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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转移可以为组织带来比较竞争优势，而组织学习可以提高其对未来不确定环境的 

适应能力，因此，两者的共同作用可实现组织的持续成长．在回顾关于组织的重叠知识、知识转 

移以及学习的相关文献基础上，分析了重叠知识与组织知识转移，以及与组织学习的关系；从 

组织生态学角度构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型，进一步论证 了重叠知识可以充当优化知识转移 

效率与组织学习能力的调节器；最后给出了一些知识转移的管理寓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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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组织知识转移是指组织通过不同渠道转移知 

识，实现组织知识共享，从而有效利用现有知识的 

过程l_1 ；而组织的学习能力则是指组织为了开发 

与挖掘组织潜在所需知识和技能，通过知识的模 

仿、改进与创造来提高组织与环境相适应的胜任 

力 ．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知识转移与组织学习是并 

行和紧密相关的．随着竞争 日趋激烈，组织竞争优 

势的源泉已经从物质资产向智力资源转变，企业 

既要有效利用现有知识资源来降低运营成本，获 

取比较竞争优势，又要不断开发与创造潜在知识 

以满足未来竞争环境变化的需要．于是，探索知识 

转移与学习能力的内在关系，有利于从组织系统 

的角度采取知识管理的有效手段与方法，使组织 

既能充分利用现有知识，又能为未来发展不断积 

蓄可能需要的新知识 ． 

在组织知识系统中，从知识活动性质来看，组 

织的行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组织知识的 

分散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知识转移是比较竞争 

优势的基础l_】 ；文献[2]指出企业所面临的关键挑 

战是如何把知识不断而有效地转移到组织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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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同时，知识转移是知识主体之间互动的过 

程，是受各自经验影响的一种随机选择性机制，文 

献[3]认为经典的知识转移过程一开始就需要识 

别所转移的知识，并通过转移渠道告知接受者，而 

接受者则不断鉴别所需的知识；于是，这种在不同 

的知识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需要重叠知识(over． 

1apping knowledge)来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 ，文献 

[4]认为知识源与接受者之间重叠知识的相似程 

度(即“知识距离”)直接影响着知识转移的效率， 

而且，对于接受方来说，在评价和消化新知识过程 

中，与知识源共有相似的经验知识至关重要l_5 J， 

缺乏这种知识往往会造成知识转移过程中大量有 

价值知识的丢失．因此，组织重叠知识对知识转移 

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对于环境未来的不确定性变化，仅 

仅注重现有知识的转移与利用难以为组织带来持 

续竞争优势，开发与探索新知识的活动是组织持 

续成长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组 

织学习是一种社会选择活动，这种活动的能力取 

决于组织的社会关系E81；所以，文献[9]指出学习 

有助于组织不断涌现的新问题的发现与解决，这 

种活动与学习主体之间知识的共有程度紧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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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且，调节组织的“重叠知识”可以提升组织的 

学习能力|l0，̈ ；我国学者认为这种“兼容性知识” 

可以促使企业学习潜力的产生|l ．同时，由于知 

识吸收与创造依赖于所识别的知识活动路径，所 

以不相关 的知识会 明显地约束学习能力的提 

升_l3，HJ．由此可以看出，“重叠知识”对组织学习 

能力的提升起着关键作用 ． 

企业选择知识转移与创造新知识的途径是一 

个战略管理理论的基础性问题．不少学者从知识角 

度分别研究了知识转移与重叠知识、学习能力与重 

叠知识的关系，这些研究所推崇的管理措施往往 

“顾此失彼”，例如：文献[15]以知识转移的静态整 

合来指导已有产品结构的绩效最大化，而通过组织 

学习能力动态开发和维护推进组织的知识创新．企 

业持续竞争优势是以知识转移为基础，文献[16]认 

为可以通过学习能力创造新知识来实现的，然而， 

实际上。组织中的这种知识转移与学习过程是并行 

的|l ，很难割裂开来．那么，知识转移与学习能力 

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如何选择适当的机制不仅促 

进组织现有知识的充分利用，而且提高组织的学习 

能力，以便适应未来不确定l生环境的变化?本文试 

图以重叠知识为媒介，对学习能力与知识转移之间 

的关系进行研究，借助于种群生态学模型系统地检 

验两者之间的深层联系，从而论证重叠知识是改进 

知识转移与学习能力的调节器． 

1 重叠知识、知识转移与学习能力 

的关系分析 

重叠知识是指知识源与接受者所共有的最大 

知识基(knowledge base)，重叠知识在组织演化过 

程中发挥两个基础性作用，即调节知识转移效率 

与改进组织学习能力．知识转移与组织学习受重 

叠知识结构l_7 J的影响，发生在组织的多个层面上， 

并且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首先，重叠知识促使组织 

系统地识别有价值的知识与技能，通过组织常规 

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网络对其进行有效地转 

移、开发与搜索，重叠知识在组织活动中扮演“社 

会心理过滤器”的作用·9其次，建立在重叠知识基 

础上的信任是组织知识转移与学习的助力器，在 
一 定程度上，重叠知识培育了组织的信任·9特别在 

复杂性环境下，这种信任不但可以促进组织知识 

的流动与扩散，从而使组织有可能通过重叠知识 

来调整系统内部的合作能力，而且可以通过改进 

合作与沟通机制来提高学习能力．所以，组织知识 

的重叠度是影响知识转移效率与组织学习能力的 

关键变量， 

组织知识的分布式特性决定了知识转移是组 

织活动的伴随过程．知识转移既是知识源与接受 

者之间的知识交流过程_l J，也是知识源与接受者 

之间协同进化的过程 ．所以，知识转移在一定程度 

上也改变了组织内部的知识结构与知识层次 ． 

同时，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组织在本质上一直努力 

地试图对知识进行螺旋式改进，即不断进行知识 

消化、吸收与积累，总是在知识源语境、重叠知识 

语境以及接受者情景之间进行知识转移，这种活 

动促进了组织知识的共享．由于待转移的知识需 

要相应的知识来理解，并且转移知识的载体也需 

要与之相匹配的知识 ，因此，组织知识及其语境的 

相似度，即知识的重叠程度是促进有效知识转移 

的关键因素．借助于重叠知识，组织对知识不断重 

新认识与理解，使之易于表达和接受，进而被理解 

与吸收，为知识创新准备条件．同时，这种过程也 

常常带来新的整合知识及其所需的重叠知识的方 

法．同时，尽管组织知识沿着不同的路径进行演 

化|l ，重叠知识还是促进了组织知识的收敛性转 

移|7 ；特别地，这种重叠知识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隐 

性知识的转移“粘着性”问题．于是，组织中适度的 

重叠知识可以使知识转移效率达到最大化． 

学习是由重叠知识(特别是相似的实践知识) 

所带来的一种潜在相对持续改进的行为[2oJ，这种 

行为产生于主体对外界刺激的认识与原有信念之 

间的不匹配．组织学习是通过组织认知的相互交 

流来提升认知能力的过程，其结果将以新知识、新 

技能等形式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学习是培育组织 

能力的方法与手段，是通过重新认识组织能力来 

开发与探索新知识、新技能的过程．学习是处于较 

高层序的组织能力，因而，通过学习机制，组织可 

以改进竞争能力和提升竞争位势．组织学习直接 

表现为系统动态地整合组织知识的过程，这种过 

程则要求组织在不同的技术领域保持宽泛的知识 

域l_l J这种知识域以“重叠知识”为基础．“观察渗 

透理论”l_2l_认为通过学习能力得到的新知识本身 

是借助相关的重叠知识来解释和评价的．文献 

[22]从经济学角度证明了没有重叠知识，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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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效率就会低下，重叠知识通过影响组织搜寻 

异质知识 ，指导知识转移的方向与速度，进而直 

接影响组织的学习能力．所以，重叠知识是决定组 

织学习能力的关键变量之一． 

组织在学习过程中离不开知识转移，同样知 

识转移也必然伴随组织学习过程，文献[23]指出 

知识转移与组织学习之间的紧密联系，很难想象 

没有学习行为，知识将如何被重构、表达、吸收、创 

造和利用 ．组织中的知识转移与学习过程是并行 

(如图 1)和协同演化的，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接受 

方理解与吸收知识的能力依赖于其与知识源之间 

的重叠知识，随着时间的演化，接受方与知识源在 

相互作用过程中不但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而且 

产生了更多的重叠知识，提高了知识共有程度，进 
一 步加快了知识转移的效率；但是，当知识重叠达 

到一定程度时，由于替代效应所带来的内部竞争 

导致知识转移效率逐渐下降，进而产生组织内耗 

与低效率l13]．另一方面，最初的知识重叠为知识 

转移提供了后续学习I J(meta—learning)的机会，这 

种机会创造了学习潜力的空间．随着学习的进一 

步深人，知识共有程度的提高加强了组织对异质 

性知识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吸收，进而提高了组 

织学习能力；然而，随着组织间重叠知识域的扩 

大，所需吸收和理解的异质知识相对减少，学习的 

路径依赖效应越来越强，组织间的关系依赖性增 

加一H J，导致“学习性近视”，知识转移率⑨降低，学 

习能力递减．因此，在一定范围中，知识重叠度与 

知识的转移效率和学习能力正相关．而超过了这 
一 范围，知识重叠度往往与知识转移效率和学习 

能力负相关．但是，如果组织在不同的技术领域保 

持宽泛的知识域，即适当调整重叠知识域，组织知 

识转移效率④和学习能力会重新得 到迅速提 

升一巧』，从而避免了组织的“成长极限”． 

图 1 组织知识转移与学习能力的演化关系 

Fig．1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learning capability 

2 知识生态系统模型 

通过组织知识转移与学习能力的关系分析， 

不难看出两者间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由于组织 

知识与学习能力的演化具有明显的生态系统特 

征 ，将以文献[29]的种群生态学经典模型为 

基础，描述组织的知识转移与学习能力之间的系 

统模型，进一步论证与分析两者之间的演化机理． 

2．1 模型 

假设组织知识系统为一个组织知识主体 a， 

在一定时期内，该组织成功吸收的转移知识为 d， 
 ̂

知识增量为 ，并且设 d c ，其中A为主体0 

与知识源的重叠知识量， 为主体a的知识总量， 

由于其比一定时期内的知识增量要大得多，故假 

定 为常数，c为主体 a吸收的知识转移的系统 

参数，设为常数． 

假设知识离开语境之后，一部分以概率 D不 

能被主体所理解；过一段时间后，这些未被理解的 

知识被组织学习所激活的比例为 a，于是，a反映 

主体的学习能力． 

首先，考虑重叠知识 A对主体a将现有知识 

(设为0时刻)转化为新知识 (设为 1时刻)过程 

中学习能力的影响．令 P为由“运作知识”转化的 

“概念化知识”⑤[ ，设 P为常数，那么知识主体 0 

在0时刻的知识增量为 P(1一D)．其 次，进一步 

假定在 1时刻新知识 起初以D+ 概率未被主 

体 a完全消化，则此时知识增量又为[1一(D+ 

)]P，它比0时刻转移的知识少，这意味着新知识 

的转移效率更低．于是，主体 a的新知识 实际变 

化值为 一印 +印 ㈣ ， ．随着时间推移，组织不断 

进行学习，则新知识 的增量为(D+ )pa，而现 

有知识的转移效率为 Dpa；同理，此时新知识的实 

际变化值为 一跏  ，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新知识的实际总增加值是 

△ =却(一1+口+ ㈣ ，1一口 1—呻，1) (1) 

其中，尺 — 表示组织知识在转移过程中 时刻的 

当知识被主体理解并转化为其技能或能力时，它对这个主体才成为知识，否则只能被称为数据或者信息．考虑到知识源主体的存在，此 
处表达的是异质知识． 

知识转移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转移到接受方的知识量． 

知识转移效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单位知识中有效转移到接受方的知识量． 
文献[28]将“运作知识”表达为组织的局部知识，将“概念化知识”表达为能够被系统化地推广的原理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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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 与 时 刻 的 知 识 之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 )Ro-√+l1 式中 ‘概 尺1 ．1= 尺1 +( 一 )尺1—1 ‘。 。 

念化知识”在“运作知识”中所占的比例，即 

一  ( 二旦2 前= 

1一 D 
一1一D +Du (2) 

当转移 的 知识在 组织 中达 全『J稳 定 态 时 ( 

AW=0)，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 = l D：D*， 

它所对应的 1一D 是指不断通过上述知识转移 

和学习能力而达到的稳定状态．由 AW =0求解 

，得到 是 a和R 一 函数 

_二_ Lj 

假定 R =尺 =R1—1，Rd=尺 1=R1 ， 

则式(3)简化为 

咎 ㈩ 可 ， 
设 R 表示现有知识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 

Rd表示0 的知识与 的知识之间的相关系数，分 

别对式(4)关于 R 和Rd求导得 

OR =一 1 R R <。 ㈦  一 ( 
+口)( 一 d)2、u 、一 

ORd= 1 R R >。 ㈤  一( 
+a)( 一 d)2 u 、V 

定理 当0<A<f2一~2)M／c时，得 

> 0． 

证明 由式(8)得 

( ± 2( ± 2 
一{[(1+ )口一1JE1+ 一(1一 )口]} 

(9) 

由于 “：d，显然 <0．当0<d<2一 

时，所以 <一1，得 

<0 (1o) 

进一步得知 

>0 (11) 

又 d=。 A知
，当0<A<(2一~2)M／c时， 

式(11)成立． 

推论1 当M／c>A>(2一 ) ／c，即1> 

d>2一 时，0> >一1，得 

<0 (12) 

推论2 当A=f2一~2)M／c，即d=2一 
时 ， ：一1．得 

由于 是关于D的递减函数，所以得 

鼍 <0 (7)即 
这表明在一定的组织知识转移效率情况下， 

D 随着 R 的增加而增加，当组织间重叠知识增 

加时，由于内部竞争作用和越来越少待转移的知 

识，使得知识的流失率逐渐增加，总的知识增长率 

递减；D 随着 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这说明现 

有知识与新知识的关联度越高，组织学习能力就 

越强，组织系统总的知识增长率递增． 

因此，组织不断改进知识转移效率和学习能 

力可以通过调节“知识重叠度”得以实现，为了探 

索某一组织重叠知识、学习能力以及知识转移效 

率之间的关系，由文献C29]可以得 

n [ ± ± ]二(!± ) 
一

f(1+ )口一1] 1+ 一(1一 )口] 
： (1一d)(1—2／u)，N =1 (8) 

： 0 (13) 
d 

特别地，当 d一 0时， 一一∞，得 

D = (14) 

。： (i⋯S) 。 ■ 一 L 

2．2 讨论 

从式(7)中，可以得到，当组织共有知识增加 

时，组织中需要转移的知识量越来越少，特别是内 

部竞争机制的存在，使得知识转移效率下降，造成 

越来越多的知识流失与浪费；同时，如果组织所学 

习的新知识与现有知识具有较高关联度，那么，组 

织在巩固现有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新 

知识的理解程度，更易于吸收与消化之，使得组织 

知识就越难以流失．所以得： 

命题 1 知识重叠度显著地影响组织知识转 

移效率与学习能力． 

组织的知识转移效率与学习能力的关系由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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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1及其推论 1与 2可以看出，当0<d<2一 

√2(即0<A<(2—4-2)M／c)时，组织中重叠知识 

转移较小时，随着学习能力的降低，以及组织中转 

移的知识进入稳定状态过程中，组织知识转移效 

率递减，知识的流失会逐渐增多．换言之，随着组 

织学习能力的提高，促使吸收能力得到逐渐增强， 

组织重叠知识的增加，意味着知识转移效率的提 

高，即 D 的递减．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知识转移率 

较大时，即当1>d>2一√2(即 M／c>A>(2一 

√2)M／c)时，组织专注于从外部探索新知识以便 

把握与完成技术变革，尽管组织学习能力不断加 

强，但由于外部知识环境变化巨大，组织仍然粘着 

于现有重叠知识，知识共有程度却急剧下降，组织 

知识转移效率也逐渐降低；也就是说，当外部知识 

转移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组织的学习能力与知 

识转移效率会呈现负相关关系．只有当 d=2一 

√2(即A=(2一√2)M／c)时，组织学习能力与知 

识转移效率得到优化，既能维持组织现有知识的 

开发，也能保持组织学习能力的适度提高，从而支 

持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命题 2 当组织重叠知识度达到得到某一阈 

值时，组织学习能力与知识转移效率是优化的． 

通过模型进一步分析获得，当 d一 0，即 A一 

0，D 一 1时，a一 0，也就是说，当组织完全从内 

部获取知识时，在组织知识重叠程度相当大的时 

候，需要转移的知识量却越来越少，即对于知识主 

体来说异质性知识越来越少；当知识完全共有时， 

组织学习能力会完全退化． 

在组织激励机制不变的条件下，重叠知识是 

平衡知识利用与知识创新的一种调节器，这是通 

过相互理解来调节组织知识转移效率与学习能 

力．企业运用重叠知识来调节组织学习能力的同 

时，要兼顾知识转移率，必须保证现有知识的合理 

流动与适度利用；在运用重叠知识调节知识转移 

效率的同时，也要考虑组织学习效率，过高的知识 

转移效率也会制约组织学习能力的成长，从而很 

大程度上会削弱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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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ic study on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nd learning capability 

HU Han-hui、PAN An-cheng 

School of Economic&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3096，China 

Abstract：Knowledge tran sfer can provide an organization with comparative competitive edge， an 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ay enhance its adaptive ability to environments．Their mutual efforts support organizational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Th 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s of overlapping knowledge，knowledge transfer，and learn- 

ing capacity，and an 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overlapping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transfer， 

and organization learning．Th e model of these relationships is ma de up of kn oMedge ecological perspective，and fur— 

ther we demonstrate the proposition that overlapping knowledge is an adjustor of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learning ability．Lastly，th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are concluded． 

Key words：overlapping knowledge；knowledge transfer；learning capability；organizational ecolog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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