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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转移的知识产权风险和激励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大部分是理论上的研究，

主要关注的是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对于社会环境激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文章在总结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

知识转移中知识产权风险产生的原因和主要表现，并指出应构建新的知识转移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建立物质激励、精

神激励以及社会环境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建立知识转移激励的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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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discusse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 and motivation problems of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but most are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mainly concerned material 
motivation and spiritual motivation instead of social environmental motivation.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main represent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 in the 
course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points out that new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knowledge transfer should 
be builtand mainly includes: to build material motivation and spiritual motivation combining with social 
environmental motivation mechanism; to build the assessment system of social knowledge transfer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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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识转移风险及激励机制相关概

念的界定

国内外学者对知识转移 (knowledge transfer)
的涵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认识，较具代表性的

观点有：美国技术和创新管理学家 Teece(1977) 最

早提出知识转移的思想 , 认为企业通过技术的国际

转移 , 能积累起大量跨国界应用的知识 [1]。此后知

识转移逐渐成为知识管理的关注热点。美国沃顿

商学院教授 Szulanski 等人 (1996) 研究认为：“知识

转移是组织内或组织间跨边界的知识共享 , 即在一

定的情境中 , 知识从源单元到接受单元的传播或转

移过程”[2]。Alavi 和 Leidner（2001）研究指出，

知识转移是知识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移动过程 , 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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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传输和知识的吸收两个过程共同组成 [3]。

Sue Newell 等人（2002）认为，知识转移是对组织

中个人或群体创造的知识的再利用过程 [4]。国内

学者董晓英（2004）从扩展知识价值的角度认为，

“知识转移是把实践证明有效的知识或技能应用

到不同的环境中，以提高知识的产出和应用规模

的过程。[5]”马庆国等（2006）将知识转移定义为

知识从知识发送方传递到知识接收方的过程，知

识接收方通过知识传输途径，从知识发送方接收

知识，通过学习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并指导行

为 [6]。姜海（2007）将知识转移界定为知识在不同

层次的对象间流动的过程，它在知识的价值实现

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 [7]。

尽管上述知识转移的概念存在共同点，但其

中有些对知识转移的界定范围太宽，无法真正理

解其内涵，而且大部分是从企业的角度对知识转

移进行界定的，这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本文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将其界定为：知识转移

是指在社会网络环境中，为了缩小知识差距、促

进知识创新的需要而实现知识从发送方到接受方

的传递、吸收的双向交流过程。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知识转移存在着多种

风险，而建立知识转移的激励机制是激发社会成

员的积极性、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之一。知识转

移的激励机制从管理学角度而言，是指激发社会

成员的工作动机，即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去调动社

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努力完成社会组

织的任务，规避和防范风险，实现社会组织的目

标。知识转移的激励机制与普通激励机制最典型

的区别是前者运用多种方法，挖掘社会成员的内

心灵感、诀窍等隐性知识。

知识转移的激励机制是影响知识转移效果的

重要因素之一，对个体到群体、组织的知识转移

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在有适当的激励因素存在的

情况下，知识的转移和共享更为有效。目前主要

的作法是采用物质激励（也有研究者称之为外在

激励）和精神激励（也有研究者称之为内在激励）

的方式激发知识转移双方的热情，使其发挥主观

能动性，促使知识转移活动顺利进行。物质激励

和精神激励对于知识转移固然有一定的优势，但

也具有局限性。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否应该

建立知识转移的新的激励机制，以促进知识的有

效转移，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

2 主要研究述评
2.1 对知识转移风险的主要研究

国内外的学者对知识转移风险和激励问题

都进行了研究。显性知识转移的风险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识别，而隐性知识转移的风险则较难防

范。因此，研究者一般把研究重心放在隐性知识

转移风险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

风险的范围及战略管理 [8-9]、战略联盟中企业知

识资产的保护等 [10]。黄瑞华较早研究了联盟中

伙伴间的知识产权冲突成因及对策 [11]，在此基

础上研究指出，知识的外部性是造成知识产权风

险的主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认为知识较

难界定其产权因而存在外部性，导致知识产权所

有者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失 , 故会引发知识产权的

风险 [12]。最近的研究表明，知识外溢会引发知

识转移中的知识产权风险，认为可预知的知识外

溢和无意的知识外溢会引发知识产权的执行风险

和所有权风险，并受来自企业技术知识特性、合

作主体特性和联盟特性三大方面 16 个因素的影

响 [13]。除此之外，知识转移中的知识产权风险

还源于国内相对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14]。

主要表现形式可概括为知识产权流失、知识产权

权益分配不公、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

遭侵犯和知识资源被掠夺等知识产权风险 [12, 14]；

另外还提及知识破损引起的知识转移失败风险、

由人际关系引起的知识转移中断风险 [15]。黄瑞华

教授最近特别研究了隐性知识转移的风险，指出

隐性知识转移的风险具有隐秘性、无地域性、关

联性等特点，除常见的风险外还有道德风险 [16]。

此外，还提出了知识产权风险的防范措施，如事

前进行风险识别和控制；加强员工技术保护意

识，避免隐性知识外泄[14]；加强知识共享机制、

创新机制、合作伙伴间长期合作机制的建立；加

强企业对各类知识的管理等[16]。另有学者认为，

合作创新企业知识转移中存在知识转移主体能力

与协作风险、知识受损风险、知识转移后的知识

产权风险等 [17]，但未对风险规避措施作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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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知识转移中的激励问题的主要研究

国外学者较早（1991）从管理学和经济学的

角度对激励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些

研究成果；有研究认为，即使不考虑环境激励问

题，在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选择上也要达到平

衡 [18]。Szulanski（1996，2000）认为，组织激励

对个体知识转移的积极性与效果都会产生积极影

响 [2，19]。冯天学、 田金信（2005）指出，科学和

高效的激励体系是企业内知识转移效率的重要参

数，传统的激励方法自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很难

实现让成员自愿、主动参与知识的转移与共享。

因此，主张变革传统的激励模式，建立一种新的

激励模式 [20]。徐晋（2005）研究在考虑声誉的情

形下风险投资知识转移激励约束机制的内在机

理，建立多期博弈模型，研究表明：知识传递者

的声誉、知识产出系数的提高，有利于推动知识

转移；在管理者参与型的知识转移过程中，风险

企业家提供的额外奖励可以有效地促进员工之

间知识交流的积极性 [21]。魏江、王铜安（2006）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激励机制是影响知识

转移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个体到群体的知识

转移、个体到组织的知识转移效果具有显著影

响。研究证明，在有适当的激励因素存在的情况

下，知识的转移更为有效 [22]。丛海涛、唐元虎

（2007）认为，隐性知识转移与共享之所以非常困

难，不仅因为隐性知识难以编码的本质，而且因

为个体转移和共享隐性知识的激励不足，这一点

为基于知识管理理论的研究所忽略。在分析隐性

知识转移和共享过程中激励困境的基础上，通过

将激励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结合起来，提出突破

激励困境的两个原则 : 综合运用外在激励和内在

激励；权衡激励方案对代理成本和企业竞争优势

的影响；进一步讨论隐性知识转移、共享激励机

制设计的方法，提出隐性知识转移、共享激励机

制设计模型 [23]。雷宏振、李芸（2007）提出建立

组织激励目标、形成创新诱导机制来促进知识转

移 [24]。张晓燕、李元旭（2007）认为内在激励有

利于克服隐性知识转移的认知障碍和机会主义障

碍，从而促进隐性知识转移 [25]。吕列金 (2008) 认

为，受隐性知识特点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决策团

队需要给予知识股权、期权激励等相应的措施来

激励，以便促进企业决策团队的隐性知识转移[26]。

郑秀榆、张玲玲（2008）指出，组织知识转移与共

享过程中存在员工知识向组织知识转移以及员工

与员工之间知识共享的“囚徒困境”，应该针对

不同知识位势的员工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 [27]。谭

燕（2008）以高校教师的知识转移为例，认为激

励高校教师间隐性知识的转移，可以通过建立合

作型团队、建立基于知识共享的绩效评估系统等

措施实现 [28]。卢新元等人（2009）从博弈论的视

角建立组织内部隐性知识转移的博弈模型，并提

出具体的组织内隐性知识转移与共享的激励应用

策略 [29]。张玲玲等人（2009）认为，团队成员关注

自身能力的提高能有效地抑制“搭便车”行为的发

生，应从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角度出发设计团队员

工知识转移与共享的激励机制，根据员工在知识

转移与共享中的重要性分配剩余产出进行激励[30]。

刘元琴（2009）以图书馆为个案，研究了网络环境

下图书馆知识转移的激励机制问题 [31]。杨波、徐

升华（2010）的最新研究指出，为了克服机会主义

行为造成的利益损失，实现整个虚拟企业知识转

移所产生效益目标的最大化，应为虚拟企业知识

管理部门设计有效的激励契约，以此调动盟员企

业知识转移活动的积极性，提高知识转移效率[32]。

2.3 简要评述

从以上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从不同的

角度对知识转移的风险和激励问题进行了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主要不足之处在于，

研究风险时，基本上理论研究居多，而实践研究

较少；给出的风险防范措施比较模糊。研究激励

时，基本上没有跳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框

架，主要关注的是物质激励，对精神激励的涉及

不多；而对于社会环境激励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事实上，社会环境对隐性知识的转移具有重

大意义。

3 知识转移的知识产权风险
3.1 知识产权风险的产生成因

知识产权界定不完全导致的外部性是造成知

识转移中知识产权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知识的

外部性意味着这种知识被生产出来以后 , 其他人

可以不对其付费而在不同的程度上获取该项知识

东  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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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进而获得收益。由于对同一种知识往往使

用在相同或相关的领域 , 这时“搭便车”的知识使

用者有可能与原知识产权拥有者产生竞争性的市

场关系 , 使得原知识产权拥有者的经济利益受到

损失。因此 , 知识外部性的存在就有可能损害知

识产权拥有者的知识产权的垄断性 , 削弱知识产

权的排他性从而对产权拥有者的经济利益产生不

利影响。另外 , 这种由于外部性而引发的知识产

权所有者的收益的损失不是确定要发生的 , 因为

外部性的存在只能说明该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收益

比该知识产生的社会收益小 , 其他人可以通过该

知识获益 , 但是其他人通过该知识获益并不一定

要与原知识产权所有人产生竞争性的市场关系 ,
也并不一定会对原知识产权所有人的经济利益产

生损害。而且 , 这种损害的大小往往具有不确定

性。由此可见 , 知识的外部性会导致知识产权所

有者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失 , 且这种损失具有不确

定性。根据风险的定义 , 可以认为知识的外部性

会引发知识产权的风险。

3.2 知识产权风险的主要表现

知识产权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发送方的隐性知识泄漏引发知识资源被

掠夺、知识产权被侵犯风险。知识发送方通过网

络视频将操作过程演示给对方时 , 对方有意无意

地都会学习到知识发送方并未提供给双方共享的

隐性知识 , 造成知识发送方的核心知识泄漏，知

识资源被掠夺。（2）掌握隐性知识的重要社会员

工流失引发知识产权流失风险。掌握重要知识的

特定社会员工是这些隐性知识的载体 , 同样是社

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这些人员一旦流失到其他

企业 , 特别是与原企业在同一市场上竞争的对手

企业 , 就会将这些隐性知识带走，引发知识产权

流失风险。（3）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过程中

可能带来的知识产权风险。企业为了达到整体利

益的最大化，寻求合作创新，相应要求各成员间

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共享。共享知识和信息资源

将可能导致企业本身核心技术的泄露和知识产权

流失；在知识共享到一定程度时需要将企业的隐

性知识外在化 , 这往往包括企业内隐含的技术诀

窍和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决定了这种转

化容易造成知识产权的流失,而且还不易被察觉。

4 利用激励机制防范知识转移的风险

4.1 传统激励模式的激励困境

建立科学和高效的激励机制是防范知识产权

风险，提高知识转移效率的重要策略之一。缺乏

科学有效的激励或采用强制性措施可能会导致个

体在知识转移以及使用知识的过程中出现故意拖

延、被动应付、虚假接受、隐藏破坏或公然反抗

等行为，因此不可能出现高效率。知识转移具有

难度，特别是隐性知识的转移更加困难，主要原

因除了隐性知识难以编码的本质特征之外，知识

转移过程中的激励困境值得重视。传统的激励模

式一般采取物质激励或精神激励，或者物质激励

和精神激励二者相结合。这种激励模式自然有其

可取之处，但由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较难真正

实现让成员自愿、主动地参与知识的转移。如： 
较难消除知识转移过程中个体的自利倾向、对知

识转移过程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作用有限、

对隐性知识转化的促进作用有限等。

4.2 建立知识转移的激励机制

4.2.1 建立“物质激励 + 精神激励 + 社会环

境激励”的新激励机制

知识转移的激励机制是以知识的交流与转

移为中心而建立的相应的激励制度，通过物质激

励和精神激励的作用，在较为宽松、友好的社会

环境中，为知识的交流与转移以及知识的创新提

供有利的条件和机会，以便更好地推动知识转

移。激励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物质激励，而对精神

激励涉及不多。当物质激励达到一定程度后，其

作用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精神激励来源于工作

本身，是由工作的内容和结果带来的一种精神上

的满足感、自豪感，具有非物质的特征；在知识

转移过程中，精神激励有利于从成员内心激发他

对于组织的承诺，从而使得成员能够自觉地从个

人的兴趣、内在的报酬、道德约束等角度转移知

识；精神激励还通过创造一种组织学习的“潜规

则”使得知识转移过程得到控制和协调，从而有

利于更好地发挥知识管理机制的作用。在知识转

移过程中应该综合运用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而

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物质激励方式。

传统的激励模式一般为物质激励与精神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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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相结合，但是与环境激励相比其激励作用是外

在的，无法充分调动成员内在的积极性。另外，

知识的特性也决定了传统的激励模式对知识转移

激励作用的局限性。因此，笔者认为，除了综合

运用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外，还要考虑社会环境

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兼顾社会环境激励。所谓社

会环境激励，是指营造一种使人类以他人为中心

的天性得以充分表达的社会环境，来激发出个体

成员自愿合作、奉献、信任与忠诚行为的激励方

式；目的是使社会环境中的知识转移活动得以充

分实现。理想的知识转移激励机制应该是物质激

励、精神激励、社会环境激励三者相结合的模

式。在此新激励模式中，传统激励模式与社会

环境激励可以相互弥补不足，取长补短，相得

益彰。社会环境激励由于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突出了成员间的平等地位，弱化了成员间关

系中的过度竞争成分，从而更能增强互信，促成

成员间自愿合作，激发奉献行为。同时由于各成

员的利益与团体利益联系紧密而使成员间的一体

感、团体意识、全局观念得到加强，使成员队伍

更加稳定，更有利于实现社会知识的有效转移。

因此，社会环境激励是对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等

传统激励模式的一种有益补充。根据知识特别是

隐性知识的特性 , 从理论上来说，最适宜知识转

移的社会环境应该是信任、平等、合作与奉献的

环境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中 , 以他人为中心的天

性就会展现出来并转化为组织内的一系列利他行

为。合作、相互依赖而非单向依赖、奉献精神而

非被迫顺从、信任、满足感等占据统治地位。这

种以他人为中心的天性得以充分表达的社会环境

能真正地激发出社会成员自愿合作的意识和行

为，非常有利于社会知识的转移与共享，也有利

于防范知识转移中的风险，这正是运用社会环境

激励时对社会环境要求的理想状态。

4.2.2 建立知识转移激励的考核机制

为了鼓励成员对知识转移有足够的积极性，

主动地开发知识资源，并实现社会知识资源共

享，应将转移和共享知识视为一种慷慨的举动而

获得一定的物质和精神补偿。鼓励知识拥有者将

知识无私奉献出来，这对知识的转移是十分必要

的。人们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知识进行转移，是

因为可以获得某种正面反馈，这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因此，一方面要建立规

范知识转移的制度，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必要的反

馈机制，使得知识拥有者在向其他人转移知识时

也可以获得正面反馈。应该建立“按知识贡献分

配”的激励制度，用物质利益来驱动；精神激励

能满足成员的成就欲和尊重欲，对推动隐性知识

的交流与转移十分重要；社会环境激励则为知识

转移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氛围。

除此之外，还应对知识创造、转移情况、

学习能力尽可能量化，作为考核其绩效的指标之

一。知识转移激励考核制度的主要策略：一是将

成员的知识成果与收益结合起来，增加其个人收

入或福利，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二是可以用成

员的名字命名其做出较大贡献的知识成果，以进

行精神鼓励。国外就有将员工转移的知识以员工

的名字命名后写入公司知识库的作法，起到了较

好的精神激励作用；三是根据转移知识的业绩给

予职位、级别上的提升；四是定期对员工的知识

转移贡献进行评价，作为个人绩效考核的一部

分，适时对先进分子进行表彰、宣传，弘扬精

神，给予荣誉，增强其荣誉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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