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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企业知识创新发酵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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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虚拟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在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虚拟

企业中知识创新能力是虚拟企业组织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所在。因此，研究虚拟企业中知识创新机制对于提高虚拟企业

的竞争力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借助仿生学的相关理论，在基于知识的原生

性、遗传变异性、群合性、媒合性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知识创新的知识发酵模型；然后，对虚拟企业中基于知识发酵模型的知

识创新过程从个人、成员企业、虚拟企业3个维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后续尚需研究的方向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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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virtual enterprise is being the new direction of modem enterprise de-

velopment as a form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Moreover，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virtual enterprise

is becoming the core of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Therefore，the study on mechanism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in virtual enterprise has the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virtual enterprise and enhancing the sustainable economy development．Firstly，the paper raises a Knowledge

Fermenting Model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of property of knowledge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lated biotic theory．

Secondly，based o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Fermenting Model，the paper analyses the detailed process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in virtual enterpris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ality which is composed of personal，member

enterprise and virtual enterprise．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direction and contents of this r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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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虚拟企业是指一些相互独立的企业为快速把

握变化的市场机遇，以现代通讯、网络技术为基

础，将不同企业拥有的知识优势联合在一起，组成

的联合开发、成本分担、知识共享、互惠互利的企

业联盟体I¨。它与传统企业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

于它是跨企业的管理，是由分散在各地的成员企

业组成的虚拟团队，在分散式的作业环境下，采用

协同管理等方式来完成某项任务121。虚拟企业中

的知识创新是指在虚拟企业内参与者原有知识的

基础上，由某种动议或创意引导，通过虚拟企业中

成员大量的思维活动，伴随着个体之间、成员企业

之间的相互知识交流，反复激发、评价、修正，逐渐

形成新的知识，达到新的知识状态‘3,41。目前，虚拟

企业中知识创新的有关理论主要集中在隐性知识

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基于愿景的知识创新和

实践团队研究3个方面"71。虽然这3个方面从不

同角度提出了知识创新的理论，但这些理论还存

在着很大的不足。例如，现有文献在阐释知识转化

的SECI过程(社会化、外化、组合化和内化的知识

创新过程)中，作者并没有说明每一子过程内部的

具体情况。内部构成要素是什么，知识在其内部是

如何转换的，其间存在哪些过程，这些问题我们都

无从所知。基于愿景的知识创新理论并没有深入

到组织创新的内部过程，因此，我们无法了解其知

识创新的内部机制。而实践团队的思想虽然可以

进行知识的分享和创新，但实践团队不是由组织

制度保障的，其内部的运行机制与影响因素也不

甚清楚。有鉴于此，本文借助仿生学的有关理论，

将生物发酵增长的现象和规律移植于知识创新，

建立知识发酵模型来揭示虚拟企业中知识创新的

机理。

2 知识发酵理论的提出

组织知识转化的对象是知识，而知识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概念，学者们对知识性质的研究著述

十分丰富。本文认为，知识除了有其他许多重要

性质之外，还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也就是说，知

·--——46---——

识就像世界上其他各种生物一样，代代相传、生

生不息，最终使得知识具备了生物繁衍传承的许

多特征。知识的特性概括起来主要有5点：

(1)原生性。知识不是凭空产生的，新的知识

必然是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于任

何新知识，总能发现这些知识起因的线索。因此，

知识的发展体现出延续性的特征。

(2)遗传变异性。知识的发展也是一个包含

着激烈的争论和痛苦的思辨过程，在该过程中，

知识就像自然界的生物一样，不断地遗传、变异

而获得持续发展。

(3)群合性。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

了群体合作的特点，而知识亦是群体合作发展的

结果。不同学科知识的交融是现代知识发展的基

础和主要形式。人与知识的群体聚合已经成为知

识发展、转化的必要条件(转化需要群合)。同时，

不同知识的对接就像基因对接创造新生物一样，

潜藏着无尽的知识转化与知识创新的机会。

(4)媒(酶)合性。由于存在上述“群合”的重

要性质，演化出一个重要的知识转化与增长机理

——媒合机理。就像在生化反应中，没有生物酶

的参与生化反应基本上是不能发生的一样，知识

的转化与增长也离不开一些中介性知识——知

识酶的参与。然而，与纯粹的生物发酵不同的是，

知识发酵的结果虽然导致产生了新知识，但并不

消耗原有的知识。只是在知识酶发生作用以后，

其消耗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是一种实实在在

的消耗。

(5)环境依赖性。生物的繁衍离不开特定环

境，如空气、土壤等，离开特定的环境，生物将不

能生存。同样，知识的发展也需要适宜的环境，如

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

因此，基于知识的原生性、遗传变异性、群合

性、媒(酶)合性、环境依赖性的假设，笔者提出相

应的知识发酵模型(图1)，借此模型打开知识创

新核心环节这一“黑匣子”。

知识发酵模型的要素包括知识菌株、知识母

体、知识酶、知识和信息工具、环境、知识发酵吧

和新知识。知识菌株指引起组织学习的思想，提

供了知识发酵的方向；“知识母体”是一个过程性

概念，专指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已经掌握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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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知识创新的知识发酵模型

学习过程的知识集合；知识酶是指促进知识创新

的各种组织化因素，其对知识的融合、演化等起

催化作用；环境指丰富多彩的客观现象和事物，

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智力资源，人们面

临的各种矛盾以及检验知识的实践标准；知识和

信息工具(IT及通信技术等)指帮助人们获得初

始知识和知识母体中各种知识的工具；知识发酵

吧是把各种要素集合起来进行知识发酵的组织

机制，提供一个知识“群合”的场所；各发酵要素

在知识发酵吧内持续发酵后(本文称之为“知识

发酵”)，就会产生新的知识、新的工作方法、新的

方案等，这种增长的新知识都是知识创新和增长

的表现。

在知识发酵模型中，所有的构成要素都是在

“知识发酵吧”中进行发酵的。不同的过程需要不

同的发酵吧，这些发酵吧中的要素表现各不相

同，而这些不同的发酵吧相互作用，组成一个更

大的知识发酵吧f8-10】。各要素在知识发酵吧内获

得良性发酵后，新知识不断产生，此时组织的知

识创新得以持续进行。因此，“知识发酵吧”的建

设是组织知识创新的核心部分。

3 虚拟企业中的知识创新过程

依据知识发酵理论，虚拟企业作为一种虚拟

化的组织，其知识创新过程即虚拟企业中的知识

发酵过程。在虚拟企业中，根据知识的“所有权”

不同，可将知识划分为个人知识、成员企业组织

的知识和虚拟企业组织的知识3种类型，相应

地，虚拟企业中的知识创新亦由这3种类型的知

识创新组成⋯1。因此，通过探索个人、成员企业、

虚拟企业3个维度的知识发酵，来进一步揭示虚

拟企业中知识创新的核心过程(图2)。

图2 虚拟企业中知识创新的知识发酵模型

在图2所示的虚拟企业中知识创新的知识发

酵模型中，所有知识发酵的过程均是在“吧”内进

行的，在这里我们将其作为虚拟企业知识创新的

SECI过程的基础，是虚拟企业的知识作为一种资

源在其中得以开发的框架【12—41。知识创新SECI知

识转化过程在以下4个“吧”内完成【15—7 J：(1)“模

仿性发酵吧”，知识从隐性到隐性的转化，知识创

新的过程由此开始；(2)“规范化发酵吧”，知识从

隐性到显性的转化；(3)“系统化发酵吧”，知识从

显性到显性的转化；(4)“演练型发酵吧”，知识从

显性到隐性的转化。下面阐述本模型中3个维度

“吧”的具体知识发酵过程。

3．1 个人维度“吧”的知识发酵

(1)模仿性发酵吧：主要表现为个人之间通

过面对面的交流等分享知识菌株的创意。由于每

个人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在交流中可以使这些

知识互相融合，从而使个人在自身的知识领域产

生共鸣，加速知识菌株的扩散(表1)。

(2)规范化发酵吧：为了查找和解决问题，个

人自发地学习外部相关知识，然后再与自己已有

知识进行融合的发酵过程。

(3)系统化发酵吧：个人通过融合自身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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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基于个人维度的知识发酵吧要素构成

要索 模仿性发酵吧 规范化发酵吧 系统化发酵吧 演练型发酵吧

知识菌株 个人创意、目的等 隐性知识的识别、 需要解决的『廿J题、创意等 新知识、新的需求等

编码和整理

知识母体 外部知识、已掌握知识等 个人的知识背景、 个人的知识、规范化知识等 个人的沟通、合作愿翅等

外部知识、已掌握知识等

知识酶 语言表达能力、分析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

媒介性知识等 各种思维能力等 逻辑推理能力等 语寿表达能力等

环境 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 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 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 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

知识和 面对丽的交流、 网络、共同体验、 网络、规范化知识学习等 各种评价手段与工具、

信息工具 网络视频会议等 面对I自i的交流、电话等 网络等

新知识 问题的答案、 规范化知识 系统化的新知识等 新知识的应用、

知识菌株的扩散等 新的模糊概念的产生等

识，并对这些知识进行比较、综合、推理、演绎等，

找出问题所在，确定最终解决方案的过程。

(4)演练型发酵吧：系统化发酵吧产生的新

知识通过知识酶的协调，成为个人内化了的隐性

知识。个人可以对解决的问题进行自我评估，在

评估过程中会发现新问题，为了解决这砦新问

题，又会进行新一轮个人的知识发酵过程。

3．2 成员企业维度“吧”的知识发酵

(1)模仿性发酵吧：成员企业作为实体食业，

其内部的员工通过内网Intranet、视频会议等方式

相互交流，分享知识菌株的创意。由于各个员工

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在交流中可以使这些知识

互相融合。随着对知识菌株共同的感觉、感知，提

升了知识菌株在成员企业内的扩散速度(表2)。

上海通用汽车的员工通过内部视频、BI．OG系统

来提高知识交流的效率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2)规范化发酵吧：一方面，成员企业内部的

员工在工作中通过共同体验，根据他们不同的知

识背景相互学习；另一方面，为了杏找和解决问

题，成员企业也会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学习外部相

关知识，然后再通过共同体验和交流，使吸纳的

知识在成员企业内部扩散。例如，成员企业在推

行ISO 9000标准之初，需要建立一个包括咨询专

家、企业各部门人员组成的一个“贯标吧”，通过

融汇成员企业组织内外的知识资源，将深藏于组

织和个人中的隐性知识显性化，形成规范化、文

—08一

件化的知识。

(3)系统化发酵吧：成员企业通过融合自身

内外部的知识，并对这些知识进行比较、综合、推

理等，最终找出问题所在，并从可能解决问题的

方案中选择出被系统化的最终解决方案。比如，

成员企业通过项目小组会议的形式，进行各种显

性知识(文件资料的内容、多媒体演示)的交互和

共享，在经过内部成员之间大量的知识碰撞、融

合后，形成更新的系统化知识(新解决方案等显

性知识)。

(4)演练型发酵吧：通过被系统化的最终解

决方案的实施，成员企业对知识发酵的产物进行

利用。系统化发酵吧产生的新知识通过知识酶的

协调，在成员企业内进一步扩散，成为成员企业

内部员工自觉的行动和内化了的隐性知识。成员

企业可以对解决的问题进行评估，跟踪验证解决

问题的效果。在跟踪验证过程中会发现新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成员企业又会进行新一轮

的知识发酵过程(表2)。

3．3 虚拟企业维度“吧”的知识发酵

(1)模仿性发酵吧：当有知识菌株出现，发起

企业产生将这些隐性知识形式的知识菌株社会

化的意识。如，美特斯邦威在确定了“借助外部力

量、创新求发展”的思路后，率先在我国的服装业

走虚拟化经营的路子。另外，政治、经济、技术、社

会文化等因素也都足影响虚拟企业隐性知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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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于成员企业维度的知识发酵吧要素构成

要素 模仿性发酵吧 规范化发酵吧 系统化发酵吧 演练型发酵吧

知识菌株 成员企业的战略、生产经营 成员食业的知识 成员企业组织中需 新知识、新解决方案

过程中的问题等 引起编码化的原冈 解决的问题等 的应用要求等

知识母体 成员企业内部员丁的知识 成员企业内部员工的知识背景， 成员食业内部员一I：的知识、 成员企业内部员工合作

背景，合作、沟通愿望。 外部知识，合作、沟通愿望等 规范化知识、合作愿望等 愿望、方案实施人员的

相关的文件、资料等 知识背景等

知识酶 领导、激励措施、 领导、协调激励机制作用、 领导、协调机制与作用等 领导、协调机制，

协调作用等 中介等 评价体系协调等

环境 成员企业的文化、 成员食业的文化、 成员企业文化、 成员企业文化、外部竞争

外部张力等 外部竞争，社会文化等 外部竞争、社会文化等 社会文化等

知识和 相互交流、视频会议等 网络、共同体验、交流、 网络、规范化知识学习、 各种评价手段与工具、

信息J：具 相丐=学习、知识地图等 DSS等 网络等

新知识 知识菌株(隐性知识) 规范化知识 系统化的更新知识、 问题的解决、

的扩散 新解决方案等 新模糊概念的产生等

表3 基于虚拟企业维度的知识发酵吧要素构成

要素 模仿性发酵吧 规范化发酵吧 系统化发酵吧 演练倒发酵吧

知识菌株 虚拟企业发展总战略、 虚拟企业中隐性知识的 需要解决的问题等 虚拟企业的新知识、

方向、目标等 识别、编码等 新应用要求等

知识母体 虚拟企业中的盟主企业、 虚拟食业中各成员食业的 虚拟企业中成员企业的规范 虚拟企、lk的知识背景、

成员企业等 知识背景、合作愿望等 化知识、合作愿望等 合作、沟通愿争等

知识酶 虚拟企业中虚拟公共 成员企业之问的协调机制、 虚拟食业内部的激励机制等 虚拟企业的评价体系的

服务机构等 合约、规则等 协调作用等

环境 政治、经济、技术、 政治、经济、技术、 政治、经济、技术、外部竞争、 政治、经济、技术、

外部竞争、社会文化等 外部竞争、社会文化等 社会文化等 外部竞争、社会文化等

知识和 Intranet、Extranet、 知识地图、网络等 知识库、规范化知识学习、 各种评价于段与I：具、

信息工具 Internet、视频会议等 决策支持系统等 网络等

新知识 知识菌株(隐性知识) 规范化知识 系统化的更新知识、 虚拟企业新知识应用、问题

的扩散 新解决方案等 解决、新模糊概念的产生等

会化的重要变量(表3)。

(2)规范化发酵吧：在虚拟企业内隐性知识

显性化的过程中，社会化的隐性知识也需要与知

识菌株、知识酶和知识环境有效结合，虚拟企业

围绕“显性化”这一知识菌株，运用知识技术和相

关基础设施，在知识酶的协同作用下，通过对隐

性知识的识别、挖掘、编码和整理，使隐性知识显

性化，从而得到学习和传播成本较低的虚拟企业

规范化知识。例如，浙江移动为了推进移动信息

化工程(知识菌株)，在与各软件开发商、系统集

成商等组成相应的虚拟企业后，运用自身基础设

施、技术平台优势，与各成员进行广泛的沟通，从

而很快达成了协助与合作等方面的共识(规范化

的显性知识)。

(3)系统化发酵吧：系统化发酵吧与规范化发

酵吧形成条件相似，规范化知识在知识酶和环境的

协同作用下，通过与虚拟食业已有的其他相关知识

母体的对比、综合、推理和演绎等活动，形成对具体

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系统化的硅性知识。系

统化发酵吧内进行的知识发酵能使虚拟企业内的

知识快速进行扩散，是虚拟企业中各成员企业之间

知识转移与共享的最高效、最便捷的途径。

(4)演练型发酵吧：虚拟企业中知识的转移、

共享、转换、创新足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隐性知

识与显性知识通过4个阶段的发酵吧不断转化、

提高，形成螺旋式的学习转化循环(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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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3个维度的知识发酵并不是孤立

进行的，其中，虚拟企业的知识发酵包含有成员

企业的知识发酵，成员企业的知识发酵亦包含个

人的知识发酵，这3个维度的知识发酵相互嵌

套，相互影响。与此同时，知识发酵也并不是在具

备了所有的发酵要素以后才开始的，在知识菌株

的形成过程中，在知识母体的积累过程中，在知

识酶的成长过程中，都存在着知识发酵。所以虚

拟企业中的知识发酵过程是一个大发酵中包含

小发酵，大发酵产生依赖于小发酵的周而复始的

迭代循环过程，这种迭代循环过程完整地揭示了

虚拟企业中知识发酵的全部过程。

可以看出，虚拟企业的知识创新除包含实体

企业的知识创新特征外(如成员企业维度“吧”的

知识发酵)，还包括参与的成员企业之间的知识

创新(如虚拟企业维度“吧”的知识发酵)。虽然每

个维度的发酵要素类型是相同的，但其发酵要素

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在知识菌株、知识母体、知

识酶等发酵要素得到充分培育后，知识发酵就可

以在这3个维度持续进行，最终使得虚拟企业产

生强大的知识创新能力。

4 结 语

借助仿生学的有关理论，用知识发酵模型解

释了虚拟氽业中知识创新的核心机理，弥补了现

有的有关知识创新理论的不足，为虚拟企业的知

识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操作框架和思路。然

而，本文关于虚拟企业中知识发酵3个维度之间

的相互作用机理，知识发酵循环迭代过程中各要

素的详细发酵情况、具体实施过程等方面，尚有

必要作进一步的完善和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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