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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智障对组织知识转化影响研究

许学国　陈芳芳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在剖析了学习智障的构成要素（结构智障、管理智障、文化智障、心智智障、执行智

障）基础上，分析了学习智障对知识转化的削弱作用，构建了学习智障对知识转化影响的结构

模型，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２５９份有效问卷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组织

学习智障的５个构成要素对知识转化过程的削弱作用总体比较明显，但管理智障对社会化过

程、结构智障和执行智障对外显化过程以及文化智障对组合化过程的制约作用不明显，但组织

整体学习智障对组织知识转化过程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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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 转 化 是 知 识 管 理 活 动 中 最 重 要 的 环

节，既是知识初级管理活动的终点和目标，又是

知识高级管理活动 的 起 点 和 基 础，在 知 识 价 值

链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中枢性作用。由于学习智

障的存在，组织知识 转 化 受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削 弱

或扭曲，在以不确定性为主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全面系统地辨识组织学习智障在知识转化过程

中的危害，可以使组织学习形成良性循环，提升

组织学习力和知识转化的效果。

１　文献综述

ＮＯＮＡＫＡ等［１］对组织知识转化过程 进 行

了深入研究，建 立 了 隐 性 知 识 与 显 性 知 识 的 转

化模型（ＳＥＣＩ），它主要涉及３类不同知识组合

（隐性知识与隐 性 知 识、隐 性 知 识 与 显 性 知 识、

显性 知 识 与 显 性 知 识）之 间、３种 不 同 层 次（个

体、群体和 组 织）、４种 不 同 转 化 过 程（社 会 化、

外显化、组合化、内隐化）的知识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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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顺道等［２］以ＳＥＣＩ模型为起点，以隐性知

识转化问题的提出、探讨为主线，归纳梳理了隐

性知识转化的相关 研 究，总 结 了 目 前 研 究 取 得

的成果和 存 在 的 问 题。范 丹 宇 等［３］借 鉴ＳＥＣＩ
模型的思路，把每个 主 体 所 具 有 的 知 识 分 为 明

晰知识和默会知 识２类，由 此 提 出 知 识 在 流 动

中的４种转化机制，并从主体、客体、环境３个

方面对知识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习万

球等［４］在ＳＥＣＩ模型 基 础 上 分 析 组 织 学 习 与 知

识管理的关系，设计了５种“学 习 循 环”知 识 管

理模式，并提出了基 于 组 织 学 习 的 知 识 管 理 策

略。翟东升等［５］根据ＳＥＣＩ模型，从本体的特征

出发，构建了基于本 体 的 隐 性 知 识 转 化 和 共 享

框架。
以上 研 究 都 是 以 ＮＯＮＡＫＡ等［１］的ＳＥＣＩ

模型为基础，对其进行完善和修改，使之适用于

特定的领域和范围，同 时 提 出 了 对 知 识 转 化 的

新见解。

目 前，对 学 习 智 障 的 研 究 大 致 有：ＳＥＮ

ＧＥ［６］提出了７种类型的学习智障，并指出只有

学会５项修炼，才能消除这些智障，尤其是第５
项修炼———系统思 考，从 原 始 理 论 角 度 来 研 究

组织学习 智 障。许 学 国 等［７］从 组 织 的 结 构、管

理、文化、成员的心智模式以及某些特定因素５
个方面来辨识与评 价 组 织 的 学 习 智 障；陈 国 权

等［８］从发现、发 明、执 行、推 广、反 馈、知 识 库 建

立及转化６个阶段分析了学习智障的产生及消

除，主要基于知识管 理 的 过 程 来 研 究 组 织 的 学

习智障，并进一步从学习主体的角度出发，提出

个体学习的重要作用。ＹＥＵＮＧ等［９］在调研了

国内外４００多 家 企 业 后 发 现，样 本 企 业 所 遇 到

的学习智障总体可以归纳为视障、简单化、同质

化、耦合过紧、组织瘫痪、偏差学习、扩散力不强

７种类型，这 些 障 碍 会 不 同 程 度 地 削 弱 组 织 的

创新能力和竞争力。ＪＥＲＥＺＧＯ’ＭＥＺＡ等［１０］

的研究结果显示：组织学习有４个决定性因素：
管理承诺、系 统 观 点、开 放 和 试 验、知 识 转 化 和

整合。上述研究为组织辨识及消除组织学习智

障，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学习智障及其不同构成要素对组织知识转

化方式有何 影 响？相 关 研 究 基 本 没 有 涉 及，本

研究 尝 试 在 ＮＯＮＡＫＡ 等 的ＳＥＣＩ模 型 基 础

上，通过规范实证研究方法对此问题进行探索。

２　学习 智 障 与 知 识 转 化 关 系 的 研 究 假 设

及结构模型

　　学习智障严重 弱 化 了 组 织 学 习 能 力，其 对

组织知识转化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１１］。结合相

关文献和我国企业实际，在文献［７］的学习智障

５要素基 础 上，提 出 包 括 结 构 智 障、管理智障、
文化智障、心智 智 障 和 执 行 智 障５个 构 成 要 素

的学习智障辨识体系。

２．１　学习智障与知识转化关系研究

２．１．１　结构智障与知识转化关系

结构 智 障 会 削 弱 组 织 知 识 转 化 的 效 果：

①在隐性知识 社 会 化 过 程 中，由 于 隐 性 知 识 的

粘滞性属性，信 息 传 递 的 途 径 是 否 通 畅 在 很 大

程度上影响着隐性知识社会化的过程。结构智

障对组织知识转化的阻碍作用还表现在信息易

失真，由于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已发生扭曲，错误

的信息很有可能误 导 组 织 成 员，组 织 内 充 斥 着

对知识的错误理解，学习效果减弱，知识转化受

阻。②在隐性 知 识 外 显 化 过 程 中，由 于 结 构 智

障的存在，组织 成 员 间 的 协 同 合 作 无 法 顺 利 进

行，合作效果受到影响，隐性知识无法格式化并

储存下来，外 显 化 过 程 受 阻。③在 显 性 知 识 组

合化过程中，由于结构智障的存在，组织信息传

递途径不 畅，员 工 无 法 相 互 交 流、探 讨、学 习，

组织原有的规章制度、数据报表、成熟模型等形

式的显性知识 无法 得 到 充 分 的 吸 收 消 化，更 无

法转化为新 的 显 性 知 识，组 合 化 过 程 受 阻。④
在显性知识内隐化 过 程 中，信 息 传 递 途 径 不 通

畅，组 织 成 员 无 法 从 公 司 的 组 织 文 化、资 料 数

据、会议、培训、报 告 等 显 性 知 识 中 汲 取 对 自 己

有用的部分转 化为 自 身 的 隐 性 知 识，也 就 无 法

实现显性知 识 内 隐 化 的 过 程。由 此，提 出 如 下

假设：

假设１ａ　结 构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社 会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１ｂ　结 构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外 显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１ｃ　结 构 智 障 对 显 性 知 识 组 合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１ｄ　结 构 智 障 对 显 性 知 识 内 隐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２．１．２　管理智障与知识转化关系

管理智障会削弱组织知识转化的效果：①
在隐性知识社会化 过 程 中，组 织 成 员 受 思 维 定

势影响，无法将 潜 在 的 生 产 或 管 理 技 巧 转 化 为

常规知识，也无法将只可意会的经验推广，社会

化过程受阻。②在 隐 性 知 识 外 显 化 过 程 中，由

于创新精神缺位，组 织 原 有 的 优 良 传 统 和 经 验

不能被组织成 员用 于 当 今 的 市 场，阻 碍 组 织 进

步，组织在复杂环境下的应变能力降低，隐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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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外显化的效果大打折扣。③在显性知识组合

化的过程中，由于创新精神的缺位，以固定形式

保留和存储下来的显性知识———先进团队的事

迹和组织的管理条 例 等 无 法 修 订 和 整 合，组 织

原有的数据库和资 料 库 无 法 完 善 和 更 新，组 织

成员也无法从中得 到 对 自 身 有 用 的 知 识，激 励

作用削弱，显 性 知 识 组 合 化 的 过 程 受 阻。④在

显性知识内隐化过程中，由于管理智障的存在，
组织与团队不能摈 弃 与 超 越 传 统 思 维 模 式，团

队精神无法得到充分发扬。组织性能得不到锤

炼，组织柔性得不到扩张，组织信息系统的功能

无法升级，组织学习能力得不到提高，显性知识

内隐化过程的效果削弱。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ａ　管 理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社 会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２ｂ　管 理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外 显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２ｃ　管 理 智 障 对 显 性 知 识 组 合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２ｄ　管 理 智 障 对 显 性 知 识 内 隐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２．１．３　文化智障与知识转化关系

文化智障会削弱组织知识转化的效果：①
在团队协作不足的 组 织 文 化 中，传 统 师 徒 之 间

的知识传播受到影 响，师 傅 可 能 在 传 授 经 验 的

过程中有所保留，而 徒 弟 在 接 受 经 验 的 过 程 中

发现了师傅的局限 后 会 保 持 沉 默，这 样 隐 性 知

识社会化的过程就会受阻，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②在隐性知识外显 化 过 程 中，如 果 没 有 先 进 的

组织文化，优秀的组 织 传 统 与 经 验 不 能 规 范 化

和传承下来，先进团 队 的 事 迹 也 无 法 得 到 广 泛

宣传，管理和技术的诀窍不能推广和实施，隐性

知识外显化无法实现。③在显性知识组合化过

程中，由于文化智障的存在，组织的凝聚力与向

心力削弱，组织的规章制度得不到有效修订，技

术规范得不到合理改进，库存管理不能完善，组

织的资料库也得不 到 进 一 步 丰 富，组 织 学 习 效

果自然不能达到最 佳，显 性 知 识 组 合 化 的 过 程

受阻。④在显 性 知 识 内 隐 化 过 程 中，因 为 文 化

智障的存在，组织文化建设障碍重重，组织精神

和信仰形同虚设，员工之间的知识传播受阻，信
心受到打击，显 性 知 识 内 隐 化 的 效 果 削 弱。由

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ａ　文 化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社 会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３ｂ　文 化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外 显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３ｃ　文 化 智 障 对 显 性 知 识 组 合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３ｄ　文 化 智 障 对 显 性 知 识 内 隐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２．１．４　心智智障与知识转化关系

心智智障会削弱组织知识转化的效果：①
由于心智智障的存 在，组 织 成 员 无 暇 系 统 思 考

组织的成功经验、解决异常问题的灵活方法，也
就不能将潜在的诀 窍 常 规 化，其 学 习 能 力 和 创

新能力不能大幅提 高，隐 性 知 识 社 会 化 过 程 的

效果削弱。②在 隐 性 知 识 外 显 化 过 程 中，在 心

智智障的作用下，员 工 对 这 些 集 体 智 慧 的 结 晶

熟视无睹，依然 习 惯 于 用 自 己 的 经 验 来 解 决 问

题，甚至对周围的环境变化也无法察觉，最终导

致外显化过程受阻。③在显性知识组合化过程

中，由于心智 智 障 的 存 在，员 工 存 在 局 部 思 考、

经验思考等问题，无 法 意 识 到 生 产 过 程 中 已 经

出现或即将出现的问题，也不能灵活地协调，组

合化的 效 果 削 弱。④在 显 性 知 识 内 隐 化 过 程

中，由于组织的分工过于明确，导致员工专注于

本部门的细枝末节，丧失系统思考的能力，本来

可以充分利用的组织数据库和资料库也失去了

原有的作用，团 队 创 新 能 力 与 组 织 协 调 能 力 弱

化，显性知识内隐化效果削弱。由此，可以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４ａ　心 智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社 会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４ｂ　心 智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外 显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４ｃ　心 智 智 障 对 显 性 知 识 组 合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４ｄ　心 智 智 障 对 显 性 知 识 内 隐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２．１．５　执行智障与知识转化关系

执行智障会削弱组织知识转化的效果：①
在隐性知识社会 化 过 程 中 如 果 组 织 执 行 力 差，

无法统筹全局、协调流程，引入的先进管理方法

和工具也无法得到 充 分 的 应 用，管 理 直 觉 无 法

实现，社会化 过 程 受 阻。②在 隐 性 知 识 外 显 化

过程中，由于执行智障的存在，组织缺乏战略规

划，公司决议和团 队 指 示 很 难 在 基 层 操 作 人 员

中得到贯彻执行，工 作 流 程 的 连 锁 效 应 收 效 甚

微，隐性知识 外 显 化 过 程 受 阻。③在 显 性 知 识

组合化过程中，由于执行智障的存在，组织内人

员流程不合理，在进行重新编排和分类时，人员

的配备跟不上工作 执 行 的 进 度，管 理 工 作 无 法

进一步科学化和条理化，组合化过程因此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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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显性知识内隐 化 过 程 中，由 于 组 织 战 略 规

划不到位，无法指引 组 织 的 发 展 方 向 甚 至 会 阻

碍其发展，长此以往 必 将 打 击 组 织 成 员 建 立 的

组织信仰，显性知识内隐化的效果削弱。由此，
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５ａ　执 行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社 会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５ｂ　执 行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外 显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５ｃ　执 行 智 障 对 显 性 知 识 组 合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假设５ｄ　执 行 智 障 对 显 性 知 识 内 隐 化 具

有负向影响。

２．２　结构模型构建

综上分析，建立学习智障对组织知识转 化

影响模型（见图１）。

图１　学习智障对组织知识转化影响结构模型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自变量指标体系的建立

学习智障是组织系统自身的一种客观存在

的负面因素，是组织 技 术 特 征 与 组 织 特 征 的 复

合体，在文献［７］的基 础 上，本 文 构 建 指 标 体 系

（见表１）。
表１　学习智障辨识指标体系

机理
要素

测度
指标

含义
机理
要素

测度
指标

含义

Ｄ１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信息传递慢
信息易失真

部门各自为阵
等级森严

Ｄ２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协调智障
创新智障
方法落后
观念落后

Ｄ３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３

缺乏凝聚
缺乏激励

缺乏共同愿景
缺乏约束
归罪于外

Ｄ４

Ｘ１４
Ｘ１５
Ｘ１６
Ｘ１７
Ｘ１８

专注于个别事件
缺乏积极思考

经验思考
从众心理
局部思考

Ｄ５
Ｘ１９
Ｘ２０
Ｘ２１

战略流程不到位
人员流程不合理
运营流程不通畅

　　对于组织 知 识 转 化 过 程 的 实 证 分 析，本 文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 果，建 立 知 识 转 化 过 程 测 度

指标 体 系。根 据 ＢＡＲＴＯＮ［１２］和 ＤＩＸＯＮ［１３］的

研究成果，在ＢＡＲＮＥＹ［１４］改良的基 础 上，本 文

将知识转化过程分解为４个过程，即社会化、外
显化、组合化、内 隐 化，每 个 过 程 用４个 测 度 指

标表示（见表２）。
表２　组织知识转化测度指标体系

构成

过程

测度

指标
含义

Ｔ１

Ｙ１ 组织中存在互学互助的和谐学习气氛

Ｙ２ 决策层认为加强部门交流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很重要

Ｙ３ 员工愿意将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传授给同事

Ｙ４ 公司注重取竞争对手之长补己之短

Ｔ２

Ｙ５ 公司鼓励员工将自己的技能和经验进行总结

Ｙ６ 公司具有较健全的经验推广激励机制

Ｙ７ 公司员工愿意将个人的技巧与经验整理并储存

Ｙ８ 公司注重对优秀员工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

Ｔ３

Ｙ９ 公司内部信息系统的应用效率较高

Ｙ１０ 公司内部共享数据库的功能强大

Ｙ１１ 公司鼓励各部门对积累的工作经 验、规 章 制 度、业 务 流 程 等 进

行整理、修正和储存

Ｙ１２ 各部门注重对本部门业务流程相关资料和数据的收集

Ｔ４

Ｙ１３ 公司注重对员工业务技能的培训

Ｙ１４ 公司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

Ｙ１５ 公司注重各部门或团队的业务流程重组

Ｙ１６ 公司注重学习型组织的建设

３．２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方 便 抽 样”方 法，数 据 来 源 主

要有３个：①本校高级经理培训班学员，这些学

员都来自组织 的中 高 层 管 理 人 员，能 较 好 地 从

组织层面把握整个 组 织 的 环 境、学 习 和 绩 效 状

况，研究生课程班的学员来源广泛，所在组织的

学习能力和绩 效水 平 都 具 有 较 高 的 代 表 性，通

过这个途径共发放问卷８６份，因为是在课堂上

填写，所以回收率较高，回收７４份；②通过网上

查找和熟人推荐，获得企业工作人员邮箱，通过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问卷５９份，回收１３份；③
本研究最主要的数据来源为长期调研和合作的

４家企业，向这４家企业的基层、中层及高层管

理者分别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２２０份，回收到

１９７份。
本研究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进行了严格的筛

选：对于调查对象 的 学 历 水 平 在 专 科 及 以 下 的

予以剔除；调查 对 象 的 职 位 累 计 数 量 的 比 例 也

进行 了 严 格 的 控 制，包 含 普 通 员 工、基 层 管 理

者、中 层 管 理 者、高 层 管 理 者 以 及 其 他５类 职

位；调 查 对 象 的 性 别 分 布、年 龄 分 布 也 比 较 平

均，所以样本 覆 盖 的 层 次 丰 富、比 例 合 适，有 较

高的代表性。剔 除 无 效 问 卷 之 后，有 效 问 卷 共

有２５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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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制情 况、行 业 性 质、资 产 总 额、年 销

售收入和职工人数５个方面对被调查的单位进

行描述性统计，统计 结 果 表 明 样 本 具 有 较 高 的

代表性。
表３　样本特征表

背景变量 受访对象情况 问卷份数 比例／％

所有制情况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合资企业

９１
８８
３４
４６

３５．１
３４．０
１３．１
１７．８

行业性质

制造

酒店、服务

邮电、通讯、信息

文教、卫生

８８
４２
８３
４６

３４．０
１６．２
３２．０
１７．８

资产总额

／千万元

＜１
１．１～５
５．１～２０
＞２０

４５
８９
９３
３２

１７．４
３４．４
３５．９
１２．４

年销售收入

／千万元

＜１
１．１～５
５．１～２０
＞２０

３９
１０２
７５
４３

１５．１
３９．４
２９．０
１６．６

职工人数

／人

＜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７
８６
８３
４３

１８．１
３３．２
３２．０
１６．６

３．３　信度测试与因子分析

３．３．１　信度测试

对样本数据做信度测试和因子分析，结 果

见表４，表 明 这 些 题 项 对 各 自 测 度 对 象 具 有 单

维度特点，可以分别对其进行主成分分析，将这

些题项合并为一个指标，表示一个变量，然后代

表相应的变量进入回归模型。

３．３．２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有助于判断同一变量的不同测度

题项之间是否存在 较 强 的 相 关 性，可 以 合 并 为

几个较少的因子，以简化数据的基本结构［１５］，对
于本文而言，要通过 因 子 分 析 判 断 同 一 变 量 的

不同测度值是否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被测度变量

的特性，是否可以将这些项合并为一个因子（命

名为该被测度变 量），在 此 基 础 上，利 用 变 量 的

因子测度值进行多 元 线 性 回 归，以 检 验 研 究 假

设是否成 立。按 照 经 验 判 断 方 法，当 ＫＭＯ值

大于０．７，各 项 的 负 荷 系 数 均 大 于０．５０时，可

以通过因子分析将同一变量的各测试题项合并

为一个因子进行后续分析［１６］。后面将从被解释

变量、解释变量出发，对信度测试和因子分析逐

一说明。
对样本 数 据 做 因 子 分 析，结 果 显 示 ＫＭＯ

值均 大 于０．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 形 度 检 验 也 比 较 显

著，说明对样 本 数 据 做 因 子 分 析 是 合 适 的。具

体数据见表４。

本文采 用 的 因 子 分 析 方 法 是 主 成 分 分 析

法，是把若干原始 变 量 的 总 方 差 分 解 成 若 干 个

不相干变量的 方 差 之 和，总 方 差 中 属 于 第ｉ主

成分的比例成为第ｉ主成分的贡献率。第１主

表４　各变量信度检验结果、因子分析系数

及各题项主成分分析结果

原始

变量 α值 ＫＭＯ 值 ｄｆ 题项
因子

负荷

因子贡献率

／％

Ｄ１ ０．８７８ ０．８２９ ６

Ｘ３
Ｘ１
Ｘ２
Ｘ４

０．８２５
０．８４４
０．８９５
０．８５７

７３．２４８
１０．５８２
９．５７８
６．５９１

Ｄ２ ０．８８８ ０．８４０ ６

Ｘ７
Ｘ６
Ｘ８
Ｘ５

０．８２９
０．８７８
０．８８６
０．８６６

７４．８１５
１０．２９２
７．７８２
７．１１２

Ｄ３ ０．８８４ ０．８６９ 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３
Ｘ１０
Ｘ１２
Ｘ９

０．８３１
０．８４１
０．８６３
０．８０３
０．７９５

６８．３９９
１０．６９２
８．１４８
６．８９６
５．８６４

Ｄ４ ０．９００ ０．８６７ １５

Ｘ１８
Ｘ１７
Ｘ１４
Ｘ１５
Ｘ１６

０．８０１
０．８１５
０．８１８
０．８１６
０．８３７

６６．５７４
７．９２５
６．８２５
５．８４１
４．６５５

Ｄ５ ０．８４０ ０．７２８ ３
Ｘ１９
Ｘ２０
Ｘ２１

０．８７５
０．８６９
０．８６７

７５．７９６
１２．４４９
１１．７５５

Ｔ１ ０．８６６ ０．８２９ ６

Ｙ４
Ｙ１
Ｙ３
Ｙ２

０．８４７
０．８４２
０．８２１
０．８６８

７１．３１３
１０．９８９
９．４４４
８．２５４

Ｔ２ ０．８７４ ０．８３５ ６

Ｙ６
Ｙ５
Ｙ８
Ｙ７

０．８５７
０．８５０
０．８５３
０．８４９

７２．６２２
９．８６８
８．９２５
８．５８６

Ｔ３ ０．８７３ ０．８３１ ６

Ｙ１０
Ｙ１１
Ｙ９
Ｙ１２

０．８５４
０．８７７
０．８５０
０．８２２

７２．４２７
１０．７７０
９．１６４
７．６３８

Ｔ４ ０．８６６ ０．８３０ ６

Ｙ１６
Ｙ１４
Ｙ１３
Ｙ１５

０．８３８
０．８４４
０．８３２
０．８６４

７１．３３８
１０．３６６
９．８９６
８．４００

成分的贡献率最大，表明它解释原始变量的能

力最强，而第２，第３… 主成分的解释能力依次

递减。主成分分 析 的 目 的 就 是 为 了 减 少 变 量 的

个数，忽略一些 带 有 较 小 误 差 的 主 成 分 将 不 会

给总方差带来大的影响。前ｍ个主成分的贡献

率之和称为累计贡献率，它表明前ｍ个主成分

解释原始变量的能力，通常取较小的ｍ使得累

计贡 献 率 达 到 一 个 较 高 的 比 例（如７０％～
９０％），此时这些主成分可以代替所有的原始变

量，从 而 达 到 降 维 的 目 的，而 信 息 的 损 失 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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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１７］。

对样本数 据 做 因 子 分 析 的 结 果 见 表４，各

题项的载荷 系 数 都 大 于０．５，表 明 这 些 题 项 对

各自测度对象具有 单 维 度 特 点，可 以 分 别 将 这

些题项合并为一个指标，表示一个变量，然后代

入回归模型。具体结果见表５。

３．４　回归分析

以学习智障为自变量，知识转化过程为 因

变量，将因子分析之 后 代 表 各 变 量 的 题 项 数 据

做线性回归，本研究 采 用 的 是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的

方法。由表５可 知，自 变 量 与 因 变 量 之 间 的 线

性关系大部分都是 显 著 的，初 步 验 证 了 前 文 的

假设１ａ～假设５ｄ。
表５　模型１～４的回归结果

模 型

因 变 量 自 变 量

非 标 准 化 系 数

β 标 准 误 差

标 准

系 数 ｔ Ｓｉｇ． ＤＷ 值

模 型１
Ｔ１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Ｄ５

－０．１９１
－０．０７９
－０．１９０
－０．２５３
－０．１６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９１
－０．０７９
－０．１９０
－０．２５３
－０．１６９

－２．７２６
－１．１６４
－２．９８４
－４．２５９
－２．６８４

０．００７
０．２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１．９４３

模 型２
Ｔ２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Ｄ５

－０．０８５
－０．２４９
－０．２１３
－０．２２４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８５
－０．２４９
－０．２１３
－０．２２４
－０．１２０

－１．２３２
－３．７２２
－３．４００
－３．８４３
－１．９３７

０．２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４

１．９５６

模 型３
Ｔ３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Ｄ５

－０．１４２
－０．２０３
－０．１１１
－０．１９６
－０．２２７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４２
－０．２０３
－０．１１１
－０．１９６
－０．２２７

－２．０２６
－２．９８５
－１．７３３
－３．３０５
－３．６１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９５５

模 型４
Ｔ４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Ｄ５

－０．１７１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９
－０．２５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７１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９
－０．２５１
－０．１４５

－２．４４１
－２．２９６
－２．４９５
－４．２３１
－２．３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

２．１６９

３．５　模型检验

３．５．１　多重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指解释变量（包括控制变量）之

间存在严重的线性 相 关，可 以 用 方 差 膨 胀 因 子

ＶＩＦ 指 数 衡 量，经 验 判 断 方 法 表 明：当０＜
ＶＩＦ≤１０，不 存 在 多 重 共 线 性；当１０＜ＶＩＦ≤
１００，存在 较 强 的 多 重 共 线 性；当ＶＩＦ＞１００，存

在严 重 多 重 共 线 性［１７］。通 过 对 回 归 模 型 的

ＶＩＦ 计 算 显 示，在 所 有 模 型 中ＶＩＦ 值 均 处 于

１～１０之间。由此，这些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较

强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３．５．２　异方差检验

异方差指回归模型中不同的残差项之间具

有不同的方差，可以 利 用 散 点 图 判 断 回 归 模 型

是否具有异方差现象，如果出现异方差，则回归

分析的结果不再具有无偏、有效的特点，对后面

将介绍的各个回归模型以被解释变量为横坐标

进行了残差项的散点图分析，结果显示，散点图

呈无序状态，因此，在本研究的所有回归模型中

均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３．５．３　自相关检验

通过查表可得：当置信度水平为２．５％时，

ｄＬ＝１．５３，ｄＵ＝１．７０。通 过 计 算 回 归 模 型 中 的

ＤＷ 值 显 示，所 有 回 归 模 型 的ＤＷ 值 均 接 近

２，因此，在本研究 的 模 型 中 不 存 在 不 同 编 号 的

样本值之间的自相关现象。

３．６　结果分析

综上，对样本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可知，除
了假设１ｂ、假设２ａ、假设３ｃ、假设５ｂ外，其他假

设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见表６）。
表６　原定假设的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表示 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表示 检验结果

假设１ａ Ｄ１→Ｔ１ 支持

假设１ｂ Ｄ１→Ｔ２ 不支持

假设１ｃ Ｄ１→Ｔ３ 支持

假设１ｄ Ｄ１→Ｔ４ 支持

假设２ａ Ｄ２→Ｔ１ 不支持

假设２ｂ Ｄ２→Ｔ２ 支持

假设２ｃ Ｄ２→Ｔ３ 支持

假设２ｄ Ｄ２→Ｔ４ 支持

假设３ａ Ｄ３→Ｔ１ 支持

假设３ｂ Ｄ３→Ｔ２ 支持

假设３ｃ Ｄ３→Ｔ３ 不支持

假设３ｄ Ｄ３→Ｔ４ 支持

假设４ａ Ｄ４→Ｔ１ 支持

假设４ｂ Ｄ４→Ｔ２ 支持

假设４ｃ Ｄ４→Ｔ３ 支持

假设４ｄ Ｄ４→Ｔ４ 支持

假设５ａ Ｄ５→Ｔ１ 支持

假设５ｂ Ｄ５→Ｔ２ 不支持

假设５ｃ Ｄ５→Ｔ３ 支持

假设５ｄ Ｄ５→Ｔ４ 支持

４　结语

综上可知，学习智障的５个构成要素 对 组

织知识 转 化 的ＳＥＣＩ过 程 具 有 显 著 的 负 向 影

响。但是，结构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外 显 化 的 负 向

影响不显著；管 理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社 会 化 的 负

向影响不显著；文 化 智 障 对 显 性 知 识 组 合 化 的

负向影响不显著；执 行 智 障 对 隐 性 知 识 外 显 化

的负向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隐性知识和显性

知识本身的属性有关。比如，在社会化过程中，
隐性知识转化为隐 性 知 识，其 本 身 的 流 动 性 比

较差，共享的难度比较大，相互之间的转化更依

赖于组织成员学习 的 主 观 愿 望，而 管 理 智 障 是

基于组织整体的，所 以 管 理 智 障 对 社 会 化 过 程

的负向影响不太显著。
组织整体学习智障度在上述影响过程中是

否具有调剂作用，调 剂 的 效 果 如 何 是 下 一 步 将

继续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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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ｃｏｍ

第五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

　　由教育部科技委员会管理学部、西安交通大 学 中

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华中科

技大学管理学 院、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安 泰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主办，上海交通 大 学 安 泰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承 办 的 第 五

届“管理学 在 中 国”学 术 研 讨 会，拟 定 于２０１２年８月

１～２日在上海召开。
“管理学在中国”系列学术研讨会的宗旨是从中国

管理现实问题出发，有选择地对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

构关心的管理 热 点 与 难 点 问 题 进 行 研 讨，探 索 适 用 的

管理模式和管 理 工 具，促 进 中 国 自 己 的 管 理 理 论 的 创

立、发展与传播，推动中国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进步。
本次会议 以“管 理 学 在 中 国———经 济 转 型 与 管 理

创新”为主 题。会 议 的 协 办 单 位 包 括《管 理 学 报》编 辑

部、《管理学家》编辑部、《上海管理科学学报》编辑部以

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会议将邀请国

内外著名学者和企业界朋友围绕“管理学在中国”的理

论研究新进展、管 理 实 践 新 成 效 等 我 国 现 实 管 理 中 的

热点和难点问 题 进 行 深 入 研 讨，热 忱 欢 迎 各 界 朋 友 积

极投稿并参加会议。

征稿日程：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返回审稿意见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

论文投递方式：
（１）请将编辑好的论文电子版（ＷＯＲＤ文件）通过

大会网站注册后上传，如遇网络问题，也可将论文直接

投往ｒｃｃｍｘｊｔｕ＠１６３．ｃｏｍ。
（２）《管理学报》投稿网站地址：ｗｗｗ．ｇｌｘｂ．ａｃ．ｃｎ，

投稿请注明第五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
您遇到任何问题，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

张笑峰（西安交大）　１５９２９９８５９６１　
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ｚｈ＠ｍａｉｌ．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王　磊（西安交大）　１３５７２２３３４３０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ｌｅｉ２００８＠ｍａｉｌ．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张计成（上海交大）　１８２２１３２３９０４　
Ｅｍａｉｌ：ｚ００８８５０９＠１６３．ｃｏｍ

杨　妍（管理学报）　１５５２７１５６８４７　
Ｅｍａｉｌ：ｇｌｘｂ＠ｍａｉｌ．ｈ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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