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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外包中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的影响研究

杜　荣　曹卓琳　付桃红　厉　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已有文献提出软件外包中结构资本、认知资本、关系资本与知识共享之间相关

关系的概念模型，并提出假设。通过对西安软件园１４家软件外包企业中管理者的访谈及相关

员工的问卷调查，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ＳＰＳＳ１６．０等软件对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结
构资本与知识共享没有显著关系；认知资本与知识共享有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关系资本

与知识共享有正相关关系，也不显著。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简化后，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有着

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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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互 联 网 数 据 中 心（ＩＤＣ）显 示，近 几 年

全球应用软 件 外 包 市 场 以 年 均２９．２％的 速 度

高速 增 长，到２００５年，整 个 市 场 规 模 将 达 到

３８９亿美元［１］。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的统计，目
前全球１／３的软件产值需要通过对外发包来完

成，软件外包已经成 为 世 界 软 件 产 业 发 展 的 一

个新趋 势。软 件 产 业 是 当 今 世 界 朝 阳 产 业 之

一，各个国家和地区都给予了支持和鼓励，我国

也将北京、上 海、天 津 等２０多 个 城 市 确 定 为 服

务外包示范城市，并 给 予 一 定 的 优 惠 政 策 来 深

入开展国际外包业务以及促进我国服务外包产

业的发展。

知识共享作为外包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对

外包绩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的研究主

要包括跨国公司内 部 知 识 共 享、跨 国 公 司 战 略

联盟知识共享、虚拟企业知识共享等，而软件外

包领域内关于知识共享的研究相对较少。国际

著名外包顾问 ＷＩＬＬＣＯＣＫＳ等［２］也指出，知识

共享对软件外 包绩 效 有 着 重 要 的 影 响，但 是 关

于软件外包过程中知识共享的研究过少。
目前软件外包中关于知识共享的研究主要

包括：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等［３］运 用 案 例 分 析 的 方

法证实 了 知 识 转 移 在 外 包 中 的 重 要 性；ＫＥＳＳ
等［４］通过案例探索了发包方和接包方之间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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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 的 途 径 与 渠 道；ＭＯＤＩＣＡ［５］结 合 实 证 分 析

与数理模型对研发外包中知识转移进行了定量

的分析与研究；ＣＲＯＮＩＮ等［６］分析了外 包 中 知

识转移的成本问题；ＪＯＳＨＩ等［７］分析了信息系

统开发团队中的知识转移问题；ＬＩ等［８］针 对 中

国联盟的离岸外包中知识转移问题进行了实证

研究。通过对 已 有 文 献 的 分 析 总 结，发 现 社 会

资本对软 件 外 包 中 的 知 识 共 享 有 着 显 著 的 影

响。ＯＳＨＲＩ等［９］详 细 地 说 明 了 社 会 资 本 在 外

包及知识共享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可知，关于发包方和接包方知识共 享

的研究比较少，特别 是 用 实 证 方 法 进 行 的 研 究

更少；国内虽然有很 多 关 于 知 识 共 享 的 理 论 和

模型，但是并没有应用到实践中去，而且以社会

资本理论为出发点，运 用 实 证 方 法 来 研 究 发 包

方和接包方的知识共享更少。

１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１．１　主要概念与研究假设

（１）软件外包　软 件 外 包 指 的 是 某 软 件 企

业通过与其他软件 企 业 签 订 合 约，把 原 本 由 本

企业完成的软件项目转移给其他软件企业的经

营方式，这个定义强 调 了 参 与 外 包 的 双 方 通 过

合同、协议的方式来形成 外 包 业 务 关 系［１０］。国

外关于软件外包的 研 究 视 角 也 很 丰 富，包 括 资

源管理、法律 财 务、风 险 分 析、战 略 和 发 展 趋 势

等，也 有 很 多 专 门 的 网 站，如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网

站、ＣＩＯ网站［１１］。
（２）知识共享　有 关 知 识 共 享 的 文 献 非 常

丰富。通过对 已 有 相 关 文 献 的 归 纳 总 结，知 识

共享的概念主要从知识共享的内容、过程、行为

以及效果４个方 面 进 行 阐 释，本 研 究 中 的 知 识

共享 主 要 指 知 识 共 享 效 果。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１２］

认为，知识共享包括知识传递和知识吸收，也就

是说知识共享效果不但是指知识拥有者将知识

传递给知识需求者，而 且 还 包 括 知 识 需 求 者 对

知识的理解、消 化 和 吸 收。本 文 以 此 理 论 为 根

据来研究知识共享。软件外包中发包方与接包

方间知识共享过程见图１。

图１　软件外包中发包方与接包方间知识共享过程
　

（３）社会资本 及 其 维 度　社 会 资 本 最 早 由

ＨＡＮＩＦＡＮ［１３］独立使 用，用 来 说 明 社 会 交 往 对

教育和社群社会的 重 要 性，但 是 他 对 社 会 资 本

的界定还比较模糊。ＮＡＨＡＰＩＥＴ等［１４］首次明

确地将企业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源于个体

或社会单元拥有的 关 系 网 络，嵌 入 企 业 中 实 际

的和潜在的可利用资源。他们从组织优势角度

出发，建立了社 会 资 本 和 组 织 公 共 知 识 之 间 的

联系，同时还区分了社会资本的３个维度：结构

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

社会资本 的 结 构 维 度 主 要 包 括 网 络 联 系、

网络结构和网络稳 定 性 等 方 面，通 过 影 响 行 为

主体获得交换知识和参与理解活动的方式来影

响智力资本的发展。结构维度是指总体的联系

方式，即“ｗｈｏ”、“ｈｏｗ”，指的是你和谁接触以及

怎么样接触他，这种方式有网络关联、网络构架

及专用组织［１５］。关系网络是指相关人员在知识

获取和知识利用 的 过 程 中 所 形 成 的 网 络 联 系。

由于这种网络联系 的 存 在，信 息 或 知 识 的 传 输

很可能会出现，因此，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影响

着知识共享的有效性。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　结构资本对发包方与接包方之间

知识共享有正向作用。

ＮＡＨＡＰＩＥＴ等［１４］认 为，社 会 资 本 的 认 知

维度是个体间 可以 利 用 共 同 的 语 言、规 则 以 及

陈述方式的 沟 通 形 式。这 些 共 有 的 表 述、解 释

和含义形成共 享系 统 以 达 成 共 识，降 低 沟 通 障

碍与投 机 主 义，从 而 提 高 知 识 共 享 的 有 效 性。

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　认知资本对发包方与接包方之间

知识共享有正向作用。

关系维度是指成员经过长期的互动所发展

出来的个人关系，主 要 概 念 包 含 信 任 与 值 得 信

任、规范与制 裁、义 务 与 期 望、身 份 识 别 与 认 同

等［１５］。组织间信任关系在促进知识共享的过程

中，起到很重要的促进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

设：

假设３　关系资本对发包方与接包方之间

知识共享有正向作用。

１．２　概念模型

根据以上的相关理论和假设，构建的概 念

模型见图２。根据接包方与发包方合作中的关

系网络结构和项目的分权管理来测量评估社会

资本中的结构资本；通 过 软 件 外 包 发 包 方 与 接

包方合作中双方的 知 识 能 力、共 同 的 文 化 和 行

为规则来测量 评估 社 会 资 本 中 的 认 知 资 本；通

过软件外包发包方与接包方合作中的合作参与

的默契和 信 任 来 测 量 评 估 社 会 资 本 的 关 系 资

本。本文自变量包括：结构资本、认知资本和关

系资本，将知识共享作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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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软件外包中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分析模型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问卷设计、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本研 究 的 调 查 问 卷 是 与 英 国Ｂｒｕｎｅｌ大 学

ＡＢＢＯＴＴ博士共同设计的，不仅包括对管理人

员的访谈，还包括对 参 与 外 包 项 目 的 成 员 问 卷

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在西安软件园从事外包

行业中了解并参与软件外包项目的员工。
在与各个公司取得良好沟通之后，对各 公

司进行访谈，现场发放问卷，为了确保调查的准

确性，对本研究的目的、内容及他们提出的问卷

中模糊不清的地方 进 行 了 解 释，以 便 让 调 查 对

象对此次调查的内 容 和 目 的 有 一 定 的 认 识，并

尽量当场收 回 问 卷。此 次 共 发 放 问 卷１６０份，
其中有效问 卷１５２份，收 集 到 的 问 卷 达 到 了 研

究中对样本量的要求。

２．２　测量工具

本文的研究工具是原创的调查问卷，问 卷

采用了Ｌｉｋｅｒｔ５级的量表形式，１～５分别代表

了从强烈不 同 意 到 强 烈 同 意。各 变 量 的 题 项，
在借鉴已经成熟的 研 究 成 果 上，结 合 实 际 情 况

进行了必要的修正 而 形 成 最 终 的 题 项，理 论 来

源见表１。
表１　问卷各部分测量题项参考来源表

部分 问卷组成 参考文献

１ 结构资本 关系网络结构

分权管理

［１５］
［１５］

２ 认知资本 知识能力 ［１６］
共同的文化 ［１４，１５］

行为规则 ［１４，１５］

３ 关系资本 默契

信任

［９，１４］
［９，１４］

４ 知识共享 ［１６］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效度和信度分析

本研究运 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和 Ａｍｏｓ１６．０对

收集的数据 进 行 分 析，其 中ＳＰＳＳ用 于 描 述 性

统计 和 信 度 与 效 度 的 检 验，Ａｍｏｓ用 于 对 概 念

模型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

首先，采 用 ＳＰＳＳ 对 数 据 进 行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以确认探索性因子分析的适

当性。分析发现，结构资本、认知资本和关系资

本的ＫＭＯ值分别为０．６６３、０．８０２和０．８４０，超

过了０．５的最低要求，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的χ
２ 均

达到了０．００１的显著性，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

然后，对数据 进 行 探 索 性 因 子 分 析。通 过 对 因

子载荷值小于０．５的 观 测 数 据 进 行 剔 除，结 构

资本可以提 取 出２个 因 子。进 行 理 论 分 析 后，

分别命名为关 系网 络 结 构 和 分 权 管 理，与 理 论

一致。同样，分 别 对 认 知 资 本 和 关 系 资 本 进 行

因子分析，各得到３个和２个因子，所提取因子

的命名与理 论 的 分 析 相 一 致。由 此，问 卷 具 有

了良好的结 构 效 度。最 后，对 问 卷 进 行 信 度 分

析，分析结果见表２。通常情况下，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系数大于０．６５说明数据可以用于分析，通过软

件分析得出：问卷总体的α值为０．９４７，尽管共

同文化的α值为０．６２１，但是并不影响问卷总体

的一致性，说明调查数据的可信度很高。

表２　各变量信度分析结果

因子 测量变量 指标题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结构资本
关系网络结构 ３ ０．７８４

０．７３６
分权管理 ３ ０．８７１
知识能力 ５ ０．８６４

认知资本 共同的文化 ３ ０．６２１ ０．８１８
行为规则 ５ ０．７９６

关系资本
默契 ５ ０．８２８

０．８７７
信任 ４ ０．８３６

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 ６ 　　　　　０．８１８

３．２　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一般通过拟合度指数来衡量

数据与模型的拟合程度。本研究便采用这种方

法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首先，为检验结构资本、认知资本和关系资

本的内部结构，对其分别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其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数见表３。尽管认知

资本拟合指数中ＧＦＩ、ＡＧＦＩ、ＮＦＩ略低于０．９，

但其他的指数和结构资本的各项指数都达到了

拟合指数的最低标准，说明拟合模型可以接受。

关系资本的各项拟合指数很好地达到了拟合要

求，模型拟合 良 好。由 此 可 知，结 构 资 本、认 知

资本和关系资 本的 内 部 结 构 良 好，说 明 观 察 数

据与模型的测 量模 型 之 间 是 可 以 适 配 的，进 而

根据结构资本、认 知 资 本 及 关 系 资 本 的 分 析 结

果来判断模型是否适合做进一步分析。

·０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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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结构资本、认知资本、关系资本的

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数

拟合指数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ＣＦＩ ＮＦＩ

结构资本 １１．９３６ ８ １．４９２ ０．０５７ ０．９７５ ０．９３４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１

认知资本 １１８．５６０６０ １．９７６ ０．０８０ ０．８９９ ０．８４７ ０．９１４ ０．８４３

关系资本 ２４．１６４ １７ １．４２１ ０．０５３ ０．９６０ ０．９１６ ０．９８８ ０．９６１

评价标准 － － ＜３ ＜０．１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由图３可知，关 系 网 络 结 构 和 分 权 管 理 的

各项测量题项的 路 径 系 数 都 在０．５以 上，达 到

了最低要求。但是关系网络结构和分权管理的

相关 系 数 为０．１８，低 于０．５，而 且 显 著 性 为

０．０５９，说明这两 者 之 间 的 联 系 不 是 很 紧 密，不

太适合做进 一 步 的 二 阶 因 子 分 析。换 言 之，关

系网络结构和分权管理这２个因子不能作为结

构关系这个 二 阶 变 量 的 初 阶 变 量。同 时，对 认

知资本和关系资本的内部结构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两者都适合做二阶因子分析。

图３　结构资本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３．３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结果，对之前的假设理 论

模型 进 行 了 修 正（见 图４），修 正 模 型 的 拟 合 指

数见表４。

图４　软件外包中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的

影响分析模型的结构及实证分析结果
　

表４　修正模型的拟合指数

拟合指数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ＣＦＩ ＮＦＩ

修正模型 ７１．６９３ ４６ １．５５９ ０．０６１ ０．９２８ ０．８７８ ０．９５７ ０．８９２

　　从表４可知，除ＡＧＦＩ和ＮＦＩ略 低 于０．９
的标准，其他 拟 合 指 数 都 符 合 标 准，总 体 而 言，
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但是从显著性水平检验来

看：①关系网络结构（γ＝－０．０１，ｐ＞０．０５）对知

识共享没有显著影响；②分权管理（γ＝－０．０２，

ｐ＞０．０５）对知识共享没有显著影响；③认知资

本（γ＝０．３５，ｐ＞０．０５）对知识共享有影响但并

不显著；④关系资本（γ＝０．１７，ｐ＞０．０５）对知识

共享有影响 但 并 不 显 著。可 见，实 证 结 果 并 没

有支持假设１～假设３。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时发现，将模 型

简化为图５时，更符合已有的理论研究假设。

图５　软件外包中社会资本对知识共享的影响

分析模型结构的简化及实证分析结果
　

表５　简化模型的拟合指数

拟合指数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ＣＦＩ ＮＦＩ

修正模型 ７９．３９４ ５３ １．４４１ ０．０５４ ０．９２４ ０．８８９ ０．９６１ ０．８８５

　　从表５可知，除ＡＧＦＩ和ＮＦＩ略 低 于０．９
的标准，其余的值 都 符 合 研 究 的 要 求，因 此，模

型的 拟 合 度 较 好。同 时，在 简 化 模 型 中（见 图

５），社会资本（γ＝０．５１，ｐ＜０．００１）对知识共享

影响显著，实证 结 果 支 持 了 相 关 已 有 文 献 的 理

论假设。

４　讨论与结论

尽管已有文献表明之前的研究假设是成立

的，但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

①结 构 资 本 对 知 识 共 享 并 没 有 显 著 的 影 响；

②认知资本对 知 识 共 享 有 着 正 向 影 响，但 正 向

影响并不显著，即 增 强 软 件 外 包 发 包 方 和 接 包

方的认知资本 能提 高 他 们 之 间 知 识 共 享，但 是

效果并不显著；③关 系 资 本 与 知 识 共 享 有 着 正

向影响，但正向影响并不显著，即加强软件外包

发包方和接包方之间的关系资本能提高他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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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知识共享，但 效 果 并 不 显 著。对 模 型 进 行 简

化后的实证结果表 明：社 会 资 本 对 知 识 共 享 影

响显著，已有文献的理论研究得到支持。

已有的研究结论大部分是在国外的情境下

得出的，并且 都 未 进 行 相 关 的 实 证 研 究。本 文

的实证研究结果是 在 西 安 的 情 境 下 得 出 的，研

究对象都是西安的软件外包公司。同时该实证

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如何界定及测量结构资本、

认知资本、关系资本 以 及 界 定 结 构 模 型 的 影 响

路径等方面还需要 进 一 步 详 细 研 究，进 而 给 下

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研究对管理的启示如下：在从事软件 外

包企业中，充分有效 利 用 社 会 资 本 能 够 明 显 增

强软件外包中发包方和接包方间知识共享作用

的效果，从而 更 好 地 促 进 企 业 的 发 展。具 体 而

言，可以从以下２个方面加以改进：①提高对认

知资本的认识，通过不断地相互交流学习，改进

发包方和接包方间 的 知 识 能 力，培 养 双 方 更 多

更优秀的共同文化，了解相互的行为规则，进而

增进双方的知识共 享；②增 强 发 包 方 和 接 包 方

间的关系资本，通过长期的工作交流，培养相互

之间的默契度，提高对对方工作的信任度，促使

双方的知识共享取得更佳的效果。

本文的不足 之 处 在 于 调 查 样 本 的 局 限 性，

在后续的研究中，将 会 把 调 查 对 象 扩 展 至 更 广

的范围，使研究结论更加具有普遍性，从而在实

践方面对软件外包过程中的知识共享给予理论

和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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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ＮＡＨＡＰＩＥＴＪ，ＧＨＯＳＨＡＬ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２３
（２）：２４２～２６６．

［１５］ＺＨＥＮＧＹ，ＶＥＮＴＥＲＳＷ，ＣＯＲＮＦＯＲＤＴ．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ａｓｅ
ｏｆＧｒｉ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１７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Ｖｅ
ｒｏｎａ，２００９．

［１６］ＨＡＮ ＨＳ，ＬＥＥＪＮ，ＳＥＯＹ Ｗ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ａＦｉｒｍ’ｓ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Ｓｕｃ
ｃｅｓｓ：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４５（１）：３１～４２．

（编辑　杨妍）

通讯作者：杜荣（１９６８～），女，陕 西 咸 阳 人。西 安 电 子 科

技大学（西安 市　７１００７１）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教 授、博 士 研 究

生导师。研究 方 向 为 知 识 管 理、营 销 管 理、跨 文 化 管 理。

Ｅｍａｉｌ：ｄｕｒｏｎｇ＠ｍａｉｌ．ｘｉｄｉａｎ．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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