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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知识管理的核心是如何激励员工分享他们拥有的个人知识 (私人信息). 探讨了单向

知识分享模型, 认为激励这类知识分享行为的约束条件是市场规模. 在企业信息化基础上, 知

识分享构成的企业知识优势在国家层次上形成了国家知识优势, 国家知识优势最主要体现在

效率、成本, 及市场规则和路径选择权 3 个领域. 在发达国家拥有知识优势的竞争环境中, 发展

中国家政府需要适当地、有选择地, 且强有力地干预企业的市场选择, 至少在信息产业发展路

径的选择上应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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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企业知识管理的核心是知识分享, 知识分享

构造企业知识优势. 谢康等 (1999)提出, 企业无边

界扩张竞争优势或知识优势成为信息化企业追求

的独特的企业竞争优势. 本文以此为基础, 提出

“国家知识优势”的概念, 进一步讨论企业知识分

享的激励机制、知识分享构造国家知识优势的内

在机制, 及国家知识优势环境下的商业政策.

1　企业知识分享的激励机制

1. 1　企业知识分享与收益

企业信息化构成企业知识分享的环境基础,

企业激励机制构成企业知识分享的制度基础. 一

方面, 企业的知识分享借助信息技术, 提高了企业

收集、存储、组织和运用企业内知识资源的能力,

另一方面, 通过设计有利于知识分享和创新的企

业激励机制, 提高了员工不断创造新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 并将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提供给企业内

其他员工的积极性, 从而提高企业获取知识的能

力. 知识在企业内的扩散、吸收和不断应用的过

程, 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相

对收缩. 知识分享使企业学习曲线急速下滑, 即积

累同样数量的产出时, 生产的边际成本可以下降

得更快, 企业可以更快地找到解决方案, 更好地响

应顾客的需求, 从而形成企业知识优势 (图 1).

图 1　知识分享下滑的学习曲线

假设企业处于垄断竞争的市场中, 企业的主

观需求曲线为 d , 由市场决定的实际需求曲线为

D (图 2). 企业没有进行知识分享时的成本函数为

C 1 (q) , 利润最大化的产量为 q1. 令M R (q1) =

M C 1 (q1) , 价格为 P 1. 又假设拥有某项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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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个人知识) 的员工A , 借助企业内部网将该技能

在企业内分享, 知识分享的学习效应将企业的平

均知识水平 k 提高到 k , 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

率, 改变了企业的成本结构, 对应知识水平 k 的成

本函数为 C 2 (q). 其中, 对于任何的 q > 0, 都有

C’
1 (q) > C’

2 (q).

图 2　 知识分享与企业收益

由于企业知识分享的成本对市场而言不是外

生的, 它由企业内知识分布状况和知识分享激励

制度来决定, 可认为企业的固定成本没有增加, 那

么, 对于任意的 q > 0, 都有C 1 (q) > C 2 (q). 根据

主观需求曲线, 利润最大化的产量为 q2, 价格为

P 2. 但是, 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 其他企业也

力图随之相应地降价. 这样, 该企业在价格 P 2 上

的实际产量只能达到 q3 = D (P 2). 企业获得图 2

中阴影部分的超额利润

　　∃П= P 2q3 - C 2 (q2) - (P 1q1 - C 1 (q1) ) =

　　P 2D (p 2) - P 1D (p 1) + [C 1 (q1) - C 2 (q2) ]

由上式可知, 企业超额利润 ∃П一方面取决

于市场的需求弹性、市场规模等因素, 另一方面取

决于在企业激励制度下员工之间的知识分享行

为, 提高企业的平均知识水平 k , 学习速度加快而

下降的成本.

假设政府征收税率为 T 的企业所得税, 则企

业的税后利润 Y = (1 - T ) ∃П, 政府从中获得的

收益U 政府 = T ∃П.

可认为, Y 间接地取决于使员工乐于分享其

个人知识 (私人信息) 的激励机制. 这方面较为成

功的激励机制包括利润分享计划、年薪制、职工持

股计划, 及多种形式的股票期权和仿真股票等. 这

些激励机制的共同点是企业将部分Y 转让给成功

进行知识分享的员工. 由于其他企业也可能进行

知识分享, 或者企业的内部知识可能会外溢, 其他

企业在学习中改进技术、推出低成本的竞争性产

品. 这时, 企业将失去超额利润, 员工也会失去知

识分享的超额报酬. 这说明知识分享是有市场条

件的.

1. 2　知识分享的市场条件

设 ∆为员工分享企业知识管理超额利润的比

率, ∆∈ (0, 1) , t 为时间. 假设个人分享所得不能

从企业税基中扣除. 从企业员工的角度分析, 如果

∆较低, 员工分享个人知识的积极性相对较小, 企

业的学习速度 dköd t 相对较慢, 成本随累积产量

下降的幅度也相对较小, 创造的Y 也可能少些. 反

之, 按照激励机制中“分蛋糕的方法会影响到蛋糕

大小”的原理, 如果 ∆高些, 员工创造的 Y 可能多

些. 设企业所处的生产和市场环境参数为m , 若产

品的市场需求弹性很小, 市场规模几乎没有扩张

的潜力, 员工创造的 Y 可能很少, 企业和员工都会

失去推行知识分享制度和进行知识分享的动力.

Y、∆和m 之间的关系为

　　Y = g (k - k ) ∆1öm

当分享率∆= 100◊ , 市场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m →+ ∞时, Y 可以达到企业通过知识分享收缩

成本所能获得的最大超额利润g (k - k ) ; 当∆= 0

时, 员工没有进行知识分享的动力, Y = 0; 当m →

0 时, 市场发展的限制将抵消企业知识分享内部

政策的作用, 使 Y → 0.

设员工A 不与企业内其他员工分享个人知识

k 情况下的工作报酬为

　　　S 不分享 = f (k ) , 　S ’
不分享 ≥ 0

在激励制度下,A 将个人知识 k 与企业内其

他员工分享后获得的报酬为

　　S 分享 = f (k ) + ∆Y

A 为使个人知识 k 超出企业平均水平 k , 并以

适当的表述形式令企业的平均知识水平由 k 上升

到k. A 在积累个人知识和分享知识过程中需要付

出成本, 付出的成本是知识差距的函数 C (k -

k ) , 其中, k ≥ k. 这样,A 选择分享个人知识水平 k

实际获得的效用为

U A = S 分享 - C (k - k ) =

f (k ) + ∆Y - C (k - k )

A 选择分享个人知识的参与约束条件是

　　∆Y - C (k - k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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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而言, 总是希望能从员工的知识分

享中获得最大化的U 企业 = (1 - ∆) Y , 即

　　　　m ax g (k - k ) ∆1öm (1 - ∆)

对U 企业 求一阶导数, 令

(U 企业) ’
∆ = g (k - k ) [∆1öm +

　　　　 (1 - ∆) 1
m

∆1öm - 1 ] = 0

得　∆3 =
1

m + 1
这说明知识分享时, 企业获得最大超额利润

的利润分享率 ∆3 与环境参数或市场规模m 成反

比. 如果市场发展潜力很小, 不仅知识分享降低成

本可能获取的收益 Y 很小, 而且企业需要将分成

比率 ∆3 提得很高才能起到激励员工进行知识分

享的作用. 如果企业所处的行业本来就具有相当

大的市场规模, 且发展空间广阔 (如潜力巨大的国

际市场) , 那么, 这种知识分享的激励制度就会行

之有效, 因为只要满足∆3 ≥C (k - k )
Y

的条件, 就

可以弥补员工进行知识分享的个人成本的一个很

小的 ∆3 , 从而起到激励员工分享知识的作用, 企

业也逐渐调整为学习型组织. 这样,

m ax U 企业 = (1 - ∆3 ) Y =
m

m + 1
Y

显然, 企业知识分享的最大所得依赖于市场

规模. 一方面, 企业会根据市场发展潜力选择学习

方向, 尽可能消除学习背后的不确定性, 因为当市

场上的企业都致力于学习时, 竞争会使企业不断

淘汰旧产品、推出“派生”的新产品, 以取得更好

的性能或市场地位. 然而, 对一种产品的技术变革

同时也意味着面临失败的可能, 这样, 企业的知识

优势不仅体现在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能生产出性

能更优越的产品上, 而且体现在对企业内知识分

享方向的选择接近市场发展的主流方向. 另一方

面, 企业为了尽可能获取知识分享的学习效应, 会

不惜余力地提高市场占有率, 影响用户的消费偏

好, 引导市场需求靠近自己的产品供给方向. 当市

场发展到足够大, 以至于企业不能独自占有时, 企

业就会寻求企业间的合作, 分享市场知识, 形成企

业间的策略联盟.

在信息技术优势的环境基础和知识分享激励

机制的制度基础上, 企业通过与市场、合作企业和

东道国政府建立广阔的交流面, 提高从企业内部

和外部获取知识资源的能力, 从而有可能借助企

业在全球各个市场上形成的综合知识, 在若干单

一的国际市场竞争位置上, 压倒东道国企业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

和文化优势, 形成企业绝对的或相对的知识优势.

2　知识分享与国家知识优势

2. 1　国家知识分享与知识优势

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激励企业间、乃至所有

的经济个体间知识分享的激励制度. 政府保护知

识产权不仅是为了维护企业知识分享的收益最大

化, 而且也是为了维护其自身收益的最大化. 由于

企业知识分享可以增加政府U 政府 = T∑∃ Пi的

收入 (其中, i 为企业数量) , 政府会支持本国企业

进行知识分享, 同时积极营造发挥企业知识优势

的制度环境 ——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

护的总的发展方向是改进社会学习系统, 促进本

国企业对知识的获取、吸收、交流和创造. 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给企业提供了知识分享的国内外市场

条件, 促进了 ∃П的扩张.

一国政府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教育和其

他知识基础设施, 及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等措施改

进社会学习系统, 促进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在国

民经济中的运用, 能够为本国企业内部或企业间

的知识分享提供牢固的环境基础. 或者说, 国民经

济信息化将加速企业知识的积累和创新速度, 降

低成本. 政府通过推进经济全球化战略, 清除企业

拓展国际市场的障碍, 将为企业在全球扩大生产、

发挥知识优势提供一个通过学习实现规模回报动

态递增的环境.

国家知识优势被认为是企业知识优势在国家

层面的反映. 企业知识分享通过各种激励机制来

提高企业的学习速度, 降低边际成本, 实现企业的

规模管理外溢, 进而形成企业知识优势. 这些将学

习者与工作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企业制度安排

和管理信息系统普遍推行的集成效应, 使企业的

学习曲线整体上向下移动. 这样, 国家竞争力的微

观基础不断地进行知识分享, 在国际竞争中扩张

企业最优边界, 使国家生产可能性边界逐渐向外

推移, 且向知识要素密集的方向偏移, 形成国家知

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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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中, 国家知识优势主要体现在

以下 3 个方面: 首先, 知识优势国家的企业可以借

助信息网络在全球任何一个结点 (具体的竞争位

置) 上, 以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要素和知识资

源的流量、流速 (时间)、调拨成本和综合组织协调

管理成本上具有系统的高效率为基础, 凭借企业

在全球形成的综合知识与其他国家企业仅仅拥有

的局部知识相竞争, 维持绝对的或相对的知识优

势; 其次, 知识优势国家的企业生产知识 (技术和

信息) 的边际成本总是低于其他国家做同样事情

时的边际成本, 使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领域 (高

技术领域仅仅是知识领域的一个集中体现而已)

形成本国企业“一家独霸”的“国家自然垄断”局

面; 最后,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特别是在信息服

务领域充当游戏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知识优势国

家的企业在多数产业领域具有发展路径选择优

势, 即拥有多种发展路径的选择权, 其他国家通常

只有选择跟随或退出竞争两种选择, 日本在与美

国争夺高清晰度电视机市场主导权的竞争以失败

告终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企业知识分享乃至企业间的知识分享受

到市场规模的限制, 因此, 知识产权资源丰裕国家

的政府除了营造有利于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分享知

识的制度环境外, 还会极力推行经济全球化战略,

以“市场准入”为幌子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

上扩大市场范围, 以知识优势强化比较优势, 强化

以成本、差异性和目标集聚为基础的竞争优势, 在

全球范围内形成知识产权的“国家自然垄断”局

面. 在这种市场格局下, 其他国家即使制订出类似

的战略及政策, 也会由于不具有这种基础难以发

挥出同样的效果, 因为知识优势国家的学习曲线

比其他国家的学习曲线更为倾斜, 企业通过学习

在成本和产品差异性等方面更易于形成竞争力.

2. 2　国家知识优势与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不仅是企业知识优势形成的温床,

而且是培育国家知识优势的根本. 国家知识优势

最集中地通过企业的市场规模优势来体现.

假设知识优势国家企业在时期 t 时面对的需

求是 q t = D t (p t). 当 t = 1 时, 企业总成本为

C 1 (q1). 在此基础上, 企业通过知识分享降低了边

际成本, 改变了成本结构. 当 t = 2 时, 企业总成本

下降为 C 2 (q1, q2) , 且 5C 2ö5q1 < 0. 考虑到本国的

知识存量和学习速度优于其他国家, 从长远来看,

企业学习能够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企业在成本上带

来更大幅度的下降. 这样, 企业的目标是使长期的

利润最大化, 即m ax∑Пt

m ax (П1+ П2) = p 1D 1 (p 1) - C 1 (D 1 (p 1) ) +

r [p 2D 2 (p 2) - C 2 (D 2 (p 1) ,D 2 (p 2) ) ]

其中 r 为贴现率. 对∑Пt 分别求 p 1 和 p 2 的一阶

偏导, 并令其为 0, 得

p 1 =

5C 1

5D 1

5D 1

5p 1
+ r

5C 2

5D 1

5D 1

5p 1
- q1

5D 1

5p 1

<

　　

5C 1

5D 1

5D 1

5p 1
- q1

5D 1

5p 1

p 2 =

5C 2

5p 2

5D 2

5p 2
- D 2 (p 2)

5D 2

5p 2

显然, 在学习效应明显, 且市场扩张不受限制

时, 企业能够通过在第一阶段索取低于第一阶段

的垄断价格的价格扩大销量 (该垄断价格是最大

化 p 1D 1 (p 1) - C 1 (D 1 (p 1) ) 的价格) , 从而增加生

产, 通过学习积累知识优势以降低第二期的成本,

使企业价格在未来更具有竞争性. 其后, 企业通过

技术成本优势占据市场, 压倒竞争对手的区位优

势、劳动力成本优势, 乃至差异性或规模优势.

当然, 这种在现期采取低价, 增加产量和经

验, 提前积累知识的战略会刺激其他国家的竞争

对手采取跟随策略, 也可能会采取低价的商业政

策. 但是, 在不考虑知识在国际间扩散的情况下,

知识优势国家企业的学习速度较快, 且其先行制

定的低价会使其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减少, 由此

使其学习效应减小. 这样, 竞争对手在未来要承担

一个更高的边际成本, 这种结果甚至会影响到竞

争对手的跟随能力.

上述情况在国际信息产品及服务贸易方面体

现得尤其明显. 信息商品在研制初期需要投入大

量的资金, 承担高额的固定成本. 资本和知识充裕

的发达国家往往控制信息产品发展的先占权, 信

息产品一旦开发成功, 随着生产数量的递增, 员工

和用户反馈的意见可以很快地融合到产品的生

产、销售、维护和服务中, 使产品的复制和传送的

—71—第 2 期 　　　　　　　　　　　　 谢 　 康等: 企业知识分享 学习曲线与国家知识优势



边际成本急剧下降, 甚至趋于零成本. 图 3 反映了

信息技术企业的成本状况, 总成本 TC = FC +

cn , 其中, FC 为固定成本, c 为边际成本, n 为累积

产量, dcödn < 0.

图 3　 信息产业的“事实垄断”

信息产品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消费者

对信息产品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对产品效用的判断

v , 而且取决于该种产品的消费群体 n 的大小, 消

费者的保留价格 P = vn. 在进入市场初期, 信息

产品往往被有较高需求的用户购买, 但是产品的

沟通功能受到用户群体较小的限制, 消费者对它

的保留价格较低. 随着产品市场份额扩大, 潜在用

户出于与其他用户进行信息沟通的技术要求也购

买该产品, 但他们的购买倾向较弱, 保留价格也较

低. 因此, 信息产品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如图 3 所示

的向下的抛物线P = vn = n (Q 0 - n) , 其中,Q 0 为

市场饱和量. 假设信息需求量是社会经济水平的

函数, 那么, 达到市场饱和的信息需求量Q 0 在一

定时期内是一个常数.

图 3 中信息产品有两个均衡点. 在左边

M R = M C 的均衡点 E 1 处, 消费群很小, 企业只

能索取一个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 P 1, 同时承担一

个巨额的亏损 E 1P 1bf . 这个均衡点是不稳定的,

因为一旦它能突破这个产量, 使更多的用户接受

它的产品, 信息产品用户的外部性和学习曲线就

开始发挥作用, 赢得扩大的需求和持续下降的成

本, 从而获利. 然而, 此时企业是否能越过这个不

稳定的均衡点, 除了依赖产品的性能和价格优势

外, 还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系统环境. 事实上, 知识

优势国家拥有发达的知识分享系统和具有预见性

的产业政策, 使本国对知识型产品的偏好要明显

高于其他国家, 为信息产业拓展市场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 这样, 知识优势国家的信息产业能够相对

容易地培养起超过 n1 的用户群, 然后, 利用产品

的网络外部性和增产获得的经验知识降低成本,

到达右边的均衡点 E 2. 在没有这种基础的其他国

家, 信息产业有可能停滞在 E 1, 只能转向生产知

识优势国家信息产业价值链的下游产品, 或者无

力抵抗知识优势国家凭借低成本瓜分本国市场分

额的冲击.

在图 3 右边的均衡点 E 2 处, 知识优势国家的

产品已成为主流产品, 企业可将价格定为 P 2, 从

中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 E 2P 2ae. 因为受产品主流

化的影响, 经济发展已经形成正反馈机制, 新用户

会自动尾随原有用户选择知识优势国家的信息服

务, 以保证信息系统相互兼容和沟通便捷, 因此,

主流化产品和服务能自身获得动力, 或者说内部

具有自我增强的机制使收益递增. 由于信息产业

有明显的学习曲线效应, 来自同行业的竞争威胁

推动着企业更快地进行创新活动, 发展核心技术.

这样, 企业往往主动跨越 E 2, 淘汰原有的产品, 在

n2 后采用边际购买倾向定价的方法, 进一步扩大

市场份额, 直至使产量持续增长到市场饱和量Q 0

为止.

事实上, 发达国家的信息产品在初期总是在

国内售给购买倾向较高的用户, 当这些用户达到

一定规模时, 利用主流化趋势将产品推向国际市

场, 并且以低于国内的售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信

息产品, 利用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市场, 发挥学习曲

线的作用, 为自己赢得了进一步降价和推出新产

品的时间和空间. 由于知识优势使该国企业的边

际成本总是低于其他国家企业的边际成本, 除非

存在大量补贴, 其他国家企业无法在保证利润严

格为正的情况下, 通过削价抢夺它的市场份额, 从

而形成知识优势国家企业在国际信息产品市场

“一家独霸”的格局.

知识优势国家一旦完全控制国际信息服务市

场, 就会凭借“事实垄断”和非对称信息优势, 使

本国产品标准逐步成为全球的产业标准, 充当市

场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其他国家信息产品要以知

识优势国家的产品标准为基础, 开发以其技术为

核心的衍生品, 这样, 知识优势国家实际上实现了

纵向控制, 形成了一条整个信息产业的跨国垄断

链. 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对知识优势国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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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需要的增长. 知识优势国家企业总能在其原

有的优势领域保持一个低于其他国家企业的边际

成本, 且有机会扭转其在相对劣势领域的状况, 因

为信息产品的需求还受到其兼容产品的影响, 产

品升级或推出相兼容的其他产品不会影响原产品

的耐用性, 而且, 原产品的用户群会转化为新产品

的忠实消费者. 知识优势国家通常有计划地废弃

旧产品, 不断推出与前期产品兼容的新产品, 并迅

速成为新产品的垄断者, 以基于供给创造需求的

萨伊定律获取利益. 结果, 企业既形成市场壁垒,

锁定消费者, 发展长远客户, 又为衍生竞争领域,

实现范围经济储备了稳定的用户群.

3　政策讨论

传统比较优势源于各国自然禀赋的差异. 在

自由贸易下, 由于原有的密集资源被逐步消耗, 从

而使各国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然而, 知识要素

的使用不会像传统要素那样被消耗, 它具有自我

增强和自我放大的演化功能, 知识越被消耗就越

丰裕, 因而知识要素的价格会相对地持续下降, 形

成丰裕要素的价格与稀缺要素价格非均等化现

象, 国家间要素的绝对价格会出现离散趋势, 使知

识丰裕国家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知识劣势国家的

劣势越来越显著. 在这种环境下, 知识优势国家将

会改写传统要素禀赋论, 它们不仅会控制知识密

集型产品的市场, 而且通过信息技术对其相对劣

势领域的渗透, 达到全面主导国际贸易主流的目

的. 因此, 知识优势国家在战略上会大力推动知识

丰裕领域的经济全球化.

例如, 美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 凡是拥有多种

路径选择权或主导权优势的产业部门, 如金融服

务、电信服务, 及航空制造业等高技术部门, 美国

政府基本上采取不干预态度, 积极与其他贸易伙

伴就这些产业的市场准入进行谈判, 鼓吹贸易自

由化. 因为一旦其贸易伙伴采取干预政策, 如征收

关税等, 将会削弱美国的选择空间, 尤其不利于它

发挥通过衍生新的竞争领域来领导世界经济主导

潮流的能力. 美国在国际互联网贸易上的领先地

位, 促使美国政府最早对电子商务问题进行探讨,

且一再建议不要对国际互联网网上贸易征收新赋

税. 美国政府通过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

力, 促使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同意它的政策倾向.

如果美国在这些领域的不干预政策在国际上得到

推行, 那么, 它就可以利用知识优势选择竞争实力

最强的发展路径, 进一步强化国家知识优势, 控制

国际市场的发展. 如果其他国家尝试与知识优势

国家在某个经济领域争夺竞争优势, 结果往往由

于不具备那么多的路径选择权优势而陷于被动局

面.

在这种格局下, 发展中国家虽然能够获得贸

易利益, 但难以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且出现进一步强化低水平产业结构的趋势. 所以,

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提出的因特网征税方案持有异

议, 因为这会使主要作为技术引进方的发展中国

家失去许多税收收入, 且失去对本国战略性幼稚

产业的保护. 现继续用国际信息服务市场做分析.

设美国信息服务企业已取得主流化地位, 中国信

息服务企业希望能进入市场, 两国企业进行数量

竞争. 当前, 中国依靠进口美国的信息服务满足国

内需求, 也就是图 4 中的 E 0 点, 价格等同于美国

国内价格 P 0. 如果中国对进口美国信息服务进行

干预, 如对其征收税收 t 使国内信息服务市场价

格上升到 P 0 + t, 并将这部分税收补贴给国内信

息产业部门. 这样, 表面上中国损失了贸易利益,

但由于补贴可以降低国内企业的边际成本, 使本

国企业可以在 P 0 + t 的国内价格下生存下来, 反

应曲线 R 2 向外移动. 这可能为本国信息服务企业

创造了一个发展契机, 使学习曲线下降. 结果是中

国通过与美国信息服务贸易给本国企业提供了一

个学习的窗口, 发挥了学习曲线的作用.

图 4　 发展中国家干预的效果

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设想完全不干预的话,

虽然中国获得了贸易利益, 但也相当于放弃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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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路径选择权和学习机会. 当中国原有的优势产

业达到最优边界后, 就难以有质的变化和与知识

优势国家抗衡的实力了. 如果中国政府采取干预

政策, 美国企业由于中国政府的干预而使产量有

所收缩, 造成的损失将是长期的. 因为美国的生产

量Q 美0 不会依赖学习曲线和主流化自行扩展, 相

反, 美国的生产量Q 美0 会收缩到Q 美1. 这样, 美国

本身所具有的高斜率学习曲线的优势难以充分发

挥作用, 边际成本下降的速度变得平缓, 甚至使边

际成本随产量减少而上升, 反应曲线 R 1 向内移

动, 与中国的反应曲线 R 2 相交于 E 1, 形成新的均

衡点. 在该点上, 美国企业产品将出现主流化趋势

中断的局面, 结果, 美国企业依靠主流化不断衍生

新领域的增长惯性就无法持续下去, 其承受的损

失将是乘数级的.

由于中美企业受其边际成本反向变化所引

导, 将会调整各自的销售状况. 当美国企业有所收

缩时, 中国企业将进一步提高其产出水平. 这些调

整会引起双方在边际成本上的反向变化, 这个变

化过程一直持续到达成一个新的古诺均衡时为

止. 这样, 中国有可能通过现行的政策增强本国企

业的学习能力, 带来长期的比较优势, 从而对贸易

产生永久的影响.

上述分析中税收和补贴的政策延伸含义是,

基于知识劣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需要干预市

场. 例如, 政府出资购买知识优势国家的专利技

术, 将之“补贴”给企业, 或企业自身提出“补贴”

要求, 政府出资购买知识优势国家的专利. 发展中

国家不能像美国等知识优势国家那样以政府推

动、企业主导、市场引导的模式来推进国民经济信

息化, 而需要以政府主导和推动、企业参与的方式

来推进. 因为美国等知识优势国家拥有多种发展

路径的选择权优势, 政府有通过市场利益调度企

业发展方向的空间和能力. 相反, 发展中国家只有

单向的选择权, 或者跟随或者放弃, 依靠市场或单

纯依靠企业行为难以形成国家知识优势, 因为理

性的企业不会在预期亏损的情况下持久地进入培

养国家知识优势的市场.

4　结论

市场规模是企业知识分享, 乃至国家知识分

享机制的市场条件, 知识分享激励制度对企业知

识优势的决定作用是形成一国知识优势的基础.

此外, 形成国家知识优势还需要有促进本国对知

识的创造、获取、吸收及交流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

架, 其作用原理与企业制度促进形成企业知识优

势的机制相类似. 由于创造知识的成本往往较高,

且需要具备先行优势, 因此, 能够确立知识优势的

国家几乎都是发达国家. 知识不同于资本从平均

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流向较低的国家, 以谋求

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知识并非是在国家之间自由

流动的. 这样, 发达国家在知识优势基础上将不断

扩展本国知识产权在全球的影响疆界, 借以在国

民经济信息化潮流下建立和巩固国家知识霸权或

信息霸权.

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信息化必须由政府来

大力推动, 也只有依靠政府推动甚至主导, 才有希

望和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局部竞争优势. 中国

政府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应与扩大 内需、开拓海

外市场相互结合起来, 以引导传统产业向高知识

含量方向发展为核心, 加快产业信息化、企业信息

化步伐, 使之成为国民经济信息化的结构基础. 同

时, 推进和完善企业乃至国家的知识分享机制, 使

之成为国民经济信息化至关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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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har ing, L earn ing curve and knowledge advan tage of
nation s

X IE K ang , W U Q ing 2j in , X IA O J ing 2hua
Schoo l of Bu siness, Zhongshan U n 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 ina

Abstract: 　How to in sp irit the em p loyees to share the ind ividua l know ledge (o r p riva te info rm at ion)

is the co re p rob lem of know ledge m anagem en t in en terp rises. A cco rd ing to an one2w ay know ledge2
sharing m odel, th is art icle concludes tha t m arket sca le con stra in s the perfo rm ance of know ledge2
sharing schem e in en terp rises. Know ledge advan tage of na t ion s is the reflect ion of the en terp rise

know ledge advan tage, w h ich bases on the en terp rise info rm at iza t ion and know ledge2sharing schem e,

in the scope of the na t ion. Efficiency and capab ility of resou rce d ist ribu t ion, co st, and the op t ion s of

m arket ru les and rou te are th ree fields tha t know ledge advan tage of na t ion s m ain ly em bodies in.

O bviou sly, the developed coun tries ho ld na t iona l know ledge advan tage. U nder such com pet it ive

condit ion s, the governm en ts of the develop ing coun tries have to in tervene en terp rises’ m arket op t ion

p roperly, select ively and effect ively. A t least, th is shou ld be done in choo sing the develop ing rou te of

info rm at ion indu stry.

Key words: 　 en terp rise info rm at iza t ion; know ledge sharing; learn ing cu rve; na t iona l know ledge

advan 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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