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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对组织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采用图形演示法，构建了创新网络中组织

学习的主体关系模型和动力模型，分析了其中的组织学习机制，并研究了组织学习的行为过程。为保证组

织学习实现“促进知识流动”、“增加知识存量”和“激发知识创新”的目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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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获取、创造以及运用知识

的能力，已成为一个组织获取持久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组织的绩效，更多依赖于创新主体之间资源和能力的异质

性和互补性。由不同创新主体合作而形成的创新网络，也

已经成为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1］。网络式的创新

组织模式打破了学习的组织边界，组织间学习成为知识的

重要来源。因此，如何构建有效的组织间学习机制，使创

新主体能够在创新网络中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有效的跨

组织学习，就成为在促进创新网络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

一个重要问题。 

1 文献综述 

1.1 组织学习概述 

Argris和 Schon 于 1978年在《组织学习：行动视角理

论》一书中提出“组织学习”(Organization Learning)的概念，

即发现错误并加以改正的过程。随后，很多学者继续从不

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20世纪 9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彼得·圣吉教授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

实务》的出版，再次激起了学者们对组织学习的兴趣［2］。

日本学者 I·Nonaka［3］提出了“创造知识的公司”的理论，认

为知识创造是一个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作用的螺旋上

升过程。Dyer 和 Nobeoka［3］则将知识创造定义为“特定网

络环境中的知识发展和获取”，“通过网络层次上的知识寻

求机制来发现、创造网络中的知识”的行为。陈国权［4］对组

织学习的研究表明，组织学习在我国已逐渐得到管理学界

和企业界的重视，但人们对组织学习，特别是对其中一些

基本理论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认识。 

1.2 创新网络概述 

“创新网络”的概念最初来源于 Debresson［5］使用的“创

新者网络”一词。Freeman［6］接受并引证了 K·Imai ［7］对创

新网络的定义，认为创新网络是应付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

本制度安排，网络框架的主要连接机制是企业间的合作关

系。HAMILTONG ［8］ 则指出，创新网络实质为围绕企业

形成的社会网络、商业网络与专业网络的交叠，存在一系

列的交换、交流和交易关系；它们共同为行动者提供情感

和信用支持，为创新过程的展开提供物质资源和专业知识。  

大量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创新网络和组织学习之间存

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CynthiaHardy， Nelson Phillips， 

Thomas B. Lawrence［9］认为网络合作和关键资源是与知识

转移相联系的，网络不仅能促进网络中的知识转移，还能

促进新知识的产生。Rajiv D. Banker， Robert J.Kauffman ［10］

梳理了 50年来在Management Science上发表的关于信息流

研究的论文，指出创新网络中由跨组织学习而导致的信息

交换是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并探讨了网络信息处理过程

与跨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Herman Monsuur， TonStorcken
［11］探讨了信息沟通在跨组织学习方面的重要作用。Borgatti 

S P, Rob Cross. ［12］则认为，技术创新对知识的需求变化导

致了网络联系的产生，进而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实现了网络

联系，导致了网络结构的产生。Lars Frisell［13］指出，当信

息的溢出效应和支付效应为正时，跨组织学习就会导致网

络的产生。Aston学派认为，网络是基于信息交换和组织学

习的结构型机制，网络的生成是为了寻找有助于自身发展

的新知识，其路径是社会活动的随机模式并逐渐制度化为

组织惯例［14］。国内学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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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智文和姜彦福［15］以网络结构抽象代表经济社会的知识扩

散结构，进行了网络环境下的知识扩散研究，并考虑了其

在时间维度下动态变化的情况。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通过各类分析方法对组织学习

的内涵、过程以及机制进行了研究，同时对创新网络结构

的生成、动力、条件、时点等关键问题，以及创新网络和

学习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讨。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表明，创新主体进行的技术合作创

新活动的本质，即为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交互过程；其网

络生成与演化的过程，就是创新主体间的知识匹配过程［16］。 

2 创新网络中的组织学习机制 

2.1 创新网络中的组织学习主体 

在创新网络中，各网络节点/学习主体(企业、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中介机构、信息平台和政府等)为完成学习目标，

都在其确定的位置相互依存、相互支撑，通过复杂的非线

性关系形成网络的结构，并完成循环往复的学习过程。 

2.1.1 政府主管部门的学习规则 

政府主管部门是网络学习的辅助者，其所追求的目标

是社会效用和总体效益最大化。由于市场失灵，企业所学

的知识不一定能够支撑整个社会系统的社会效用和总体效

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此时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来提高

学习过程的有效性。根据政府的职责，创新网络中政府的

学习规则可表示如下： 

规则 1：如能辨明创新网络中所需的知识，则制定相关

政策以引导组织学习的方向。 

规则 2：如发现各学习主体的学习动力不足，则运用经

济杠杆或行政手段建立激励机制。 

2.1.2 企业的学习规则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组织学习的执行机构主要是企

业；而在我国，企业却未能发挥相应的功能。从严格意义

上讲，并不是网络中所有的企业都是组织学习的主体。那

些缺少学习需求和能力的企业，虽然参加学习过程，仍不

构成现实的学习主体。我们可以粗略描述企业主体的学习

规则，即： 

规则 1：如果市场需求变化，合理引进新知识或进行自

主创新。 

规则 2：如果新知识出现，则进行技术改造或开发新产品。 

2.1.3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学习规则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组织学习的“知识库”。高等院

校，特别是研究型高等院校拥有充沛的人才资源、丰富的

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源，信息流通性好。科研院所也是知识

供给、创新的重要承担单位，它们通常与国家科学研究计

划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结构和功

能特点，笔者将它们的学习规则表示如下： 

规则 1：如果企业有学习需求，则参与学习过程。 

规则 2：如果发现新的问题和领域，则开展知识创新活

动，不断创造出新的知识和技术。 

2.1.4 中介机构的学习规则 

创新网络中的中介机构也是组织学习的重要辅助者，

它们可在知识的“供需”双方之间搭起桥梁，成为各类主体

间的粘合剂和创新活动的催化剂。中介机构的学习规则可

表示如下： 

规则 1：如果企业或行业有某项知识学习需求而又不能

独立解决，则建立与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的联系。 

规则 2：如果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进行了知识创新，则

寻找需求企业，并与其建立联系。 

2.1.5 信息资源平台的学习规则 

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传播是组织学习的重要支撑

条件。创新网络可建设信息网络，借助互联网整合资源、

互通共享和提供服务，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根据信息

资源共享平台的功能，其学习规则如下： 

规则 1：如果信息资料库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应对数

据进行及时更新和长期积累，同时保证信息的时效性以及

前沿性。 

规则 2：如果发现信息资源交流出现障碍，例如出现网

络安全等，及时联系各方解决问题。 

2.2 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的动力模型 

在网络组织中，内部拥有知识积累和在组织间学习中

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往往具有结网合作的迫切感，倾向于通

过加快结网合作获取其它成员的知识［17］。这些组织学习的

迫切感，来源于创新网络外在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组织内部

经济技术活动的双重影响。 

(1)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引发组织学习的外部动因。在国内

外任何创新网络中，利益驱动都是组织间学习赖以进行和发

展的基本动力。在全球竞争时代，企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

大变化，顾客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产品生命周期缩短，这些都对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商业化提出

了时间要求，同时也就使各组织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

此时，单个企业很难拥有应付这种局面的资源和能力，从而

只有在创新网络中通过迅速地组织学习以增强自身竞争力。

因此，创新网络中组织面临的由环境动态变迁所带来的利

益影响，是组织间学习得以产生的根本驱动力量。 

(2)创新行为的复杂性是引发组织学习的内部动因。在

现代社会中，科技越来越呈现出高度综合、高度交叉同时

又高度分化的特征，这使得组织间的技术边界不断模糊化。

企业在产品研发过程中面临的产品复杂性、技术复杂性和

过程复杂性的特点益发明显，复杂性的加大给创新网络的

研发工作带来了挑战，使各组织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

越高。为了应对创新活动复杂性带来的挑战，管理者和技

术人员必须学会学习、适应和变化。这就要求组织之间充

分沟通了解，也要求合作组织通过互动学习提高自身能力，

消除创新复杂性带来的合作障碍。因此，我们认为创新复

杂性是开展组织间学习的直接驱动力量。 

图 1 表明，创新网络中的组织间学习是内外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良好的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资源环境是组

织学习的前提条件，追求经济、社会效益是组织间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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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目的。 

 
图 1 创新网络组织学习的动力机制 

创新网络是网络成员间的合作网络，成员间的各种知

识和技术构成网络的知识流。创新网络成员间的交流和沟

通可以实现知识的学习、共享和扩散，并拓展获取信息和

资源的渠道，建立起密切的、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从而

为以后的合作和交流打下基础。 

2.2.1 学习的具体目标 

知识转移不是一个孤立的环节，而是与知识的创造和

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转移的知识被保留下来并

加以运用，才是有效的知识转移。因此，知识转移目标可

细分为“促进知识流动”、“增加知识存量”和“激发知识创

新”3个分目标。 

(1)促进知识流动。知识的流动有 3 个层次，即个体间

的流动、个体和组织间的流动以及组织间的流动。创新网

络组织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从个体到组织，再从组织到个体，

最终突破组织边界扩展到整个网络的过程。学习主体之间

的技术差距、管理差距、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存在，构

成了组织学习的动力。这种差异越大，知识流动的速度就

越快。知识的流动是个体的知识扩散为网络知识的过程，

是创新网络中组织间学习的前提。这个过程是动态的、螺

旋式上升的和交互循环发展的：一方面，单个行为主体的

知识通过共享系统扩充到网络知识库；另一方面，网络知

识库也通过一定的共享机制向单个行为主体转移知识［18］。 

(2)增加知识存量。在组织学习过程中，单个组织或个

人首先基于自身对网络中知识资源的理解，运用自有的知

识挖掘能力识别出对自身有价值的部分；然后，组织通过

购买、技术许可、技术交流等不同方式拥有知识的所有权

或使用权；最后，单个组织将获得的、有价值的知识在组

织内部消化吸收，并将组织内个人所学习到的知识提升到

组织知识的层面，从而将学习到的知识内化为组织自身的

知识资源。 

(3)激发知识创新。知识创新是组织间学习中最重要的

一环，也是组织间资源优化和整合的过程。单个组织在网

络知识库中通过知识挖掘和吸收之后，可将内化的知识引

入经济系统，从而在实践中创造出新的技术、工艺和方法，

增加知识附加值；同时，它还可实现知识的创新，从而使

网络知识库中的知识容量得到增加。 

2.2.2 组织学习的具体行为过程 

要完成上述 3 个目标，组织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个

体之间、个体和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

结合方式以及知识配置能力在组织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决定

性作用。 

(1)人力资本的流动。它是知识扩散乃至发生溢出的原

因之一。这里的“流动”富有多层含义，既包括人力资本的

有形转移——自然人的流动，也包括人力资本的无形转移。

对于人才的流动，必须坚持市场调节原则，适应市场经济

特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构建创新人才吸引机制，按照“不求所在，不求所有，但求

所用”的原则，打破户籍、部门、身份及地域界限；制定吸

引国内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优秀人才到网络内服务的具

体办法和配套政策。这样既可以引进人才，也可以引进智

力。引进可以采用调动、聘用、借调、兼职、讲学、培训、

科研等多种形式，不断壮大网络内高层次优秀人才队伍，

提升队伍实力。 

(2)企业间的合作。在创新网络中，最重要的知识流动

形式之一，就是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非正式的相互影响。

企业合作的形式既可以是紧密的，也可以是诸如战略联盟

的松散形式。企业技术合作是企业之间知识流动的最主要

形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企业间还可以逐步建立起技

术联盟。通过知识、技术的交流，一个企业的知识可以扩

散到另外一个企业。这种知识的流动是在某种合作的基础

上完成的，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源泉，获得了由人力资

源和技术财富互补而构成的协同效应。 

(3)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高校、科研机构与

企业之间的合作是组织学习过程中关键的知识流动形式。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研究机构、国家

研究中心和协会在网络知识学习中的作用。产学研合作应

该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个层面是政府部门资助的科研

院所、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另一个层面是广义

上的跨产业的产学研合作。综合而言，科研院所和高校是

一般研究活动的主要执行者。它们不仅为企业生产基础知

识，而且还可以产出新方法、新仪器、有价值的技能和人

才。而企业则可以通过查询专利数据、公开发表的有关最

新科学发现的信息、关于新仪器新方法的知识等多种渠道

获取知识。 

(4)知识扩散与转移。通过知识扩散与转移有益于提升

组织学习能力。知识的扩散既是网络创新系统运行的后续

子过程，又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技术与经济结合的运动过程，

同时还是一个学习过程。它不仅仅存在于个人学习之中，

也存在于团队、组织和产业合作中。一般来讲，扩散既包

括有意识的知识转移，也包括无意识的知识传播。对于创

新网络而言，应该同时从内部驱动要素和外部驱动要素出

发，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扩散和转移机制：①技术转让。

科技成果所属一方可在正式契约的基础上将科技成果有偿

转让给企业，包括对专利权、专利申报权以及非专利权的

转让。②合作开发。联合研究、合作开发的产学研合作模

式成为开展组织间学习，促进知识在组织间扩散的有效途

径。③联合培养。它是指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合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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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培育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并定期进行人员交流、技

术培训和咨询。④共建产学研联合体。其最大的特点在于

技术创新活动是由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联合组建的复合

组织来共同承担的，这可以充分发挥科研主体的知识“溢出

效应”［19］。 

(5)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信息资源是网络组织学

习的基础，而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则是组织学习能力形

成的重要条件。该平台可充分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

对信息资源进行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以促进信息资源高

效配置和综合利用，直接推动组织学习能力的形成和提高。

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对其加强领

导、精心组织，认真做好平台建设的规划和总体方案，研

究平台的运行机制和相关政策。 

(6)外部联系与网络内的组织学习。内部联系与外部联

系是相互依存的。“外向型”组织通过外部联系这一学习渠

道，可获得其它地区相关产业的技术进展和新的市场信息、

生产组织方式、成本管理方法以及生产标准等知识。同时，

由外部获取的新知识又需要通过内部联系来加以解释、加

工、传播，并与自身知识相结合以创造出新的知识。因此

从某种角度来说，网络对由外部联系引入的新知识的利用

效率还取决于其内部联系是否有效。 

 
图 2 创新网络中组织学习的形成机理 

3 促进创新网络组织学习能力提升的对策 

当前，大多数学习型组织还都缺乏创新网络的内在支

撑要素，因此必须在遵循组织成长规律的前提下，引入适

当的制度安排与调控举措，克服组织间的合作障碍，把握

好培育创新网络这项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从而有力推动

组织学习的升级和持续发展。 

(1)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应在组织学习过程中发挥协

调、指导、监督和服务等方面的功能。具体而言，政府的

作用体现在：①创造有利于组织学习有效运行的架构，有

效抑制无序竞争；②根据技术前景和市场信息，引导组织

学习方向；③建设公共知识基础设施以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推动产业研合作、人力资本开发及促进技术转让；④支持

内部联系。政府应对网络中介与协调机构进行必要的资金

与人力资源投入，为企业、大学与政府机构组建网络创造

必要外部条件。 

(2)倡导相互信任和默契的文化氛围。创新网络文化是

影响组织学习、交流和知识扩散的重要因素。随着网络技

术应用范围的迅速扩展，技术和组织的复杂程度日益提高，

创新网络只有拥有统一、稳定的价值观，才能将日益增加

的网络节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保证新进入的企业和新

信息可以融入整个网络。共同愿景和收益均享可使网络成

员能够超越竞争，把机会主义行为减到最少。要培育这种

信任合作的文化，我们需要注意两点：①由于信任合作关

系更多地是基于成员间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和私人感情而建

立的，因此创新网络组织要尽可能地创造机会，加强组织

成员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社会互动”。成员间的社会

互动可以减少它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进彼此间的了解

和信任。②以合作研究开发项目为核心建立团队信任。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专家应特别注重团队成员间的

沟通和信任。这种信任合作可以使成员超越竞争对抗意识，

最大限度地降低相互监控的成本。这对于一个创新网络组

织的长期成功是非常重要的［20］。 

(3)促进创新网络的开放性。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

天，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开放性的创新网络，将有利于

组织加强与外部机构的联系，促进网络外部异质技术资源的

导入，获得互补性的知识、资源、资产，并不断开辟新的市

场。因此，要保持创新网络的活力，提高组织学习的能力，

网络就要随时保持对新进入者的开放性以及对新信息(包括

新技术、需求变动等)的敏感性，避免内部僵化，不断推进网

络的持续学习和调整。其主要的合作与联系方式有：与网络

外部高校、研究机构建立合作网络；与外部供应商和用户建

立合作关系；与外部领先企业和相关企业之间建立合作联

系；吸引外部人才到集群中就业或提供服务。 

(4)构建信息资源平台。信息资源平台是促进创新网络

中组织学习的支撑条件之一。从国外产业创新网络发展情

况看，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凭借互联网等现代通信

手段构建的信息资源平台已成为促进网络中组织学习的重

要因素。其原因是互联网等通信技术的采用促进了当地互

补性技术的集聚，从而使组织学习能力得到持续性的提高。

同时，数据通信还对人际间的沟通起到了补充作用，尤其

在拥有高质量通信基础设施的技术区域，数据通信和人际

沟通之间呈现出螺旋式互动促进的机制。 

(5)完善交流平台的运行机制。建设高效的地方交流平

台，促进知识在网络内顺畅流动，可以保证存量知识发挥

最大作用。具体措施包括：①配套必要的“物质性行动者”，

如通讯设备、交通设施、会议场所、文化广场等，从而提

供交流空间，保障交流进行；②建设网络站点和论坛，积

极利用虚拟交流平台；③完善信息咨询机构、人员培训中

心和中介服务等服务网络；④举办产品博览会和交流会，

同时也可以采用产业专题讨论和学术讨论会等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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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echanism in Innovation Network and the 
Policy Analysis 

 

Su F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summarizing about previous studies, the paper aimed at analyzing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learning 

under the innovative network. The paper uses graphical method, proposes subject relation model and dynamic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under innovative network, and then analyze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echanism. Hereby the paper studie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rocess to ensure the goal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or example, accelerating knowledge flows, increasing 

knowledge stocks and exciting knowledge innovation. Then the paper put forward five measures for improvement of learning 

capacity including government role, innovative cultural environment, innovative network openness, information resources platform 

and communication, which can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the innovation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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