附图为改进的(联盟中)知识转移

影响因素模型。

根据该模型 ,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提

高联盟中知识转移的效率和效果。

联盟中要建立以“整合”为目的的战略。联盟的战

略目的是保证联盟 中 知 识 高效 转 移 的 必 要 的 前 提 条

件。从联盟的角度来看, 企业的战略目的一般有: 进入、

内化和整合 3 种[10]。其中以“整合”为目的的战略是在

合作者之间整合某种类型的能力或者资源, 联盟成员

能够建立一种相互学习的氛围 , 在公司内部发展一种

联盟之间新的通用的竞争能力, 知识转移效果会改善 ,

公司会获得大量的根植于合作伙伴组织内的知识和智

力资产, 联盟成员在战略目的上应当保持一致性和平

衡性。

联盟中的成员企业要建立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和柔

性的文化。开放性文化的特征是公司乐于与外界交流,

边干边学[10]。而柔性文化是公司在学习外界的过程中不

断对自己的文化、流程、价值观进行相应的调整[10]。这两

种类型的文化更有利于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

信任是联盟中保证知识高效转移的重要基础 , 信任在

隐性知识的传递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有相互信任 ,

相互之间才愿意敞开心扉与对方交流 , 知识才可能在联盟

中快速转移。而且信任还能够起到协调作用 , 减少交易费

用和不确定性。

战略联盟的形式对联盟的知识转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10]。

在非股权、股权、合资 3 种联盟形式中 , 人们普遍认为合资

形式最有利于 战 略 联盟 中 的 知 识 转 移(Kogut, 1988; Mow-

ery, 1996)。

关系资本是指存在于联盟企业个人层次上的相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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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尊重和友谊。笔者认为在联盟之中转移的知识 , 特别是

企业的隐性知识 , 其转移过程先是知识“传递员”吸收联盟

中伙伴的知识 , 然后对知识进行加工、过滤、整理 , 转移到

本企业内部 。所以, 这些人员之间的交流程度、信任程度、

友谊对联盟的知识转移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 成员企业的员

工之间的关系资本越高 , 知识转移过程中的知识保真度就

可能越高。

透明度是指战略联盟中参加者开展知识交流和传递

的深度和广度[10]。透明度取决于两个因素 , 一是公司运营

中的知识特性和这些知识的结合方式 , 二是公司对这些知

识进行转移和整合的意愿。在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 , 透明

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只有联盟伙伴愿意开放自己的知

识 , 知识才可能在联盟中有效地转移。

学习能力是公司获取和吸收联盟伙伴知识的能力, 联

盟伙伴的学习能力越强 , 其在联盟中学习的收益就越大 ,

也就越愿意与其联盟伙伴进行交流。吸收能力具有路径依

赖性 , 与公司以前的知识积累、知识结构、人员素质有很大

的关系 , 联盟中的企业平时就需要多进行知识积累 , 提高

自己的知识积累能力。教育和培训对吸收能力的提高有很

大的帮助[10]。

竞争和合作的目的就是在联盟的企业中找到私人利

益(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佳比例。在知识联盟中参与

者可以获得两种完全不同的利益 : 私人利益(自身利益)和

共同利益。私人利益(自身利益)是指知识联盟中的一个企

业单方面用从知识联盟中获得的技术知识在不属于知识

联盟行为的领域里获得的个人利益; 共同利益是指联盟内

的所有企业由知识联盟的共同行为或相关行为产生的利

益, 并且在所有成员之间按比例分配[9]。在只有共同利益的

联盟中 , 企业没有超前学习的动机 , 不利于知识的转移与

吸收 ; 在只有私人利益的知识联盟中 , 联盟中的企业一旦

学习到自己需要的知识就感觉到联盟企业没有什么利用

价值了, 也就会退出联盟。由于担心在联盟中被利用 , 所以

联盟中的企业在学习他人知识的同时也会竭尽全力地保

护自己的核心知识, 从而造成知识转移的障碍。因此联盟

企业之间需要找到一个私人利益(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的

平衡点 , 实现竞争与合作的平衡[6], 从而加强知识转移的效

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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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Knowledge-transfer in Knowledge Alliance

Abstract:The paper introduces knowledge creatio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e obstacles of knowledge-transfer; furthermore gives

some advice to overcom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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