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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关系为视角研究社会知识转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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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关系角度研究知识转移的障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总结社会知识转移

的 4 大障碍，分别为社会心理障碍、组织结构障碍、社会环境障碍与深层交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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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s on the obstacles of knowledge transfer have some theory values and practical mean-
ings from social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four obstacles of social knowledge transfer, 
which are social psychological obstacle,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bstacl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bstacle and 
the deep inter-exchange obst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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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以社会关系为视角研究知识转移的文献并不

多。早期的文献大多关注二元层次的关系对知识

转移的影响或促进，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是两方

联系强度与知识转移的关系。

1.1  国外的主要研究

Granovetter 最 先 提 出 强 联 系 和 弱 联 系 的 概

念，并强调弱联系在知识转移中的作用。他认为

“强联系网络由于同质性较强，可能难于提供有

效信息；而弱联系——那些疏远不经常的相互作

用——更有可能是创新信息的源泉，它发挥着提

供非重复信息的桥梁作用；疏远和不经常的联系

能够获得新颖、有价值的信息” [1]。Sulanski 也强

调了成功的知识转移必须依赖于知识转出点与知

识接受点之间的关系 [2]。此外有学者强调非正式

的社会关系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作用 [3-4]。Argote L

的研究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知识转移的因

素就是知识源与接受者的关系的重要性。个体关

系和组织关系均会对知识转移产生一定的影响 [5]。

Daniel Levin 认为，联系的强弱并非促进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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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原因，强联系之所以能使知识转移得更容

易，就是因为这种联系中更容易建立信任 [6]。

1.2  国内的主要研究

自 2004 年以来，国内一些学者从系统的社

会关系集合——社会网络角度对知识转移进行了

研究。部分学者研究了社会联系与知识转移的关

系，如田慧敏等人研究了弱联系在促进隐性知

识转移上的作用，以及 5 个影响因素，即交流频

率、交流集中度、关键人物、网络动态性以及传

递效率和效果 [7]。邝宁华等人认为，强联系部门

拥有相对较强的知识表达能力、吸收理解能力，

从而能有效克服跨部门复杂知识转移的困难 [8]。

有学者研究信任与知识转移及其模型，如高祥宇

等人认为信任可以通过 3 个方面促进两个层次的

知识转移：知识转移双方加深沟通，提供方划清

自己的知识领域和促进双方积极的归因 [9]。学者

马费成、王晓光首次提出知识转移的两种模型：

信息网络模型和社会网络模型。他们认为信息网

络模型适合显性知识的转移，社会网络模型则适

合隐性知识的转移 [10]。

研究认为，知识转移从社会网络角度分析，

其过程必然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 [11]。还有学者

研究了知识转移与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的联系，

如周密等人认为，社会关系并非直接影响了知识

转移活动；社会关系通过赋予成员更多的接触新

知识的机会，提高成员转移知识的意愿，改变了

成员学习的方法而影响知识转移 [12]。陶洋、海龙

认为，网络结构的构成决定了网络成员之间的联

系形式，基于信任与互惠的社会关系更有可能促

进明确的知识转移 [13]。杨玉兵、胡汉辉分析了社

会网络情景对知识转移活动的影响，认为强联系

能使对方愿意花时间和精力进行知识转移活动；

为加强隐性知识的转移，应在知识源和接受者间

培养强联系 [14]。黄少宽、黄晓斌研究了网络虚

拟社区通过加强人际关系而促进知识的转移和共

享 [15]。在研究过程中，有学者将知识转移的障碍

与影响因素放在一起讨论。张小林、高恩认为隐

性知识转移的障碍可分为社会心理障碍、能力障

碍和环境障碍 3 种 [16]。贾晓霞、周溪召指出，合

作创新企业间知识转移存在知识特性障碍、组织

结构障碍、企业文化障碍和深层交流障碍 [17]。胡

厚宝、彭灿认为知识联盟中的知识转移主要有文

化差异与组织差异以及学习吸收能力、网络能力

障碍等障碍因素 [18]。不过，这里是将知识转移的

障碍与影响因素等同看待。薛丽莉则以社会资本

为视角，研究了组织内部知识转移的主要障碍[19]。

1.3  综合述评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

侧面对知识转移的障碍进行了相关研究，这对于

知识转移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具有一定的

价值和意义。但又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1）从研究方法来看，对于知识转移障碍的实证

研究和定量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大多从理论层面

展开；（2）从研究内容来看，存在重复研究的现

象，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3）从研究

重心来看，对于社会关系中的知识转移障碍的研

究力度不够；而事实上，从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

网络角度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在当前显得重要而

迫切；（4）从研究关键词来看，有些研究者将知识

转移的“障碍”与“影响因素”相提并论。而事实

上，虽然其内容存在相交叉的部分，但其外延和

内涵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2  社会知识转移的主要障碍

2.1  社会心理障碍

社会心理障碍主要是指社会成员间的不信

任、知识发送方缺乏转移意愿和知识接受方缺乏

学习意图等。

社会成员间的不信任通常导致保护性行为的

发生，保护性行为会危及团队成员间隐性知识的

转移和获取。作为对合作关系的成功具有重要影

响的因素，成员间的信任一直被强调，缺乏信任

往往会导致合作和交流的破裂，从而阻碍隐性知

识的转移。社会网络所具有的虚拟性使得社会成

员间的信任基础更弱。当知识源对知识接受方的

信誉、能力存在怀疑，认为对方没有能力很好地

运用所转移的知识，不能保证知识不被泄漏，或

者知识接受方对知识源所提供知识的可行性、完

整性存在怀疑时，就会减缓知识转移的速度，减

少知识转移量，甚至中止知识的转移。

知识拥有者由于害怕转移了知识而失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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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独特价值，往往有将知识视为个人私产的心

理，不愿转移或分享这种知识。特别是个人或群

体从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已经成为个

人或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让他们转移或共享

这类知识，可能会有抵触情绪。从组织层面来

说，组织知识存在于组织中的个人、群体和整个

组织中，而且组织知识大部分是处于缄默状态的

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拥有者具有的垄断和独占心

理是知识源缺乏知识转移意愿的主要原因。隐性

知识拥有者害怕因知识的转移造成原有知识垄断

所带来的优越感和某些特殊利益的丧失，从而产

生了垄断和独占心理，导致了隐性知识难以转移

和共享。另外，如果存在“知识交易”的不公平现

象，那么掌握隐性知识的成员则更趋于保护自己

的知识产权，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心理，这

会使知识主体更不愿意转移自己的隐性知识。

缺乏学习的意图是实现与其他成员合作学习

可能性的重要认识障碍，从而阻碍成员间知识的

转移。在知识从群体中的个体成员转移到愿意吸

纳外部知识的其他成员时，知识转移的成功与否

还取决于知识被保持程度的高低。如果团队认为

学习不重要的话，那么即使知识被保持，也不可

能被培育和进一步被开发，因为促使人们进行思

考和讨论以及学习群体出现所必需的松弛可能会

因要求效率而被舍弃。一系列的转移活动、机制

或流程构成了知识转移发生的基础，同样是这些

活动、机制或流程形成了团队对所吸收知识的保

持能力和培育能力。因而，如果群体缺乏学习意

图，那么隐性知识的转移和共享是很难实现的。

2.2  组织结构障碍

在社会知识转移过程中， 很多知识来源于个人

或组织外部，这就要求人们有效识别对自己有价

值的外部知识，消化吸收并通过与现有知识的整

合而实现应用，而组织结构可以极大地影响这一

过程。刚性的组织结构在知识转移中的作用是有

限的，如职能型组织擅长在学科范围内转移专门

性知识，但在转移跨职能知识方面存在效率差的

问题。一般认为，非正式组织对转移和共享隐性

知识的作用比较明显。对组织结构的研究表明，

集中的、机械的机构倾向于加强过去的行为，而

有机的、权力分散的机构则倾向于允许行为和信

念的快速变化 [20]。集权的等级结构由于其不能对

环境的快速变化做出反应，会直接影响知识的跨

组织流动与共享，造成组织学习和创新的障碍；

而有机的机构因其能赋予与外界沟通的组织边

界，有利于快速学习和消化吸收外部知识。在我

国，还存在着传统的、金字塔式的集权组织体制， 

组织层次过多，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使组织内

部的沟通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阻碍了员工面对

面的互动式交流，缺乏各种合适的场所和环境，

给知识转移尤其是隐性知识的转移设置了障碍。

组织结构的障碍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是组织

内部激烈的竞争机制，这使得知识的转移变得困

难。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群体之间的交流比较

难，但却是十分重要的环节。群体为了自身团体

的利益，有意识地封锁暂时属于本团体的知识，

把知识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不愿与其他群体

共享，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来自外部的威胁，增加

他们的不可或缺性。可以看出，组织内部竞争机

制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定范围内的知

识转移和共享。因此，应削减组织层级，建立扁

平化组织，以降低知识流动的损耗，提高知识转

移的效率。

2.3  社会环境障碍

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转移需要社会成员之

间经常的交往与接触，并在一种自愿自觉、轻松

自由、相互信任的环境中才能发生并持续下去，

不适宜的社会环境将成为知识转移的障碍。

社会环境是指对知识转移产生影响的社会

及物理因素，可分为作业环境和一般环境。作业

环境涉及那些直接对合作组织竞争情形产生影响

的因素，包括技术、竞争者、用户及政策制定者

等；一般环境是指那些间接影响人际交流与合作

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方面。

外部环境的波动是知识转移和社会发展过程所面

对的不确定因素的基本来源，波动是指一些关键

环境变量对知识转移双方之外的环境因素的影

响。环境波动会对合作规则、知识转移条件、人

际关系等产生较大影响，严重的环境波动甚至会

导致社会关系的破裂。

知识转移的社会环境具体可从 3 个方面来

理解：激励性、学习氛围和知识网络。第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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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知识会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们

的利益相挂钩，使得他们会趋向于“保护”此类

知识，当这些知识主体所受的激励不够时，他们

就会不愿意共享这些知识。缺乏激励主要表现为

出于对所有权、特权地位、优势地位等的考虑，

知识源往往不愿将自己的知识与其他成员分享，

或者后悔共享后没有得到适当的回报，或者不愿

花费时间提供资源以支持知识的转移。因而，只

有当知识主体得到或预期到比当前更多的利益

时，他们才可能积极地去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

第二，学习氛围对隐性知识转移的速度和密度具

有重要的影响。许多学者都强调学习型文化的重

要性，因为学习型文化能够从整体上提高群体的

学习能力，特别是能够促进知识的转移。缺乏良

好学习氛围的团队将不能很好地实现知识转移的

有效发生。第三，组织内的知识网络是成员间信

息交流的平台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包括知识

库、知识管理系统、网络工具和网络软件、人际

关系网络等。这些工具的开发、应用都各有特色

和不足，需要一个日渐完善的过程，而且这些工

具将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

2.4  深层交流障碍

知识转移往往通过双方的交流而更加容易

实现。随着交往的深入，双方由表面的、简单

的、显性知识的交流，逐渐发展为深层次的、内

隐的、经验性的隐性知识的交流。交流的次数越

多，交流得越深入，就越能挖掘出其中的隐性知

识，然后通过自己的学习内化成隐性知识，使其

进一步显性化。如此交流反复，源源不断地创造

出新知识。 

具有影响力的交流是合作生命力的主要体

现，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深层的交流主要体现在

双方的交流质量和冲突解决技巧两方面。首先，

合作中的信息交流质量是成功获取知识的潜在的

主要因素，及时、准确地进行相关信息的交流是

合作目标实现的基础。具有再生能力的知识往往

体现在组织的标准、运作规范和常规之中，如果

常以过去被确认的思维模式面对知识创新的过

程，则不利于分工合作的紧密性和信息交流质量

的提高，阻碍创新思想的发展和应用。其次，知

识转移双方之间可能的冲突直接影响知识的转

移。如果双方彼此合作经验不足、存在认识上的

差距、沟通程度不够、知识转移通道不够丰富与

适当等都将阻碍知识转移的效率和效果。对于隐

性知识而言，双方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想、

“搭便车”观念对隐性知识的转移造成较大的障

碍 [21]。知识交换上的机会主义阻碍了参与者转移

知识，知识也就不会存在于那些发现知识最有价

值的人手里。相反，利己主义使得参与者储存自

己的知识将其融入可出售的产品中，这种行为导

致一种萃取知识价值的机制，障碍知识的转移。

另外，机会主义思想使得个体还具有积聚知识的

动机。个体不仅有储藏知识的动机，而且有促进

知识发展的动机。生产以及管理过程本身产生的

新的知识对于大量不同的应用是有利的，参与者

们更乐于看到寻求的知识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们

自己的知识，因为这样的措施有利于他们个人获

得更多的价值。如果一个组织更多地依赖于某个

参与者所拥有的知识，那么该参与者在获取更大

的价值时就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此，参与者

有这样的动机，即从战略上影响解决问题的过程

模式，以增加他们的专业知识或者辅助知识的分

量，而这同时又阻碍了知识的转移和共享。

3  结  语

笔者在分析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社会关系视角对知识转移的障碍问题进行了探

讨，并归纳出 4 种主要障碍，即社会心理障碍、

组织结构障碍、社会环境障碍和深层交流障碍。

知识转移是知识管理的环节之一，知识创新则是

更有现实意义的环节。如何克服知识转移的障

碍、促进社会知识的创新则是更具研究意义的课

题。这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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