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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M 型组织在大型企业集团中得到广泛应用.基于综观经济学理论,结合厂商决策变量,运用比较

静态分析方法,研究 M 型厂商在隐性知识转移前后的决策问题.对于总厂,隐性知识被转移后,需求以及

边际成本的共同变化决定了价格变化;对于分厂,价格和边际成本的变化决定了分厂的产量变化;只有在

一定条件下,总厂与分厂才会有动力进行隐性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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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知识转移是管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Polanyi[１]将

知识划分为隐性知识(tacitknowledge)与显性知识(exＧ
plicitknowledge).Nonaka[２]认为这两种知识的相互转

化创造了组织知识,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来源是隐性

知识.组织内的个体、团队需要将它们具有的隐性知

识进行共享、转移,才能体现知识的价值.
不同的组织形式、信息结构、激励机制都会影响隐

性知识在组织内的转移效果.企业分为两类,即 M 型

与 U型.传统的 U型企业实行统一的管理模式,即根

据职能来实行部门管理.但面对产品多样化、部门沟

通协调不畅等问题时,U 型组织无法更好地应对.M
型组织通过建立多样化的事业部,给予各事业部相应

的经营自主权,企业总部不再插手日常性事务,主要负

责战略规划、协调、科技研发等事项.这样就激发了企

业尤其是事业部的活力,M 型组织也成为２０世纪至今

应用最广泛的企业形式———可以实现纵横向一体化,
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与实现产品组合.近３０年来,伴随

M 型企业尤其是大型集团公司、跨国企业、并购企业的

日益发展,知识管理成为这类企业尤其是总部公司的

工作重点.
在知识转移过程方面,汪应洛等[３]研究了知识转

移过程的语言调制及联结学习,将隐性知识划分为真

隐性知识与伪隐性知识.卢兵等[４]用传染病模型建立

组织通过外部学习进行隐性知识转移的分析模型,分
析了影响组织隐性知识转移渐近解的主要参数控制.

王娟茹[５]提出基于企业集群的知识转移三阶段博弈模

型,分析了企业集群中隐性知识转移与企业之间距离

的关系.Lin等[６]运用信息经济学方法,建立了不同信

息结构下知识发送者－知识接受者的研究框架.GupＧ
ta等[７]检验了大型跨国企业子公司之间的知识转移效

率,指出子公司间的知识转移依赖于其知识存量的价

值、传导通道等.
知识研发、内部知识挖掘与转移是否必要、影响因

素有哪些、效率效果如何,都是理论界和实业界尤为关

注的问题.本文采用 Ng[８]的综观经济分析方法,在给

定 M 型厂商的基础上,根据分厂和总厂在隐性知识转

移前后的条件,讨论各自的决策变量,进行比较静态分

析,确定影响隐性知识转移的因素与条件.

１　隐性知识转移的 M型厂商模型

为简化分析,假定本文的 M 型厂商分为两级:底层

由 N个对称的分厂构成,每个分厂都有权控制其产量

或服务质量,并给予它们相应的经营决策权;分厂之上

为总厂,不直接掌握分厂的每一个决策,但是通过其控

制变量间接地影响分厂行为.总厂可控变量主要有:
产品价格、厂际知识转移与激励机制等.

具体组织结构见图１.

图１　M 型厂商组织结构



１．１　模型假设

对每个行为主体的决策过程及形式作如下假设:
假设１:总厂所处的市场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即总

厂具有定价权,产量等于市场需求.总厂的需求为q＝
q(p).

假设２:总厂有N 家分厂(分厂数量短期内给定).
分厂i无定价权,其在价格p 给定的情况下,根据需求

qi 生产.各分厂产品同质.
假设３:初始的可显性化隐性知识水平Ai 是内生

于每个主体的:厂商一经建立,其隐性知识水平就内生

给定,厂商自身无法选择,除非经总厂进行知识管理、
引导隐性知识转移与提高.

假设４:成本函数Ci 及C 为产量与各自隐性知识

水平的函数.即Ci ＝Ci(qi,Ai),C＝C(q,A).该函

数有以下性质:０＜
∂Ci

∂q ＜p,∂Ci

∂Ai ＜０,C
i
qiAi ＝∂Ci

qi

∂Ai ＜

０.
假设５:各主体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１．２　模型构建及均衡条件

建立两个基础模型.第一个为初始模型:各厂商

基于自身隐性知识水平进行经济决策,不进行隐性知

识转移;第二个模型为在总厂的引导下,进行知识转移

后各厂商的决策模型.
１．２．１　基于自身隐性知识水平的厂商行为

模型的基本情形为:在初始状态下,总厂、分厂都

具有一定、内生的隐性知识,都自我选择最优产出.总

厂和分厂都达到均衡状态,主体决策模型为:
(１)分厂的决策问题:对 ∀i∈ N,分厂有:max

qi
πi

＝pqi(p,Ai)－Ci(qi(p,Ai),Ai)
一阶条件为:p＝Ci

qi (qi(p,Ai),Ai) (１)

其中,ab ＝
∂a
∂b

(以下均采用),二阶条件是πi
qiqi ＜０.

(２)总厂的决策问题:max
p
π＝pq(p,A)－C(q(p,

A),A)

一阶条件为:p(１＋
１
η

)＝Cq(q(p,A),A) (２)

根据假设１,有 ∂q
∂p ＜０.其中η 为需求的价格弹

性,二阶条件为πpp ＜０.
１．２．２　基于隐性知识共享的厂商行为

第二个模型为:在初始均衡状态下,总厂采取一定

管理措施,使得分厂间能够共享隐性知识.在新的隐

性知识水平下,总厂和分厂选择最优产出,进而达到新

的均衡状态.
隐性知识共享后,各主体的决策模型为:
(１)分厂的决策问题:
① ∃i∈N,∀k≠i,则Ai ≥Ak 的分厂(i为隐

性知识贡献者)有:

max
qi

πi ＝pqi(p,Ai)－Ci(qi(p,Ai),Ai)＋v,v
为总厂对知识贡献者进行的奖励.

一阶条件为:p＝Ci
qi (qi(p,Ai),Ai) (３)

②对 ∀j ≠i 的 分 厂(为 隐 性 知 识 分 享 者),有

max
qj

πj ＝pqj(p,Ai)－Cj(qj(p,Ai),Ai)

一阶条件为:p＝Cj
qj (qj(p,Ai),Ai) (４)

二阶条件与前述相同.
(２)总厂的决策问题:max

p
π＝pq(p,Ai)－C(q(p,

Ai),Ai)－CKM

上式中,CKM 为总厂支持知识转移、共享所支付的

管理成本,其中包括对知识贡献者进行的奖励v.一

阶条件为:

p(１＋
１
η

)＝Cq(q(p,Ai),Ai) (５)

２　知识转移前后对比分析

隐性知识转移会改变各主体的均衡状态,本文将

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法.

２．１　分厂决策变量(均衡产量)

通过式(４)对价格、隐性知识水平求偏导,考察外

生变量价格与隐性知识均变化情况下的产量结果.由

一阶条件p＝Cj
qj (qj(p),Aj)可以推导出qj(p,Aj),

对其求全微分,可得:

　　　　dqj ＝
dp－

∂Cj
qj

∂AjdA
j

∂Cj
qj

∂qj

(６)

对知识贡献者i分厂,它的一阶条件中外生变量

(隐性知识水平)不发生变化,即dAi＝０,而价格有可能

发生变化,因此可得出知识贡献者的产量变化方向.
对知识接受者j(∀j≠i)而言,其一阶条件中的

外生变量发生了变化:qj 会受到外生变量p 与Aj 的影

响.再根据式(６),其均衡产量根据边际成本的性质、
价格及隐性知识水平而定.

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边际成本递增是一个较

为普遍的现象.因此,本文将针对边际成本递增这一

情形展开,画出分厂产量在外生变量p 和Aj 作用下的

相关变化.图２给出了这一几何表示.
由于隐性知识水平的提高会导致边际成本线下

移,而下移的量与分厂的具体情况相关.图２A表明初

始状态为 (p０,q０),当价格不变、边际成本线下移或价

格上升时,厂商将提高产量至q１.图２B表明当价格下

降、边际成本下移时,厂商的产量将视这两者变化的大

小而定:当价格下降相对边际成本下移较大时,厂商将

降低产量 (q３);当价格下降相对边际成本下移“成一定

比例”时,厂商产量不变 (q４ ＝q０);当价格下降相对边

际成本下移较小时,厂商将提高产量 (q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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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情况下分厂产量变化(边际成本递增)

　　针对以上分析,给出命题:
命题１:对知识贡献者i分厂而言,在边际成本递增

时,若价格提高,贡献自身隐性知识后,其产量会提高;
当价格不变,其产量不变;当价格下降,其产量也下降.

命题２:对知识接受者j分厂(∀j≠i)而言,在边

际成本递增时,若满足 dp ＜
∂Cj

qj

∂AjdA
j ,无论价格

变化,分厂隐性知识水平的提高(因隐性知识转移)会

使其产量提高;当价格下降且 dp ＝
∂Cj

qj

∂AjdA
j 时,

分厂隐性知识水平的提高不会使分厂产量改变;当价

格下降且 dp ＞
∂Cj

qj

∂AjdA
j 时,分厂隐性知识水平

的提高会使分厂产量降低.

２．２　总厂决策变量(均衡价格)分析

总厂的决策变量是价格p ,对隐性知识水平求偏

导,得到:

∂p
∂A ＝

∂Cq

∂A －
∂(∂p

∂q
)

∂A q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２－
∂Cq

∂q
∂q
∂p

)
(７)

上式中分母为正.∂Cq

∂A ＜０,∂p
∂A

符号由分子决定.

式(７)中的
∂(∂p

∂q
)

∂A
为需求曲线随隐性知识水平变

化而产生的偏移.通常隐性知识水平的提高会使需求

曲线上移或保持不动.当然,若隐性知识仅侧重于企

业内部而不涉及市场,需求曲线会保持不动.
当隐性知识被转移并实现共享后,总厂的边际成

本下降,同时需求曲线上升(这导致边际收益上升),而
边际成本下降与边际收益上升两者共同决定了均衡价

格的变化方向.当边际成本下降的幅度小于边际收益

上升的幅度,则均衡价格及均衡总产量上升;当边际成

本下降的幅度等于边际收益上升的幅度,则均衡价格

不变而总产量上升;当边际成本下降的幅度大于边际

收益上升的幅度,则均衡价格下降,同时总产量上升.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３:在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形下,当
∂(∂p

∂q
)

∂A q ＞

∂Cq

∂A
时,知识共享后,总厂制定的均衡价格将提高;

当
∂(∂p

∂q
)

∂A q＝
∂Cq

∂A
时,总厂制定的均衡价格将不变;

当
∂(∂p

∂q
)

∂A q＜
∂Cq

∂A
时,总厂制定的均衡价格将提高.

２．３　分厂与总厂利润值函数变化

进行知识分享后,知识贡献者有πi＝pqi(p,Ai)－
Ci(qi(p,Ai),Ai)＋v,令πi

０＝pqi(p,Ai)－Ci(qi(p,
Ai),Ai).

根据包络定理有:
∂πi∗

０

∂p ＝qi ;∂π
i∗
０

∂Ai ＝－
∂Ci

∂Ai (８)

(１)对知识贡献者i分厂而言,其隐性知识水平不

发生变化,因此利润值函数的变化由价格方向和总厂

对其奖励v共同决定.
(２)知识接受者j 分厂(∀j ≠i)的利润dπj∗ ＝

∂πj∗

∂p
dp＋

∂πj∗

∂AjdA
j ＝qjdp－

∂Cj

∂AjdA
j .

(３)总厂的利润.隐性知识转移前,总厂的利润函

数为π＝pq(p,A)－C(q(p,A),A);隐性知识转移

后,总厂的利润函数为π＝pq(p,Ai)－C(q(p,Ai),
Ai)－CKM .令pq(p,A)－C(q(p,A),A)＝π０.

根据包络定理有:
dπ∗

０

dA ＝－
∂C
∂A ＞０ (９)

因此,隐性知识的转移将提高π０.令这种利润的

提高为Δπ０,最终利润取决于Δπ０ 和总厂对分厂隐性知

识转移的管理成本差值.

３　政策分析

通过模型分析,在促进分厂及总厂之间的隐性知

识转移时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１)必要性.根据模型分析,具有较高隐性知识水

平的分厂在进行知识转移后,各分厂及整体利润水平

变化受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价格变化是根据企

业所在行业及自身条件决定的,因此当价格变动满足

特定条件时,不同类型的分厂(分为知识贡献者和知识

接受者)的利润变化方向可能并不相同,对总厂进行知

识管理的必要性就需要重新考虑.只有当企业总体的

利润在知识转移后提升或不变时,进行隐性知识的内

部转移才是必要的.
(２)引导知识转移方式.对于总厂而言,向高隐性

知识水平的分厂提供物质激励是最常用的方式,但是

给予物质激励会涉及如何使总厂与分厂都满意的问

题.总厂引导隐性知识转移的目的是挖掘内部隐性知

识,使其显性化,并把这些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带动企

业总体绩效提升.如果物质奖励高于知识转移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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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绩效提高,那么总厂的激励机制对于分厂来说就

失去了意义.同时,如果物质激励低于高隐性知识水

平分厂因分享知识而付出的成本,那么总厂制定的激

励机制也会无效.因此,设置符合总厂及分厂利益诉

求的激励机制尤为关键.当然对高隐性知识水平分厂

进行精神奖励,如分厂负责人的职位晋升、分厂荣誉授

予等,也是引导知识转移卓有成效的一种方式.
(３)转移效果.根据上述分析,还可以看出当隐性

知识转移后,厂商需求可能下降,这种情况的出现要视

总厂价格决策和边际成本线的变化而定.对于那些不

仅重视利润水平变化,而且关注市场份额的企业而言,
单纯推动企业内部隐性知识转移未必符合其自身发展

需求.这一结果是企业尤其是总厂进行战略选择时需

要仔细考虑的.
(４)后续监督.根据 Nonaka的理论,企业可以选

择建立内部“场”的方式,鼓励企业进行内部隐性知识

的交流与共享,通过建立企业内部知识库、专家库等信

息化方式,促进显性、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与积累,实
现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组织绩效的目的.

４　结语

本文针对 M 型厂商,分析其内部隐性知识转移对

厂商边际成本及需求的共同作用,研究了隐性知识转

移对各分厂及总厂决策变量的影响.首先,在一个总

厂能够通过管理措施,使具有较高隐性知识水平的分

厂转移并共享其知识的 M 型厂商中,若总体利润的增

加超过为知识转移付出的管理成本,那么总厂将有动

力进行企业内部的知识管理,促进具有较高隐性知识

水平的分厂将它们的知识共享.隐性知识转移后,产
品的最终价格由边际成本的下降与边际收益线的上升

这两者共同决定.在不同条件下,产品价格的上升、不
变或下降都可能发生.

其次,在同等价位下,M 型厂商的分厂会提供比在

知识转移前更多的产品,这是知识转移后消费者福利

的增加.若总厂调整价格,分厂的产量会受到价格变

化与边际成本调整的共同作用,产量的变化方向将视

具体情况而不同.
最后,由于存在价格变动的可能性,当知识转移后

每个分厂的利润变化方向也存在不确定性.对知识接

受者而言,若其利润增加,就有动力去吸收隐性知识;
若利润下降,则没有动力去吸收知识.同样地,对知识

贡献者而言,若利润增加,就有动力去贡献隐性知识;
若利润下降,则没有动力去贡献知识.以上两种知识

转移是没有效果的,总厂的知识管理措施也是没有必

要的.
本文对厂商进行了一系列假设,弱化了信息结构

对知识管理的影响.在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分析不同

信息结构下如何采取激励措施,来更有效地促进隐性

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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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Ｇformorganizationiswidelyusedinpractical．BasedonMesoeconomicapproach,thispaperintroducesasimple
MＧformfirmandtakescomparativeanalysistoresearchthechangeoffirms＇performanceaftertacitknowledgetransfer．
Thisarticlegivesabasicfirms＇optimizationmodelanddrawsconclusionsbycomparativeanalysis．Formainplant,change
ofdemandandmarginalcostjointlydeterminethechangeofpriceaftertacitknowledgetransfer．Forbranchplants,
changeofpriceandtheirsmarginalcostjointlydeterminetheproduction．Undersomeconditions,bothmainandbranch
plantshavetheincentivestotransfertacitknoe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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