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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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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视知识共享是组织发展在现代竞争环境中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强化组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文

章从知识链的角度出发，对比组织内部与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特点，通过知识链组织之间知识共享的过程来分析知识

共享的影响因素，进而从知识主体、组织文化、信任机制方面提出了知识共享的策略。通过知识共享，知识从个别组

织逐渐扩散到其他组织进而到整个知识链，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使得属于个别组织的专有知识上升为具有完整

的共性、为整个知识链所适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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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haring Between Organizations in Knowledg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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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ying attention to knowledge sharing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but also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rengthen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organization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knowledge chain,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knowledge-
sharing feature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organizations, an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sharing between 
organizations of the knowledge chain, we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knowledge-sharing and recommend strategies 
to share. Knowledge from the individual organizations gradually spreads to other organizations throughout 
knowledge shar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gains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during the process, which makes 
individual organizations become full common knowledge applying in the entire knowledg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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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组织的竞争力源泉。

虽然部分知识可以通过市场中介购买来实现，但是

购买到的知识大多数是显性知识，对提高组织的核

心竞争力不起关键作用，起关键作用的大多是隐性

知识。因此，只有通过组织之间的合作来获得、共

享隐性知识。这种合作过程其实就是知识共享过

程。合作组织可以通过近距离的接触、演示、观

察、感受，在交流中加深感悟， 从而推动各方对显

性知识、隐性知识的迅速吸收、转化，形成组织自

身的知识。知识链是指以拥有不同知识资源的组织

为主体，以实现知识流动、共享和知识创造为目

的，通过知识在不同组织之间流动而形成的链式结

构 [1]。参与知识链的成员在知识需求的动力下，基

于“共赢”的理念，通过成员之间的知识流动获取

外部资源，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核心能力，赢得市场

竞争力。但是，知识链中的组织，一方面为了保护

自身利益， 保持竞争力，形成对知识的保护屏障；

另一方面又必须与其他组织进行资源交换来获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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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知识。这就使得组织面临着两难问题，即

知识共享。因此，各组织在组建知识链的同时致力

于知识共享机制的建设，并努力营造有利于知识共

享的组织文化氛围。

1 知识共享的含义及其特点

与传统企业联盟相比，知识链更侧重基于知

识、技能等无形资产要素的合作， 它把联盟作为进

入合作方的核心知识领域， 采用显著增强学习效果

的手段， 强调在“合作双赢”的驱动下学习和创造

知识。知识链组织之间的合作过程就是知识的共享

过程， 创造并共享知识对知识链运行的绩效至关重

要。如何在合作伙伴间实现知识共享是知识链管理

面临的最大挑战。

知识链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是指在知识链中，

组织成员为发展战略目标，弥补各自的知识差距，

通过各种知识交流的方法将组织的知识资源与其他

组织分享， 从而转变为知识链的共有知识资源， 以
提高知识链的竞争力，形成知识优势。

知识共享行为的产生需要两个主体：知识贡献

者和知识接受者 。1998 年，Davenport 和 Prusak 针
对知识转移给出了一个公式：转移 = 传播+ 吸收[2]，

这说明知识转移的过程包括知识贡献者的传播过程

与知识接受者的吸收过程。任何知识共享活动的目

标都是将知识资源成功地从知识贡献者转移给知识

接受者 [3] 。知识共享包含着知识转移活动，成功的

知识共享活动离不开有效的知识转移。

核心企业对知识的需求就如磁力将链中其他

成员凝聚在一起，知识资源由静止变为动态，在组

织间如电流般流动，各组织能够共享知识，其中组

织的共享意愿相当于电路中的开关，控制着知识的

流通。知识流动量跟知识链成员参与共享的行为有

关，参与成员多则组织之间流动的知识量大、流动

顺畅；随着参与成员数量的不断减少，除了知识的

溢出外，组织之间的知识流动量也越来越小，最后

相当于断路。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可以看作是企

业间跨越组织边界传递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从

而将个体组织拥有的知识向知识链其他成员转换的

过程。

共享知识的对象从认知角度上可分为：显性

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易于整理分类、容易

获得、容易理解和容易交流的知识，可以从市场上

通过交易获得，是有形的结构化的知识，具有公共

性。隐性知识是指未能用文字记叙的难以交流的知

识，体现员工的创造性知识和思想，它往往存在于

人的大脑中，难以形式化。但是隐性知识比显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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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知识链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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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更能创造价值，隐性知识的挖掘和利用能力，将

是形成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以组织之间的知

识共享，更多的是对隐性知识的共享，成功的知识

共享能使知识链形成整体的竞争优势，同时也提高

了个体成员的核心竞争力。不同组织拥有解决某个

问题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如果组织之间不能共享各

自的专业知识，使得知识链存在知识断裂的现象，

无法完成知识链的战略目标，也就实现不了各自的

利益最大化目标。

知识链的知识共享， 分为成员组织内部的知识

共享和成员组织间的跨边界知识共享，后者比前者

复杂，阻碍大。因为知识要跨越组织的界限进入另

一组织，所受到的阻力远大于知识在组织内部流动

的阻力。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不同于组织内部的知

识共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共享的知识量小。知识链是由多个不同组

织基于知识需求而组建的动态联盟组织， 形成知识

链的知识优势是各组织的共同目标，但是作为独立

的实体组织，组织成员都有各自的不同利益， 都想

在达到共同目标的状况下提高核心竞争力，追求利

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共享知识、协同合作的过程

中， 必然注重对可共享知识范围的控制。 这样， 用
于共享的知识量就远小于组织内部共享的知识量。

（2）共享的知识较为复杂。知识链往往由多个

不同类型的组织构成，共享的知识来源比较复杂，

组织整合从链中获取的外部知识和组织内部已有的

知识的过程也就更复杂，需要花费的人力和时间也

更多。

（3）知识共享活动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知识

链具有周期性，其中的知识共享活动随着知识链的

存在而进行， 知识链解体， 知识共享也即宣告结束， 
因此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4）共享的隐性知识更少。跨组织知识共享传

递的大部分是显性知识。组织内部知识往往固定于

组织的流程，而隐性知识经常同拥有者的心智模式

结合在一起 [4]。由于组织之间的空间距离、背景差

异和利益不一致使组织之间的交换不容易，隐性知

识的传播困难，知识共享不足以充分实现知识交流。 
（5）知识共享受到的阻力更大。知识共享本质上

是一种知识交易， 是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的知识资源的

交易活动 [5]，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活动，最终参与者

是组织内的个体成员。由于组织所需要的知识可能不

能在本组织内部得到， 所以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去交换。一方面，知识要先跨越组织边界，克服由于

所处条件的差别，文化、制度等的差异，进入组织内

部；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知识又要经过个体之间

的不断共享，最终上升到组织层面，这需要克服个体

间的障碍。因此，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克服的阻力比

单纯的个体之间的共享阻力要大。

（6）知识共享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高。组织成员

围绕知识链目标的实现而在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基于

知识创新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共享程

度体现了组织成员对知识的透明度，对伙伴的开放

程度和信任度。在知识链中，各组织合作关系更加

紧密，知识共享更加频繁，因为组织要学习、创造

和加强专业能力，必须进行紧密合作，而合作有助

于组织学习其他组织，因此增加了知识的共享频

度。在广度上，知识链中的任何一个组织均呈辐射

状与其他众多组织之间发生知识流动，众多知识链

交织成复杂的网链式结构，知识共享就在这种复杂

的网络中活动。每个组织的辐射范围越广，它与其

他组织知识的横向接触面就越大，就越有利于各组

织间更广泛地交流和共享，知识的联系和渗透界面

也越广泛。“当主体拥有的知识与外部信息承载新

知识的联系越多时，主体对外部知识的吸收效率也

越高”[6]；再从深度方面看，组织共享知识的深度

越高，则组织接触和协作的层次也越深。这意味着

组织间知识的纵向接触面就越广，知识共享的层次

和内容就越深入。并且，人们在进行某种活动时，

如果心理上有安全感，其活动就会顺畅地开展 [7]，

共享深度越高，就要求组织的协作越密切，从而可

以加强共享主体心理安全感。

2 知识共享的过程与影响因素

知识链组织之间的知识流动与知识共享既是组

建知识链的目的，又是其形成的基础，组织之间高

效的知识共享机制关系到知识链效率的高低，甚至

成功与否。

知识共享过程就在各组织间的合作过程中，

通过知识链创造的共享平台，并受主体的共享动

机、价值观、共享意愿等影响，同时受知识本身的

限制，动态、多向地进行着。在考虑外部环境的影

响下，知识共享过程随外界环境的不同所产生的价

值不同。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是跨越组织边界对知

识进行转移，其中知识的转移要克服各种障碍。在

主观因素上，有传递者和接受者本身的因素；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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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因素上，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完

备，知识本身难以转移的特点等。各组织在这种环

境中，通过传递、吸收和整合知识，进行知识共享

活动，共同进行知识产品的创新，完成知识链的目

标。与此同时，各组织也吸收和学习了自身所欠缺

的知识资源，提升了自身的知识储备水平和创新能

力，真正达到“共赢”。           
在知识链中，知识共享活动至少涉及两个共享

主体，主体之间的知识共享包含多个双向的知识共

享活动，每一方向的知识共享活动又包括知识传递

和知识吸收两个环节（图 2）。

多个主体共享活动的过程是在两个主体共享

过程中延展开的，为了使分析简单，本文只分析两

个主体之间的共享活动，多个则可以类推。在知识

链中两个主体同时进行双向的知识交流和共享，因

为知识传递是双向的。知识共享过程中会产生两方

面的知识价值。一方面，主体 2 根据自身的需要直

接吸收主体 1 传递到通道中的知识价值，即直接价

值，并将这部分价值转化为自身的能力。它受 3 个

因素影响：首先是传递者的知识水平、转移能力

等，传递者对知识拥有的量大、知识的编码能力强

和通过一定的交流行为展示知识的能力大，则共享

效果好，直接价值大；其次是传递的知识本身的特

点，包括知识的可编码化程度、适用范围、转移成

本等，若知识编码程度高、适用广，如基础科学

知识，则共享就容易，效率高，所获得的直接价值

高；再次是接收者自身对传递的知识的吸收转化能

力，即对知识的解码能力和对外部知识消化吸收并

加以应用的能力，传递者吸收转化能力强，共享效

果好，获得的直接价值大。另一方面，知识链的建

立冲破了企业传统边界对知识流动的束缚，使企业

从组织边界外获取知识， 形成不同企业的不同专有

知识间的协同 [8]。知识链的形成是基于节点组织的

知识需求而发生、发展的 [9]。组织成员参与知识链

或是为了弥补知识差距，或是为了获取互补性知识

资源。具有知识差距的组织共享知识时能够对专有

知识进行融合，获取新的知识，产生协同效应，为

组织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主体 2 由于与主体 1 的

知识的协同和杠杆作用而产生的新增加价值，这受

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及知识差距等影响。信任

程度高，合作密切，共享效果好，协同效应高。

影响知识共享过程的因素会影响共享效果，

从共享过程来看，影响共享效果的因素可分为 4 个

方面。

（1）共享主体。知识链中组织之间知识共享的

主体，即各个成员组织，这是该领域知识共享活动

的承担者，共享主体的能力差异、共享动机、信任

影响知识的共享。要实现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知

识链节点组织应在知识存量、知识吸收、知识传播

等方面能力相当，即知识差距较小。如果存在共享

能力差距大的组织，将会导致组织之间缺乏知识沟

通，知识接受方很难理解知识提供方共享的知识，

不仅降低了知识共享的效率，而且影响了其他组织

共享知识的积极性。共享主体没有共享的意愿，就

不会有知识的传递与接收，就不会产生共享活动，

而知识共享动机会进一步影响知识共享的广度和深

度。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活动，

或者是知识资源的购销活动，利益的分配也会影响

知识的共享。

（2）知识客体。知识链中组织之间知识共享的

对象，即各组织所拥有的知识，这是该领域知识共

享的基础。知识的性质、知识的差距和知识存量等

都会影响知识的共享。如隐性知识难以编码，难以

转移，且没有统一的共享技术，这些特点本身就使

    （知识源）         通道          （接收体） 

 
     （接收体）                   （知识源） 

（共享环境） 

共享主体 1 共享主体 2传递知识客体

吸收

能力、动机、

利益、信任等

共享意愿

共享文化、

技术、政策等

客观环境

图 2   知识链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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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知识难以共享；参与知识链的成员是在对知识

的需求下，来弥补自身知识的缺陷，因此各组织存

在一定的知识差距，同时也为彼此间的知识共享造

成了困难。各组织的知识存量对共享也有影响。

（3）知识共享手段。知识共享手段是有关知识

共享的设施、方法、途径等，是知识共享的工具性

因素，如知识共享平台、知识协作网络和各种交流

途径等。知识共享平台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的

物理媒介，可为知识共享提供技术支持。它的设备

是否齐全，性能是否完好，对知识链组织之间的知

识共享有很大影响。同样，完备的网络、灵活的交

流技巧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共享效果。

（4）知识共享环境。知识链组织之间进行知识

共享要有一定的客观环境，如文化因素、政策等。

组织文化间存在差异， 使得知识链组织之间在知识

共享的过程中， 对知识的接受和理解不同，从而对

组织之间知识共享产生不利影响。知识链中各组织

间是一种松散的关系，知识的共享没有强制性约

束，如果相关的政策完善得当，就能促进知识共享

的开展，而政策不配套或者不适宜，就会对知识共

享造成损害。

3 知识共享的策略

从参与知识链组织的角度来研究组织之间知

识共享，分析知识链，建立高效、有竞争力的知识

链，寻求“ 知识链整体最优”方案，形成知识链的

知识优势，达到各组织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目标。为

了获得知识共享的理想结果，知识链成员必须适应

当前条件，并在不远的将来准备必然的变革。本文

从共享过程分析了影响知识共享的因素，提出了以

下策略。

3.1  知识共享主体的提高

从主体角度上讲，知识链组织成员参与共享

活动受其能力、参与动机、意图获得的利益等因素

影响。组织必须具有学习的主观意愿，才会鼓励员

工积极寻找、参与学习有价值的知识并加以吸收利

用。所以提高共享主体的共享能力，把组织变成一

个学习型组织，提高员工的素质，并建立知识链的

培训系统，对链中其他成员进行知识、技能的培

训，不仅有利降低共享成本，而且可以提高共享的

效率。

（1）知识贡献者主体的提高。贡献者传递知识

的能力影响共享成本和共享速度，从而影响知识的

共享效率。根据知识的性质及内容，传递者应加以

辨别，用不同的发送渠道进行知识传递。如显性知

识，知识接受者可通过公共数据库等网络媒介直接

共享所需要的知识。对于隐性知识，传递者需要借

助一定的实物工具反复不断演示。如果知识贡献者

对知识的表达水平不够好，所传递的知识会使接受

者难以理解和掌握，从而影响其对知识的吸收转

化，共享效率低，就会影响共享知识的积极性。随

着贡献者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在同样的时间能够贡

献更多的知识，从而节约知识的共享成本，提高共

享效率。同时，作为合作伙伴，组建知识链之初往

往倾向于寻找既能知识优势互补又能力水平相当的

合作伙伴。因为组织成员若不能从与其他成员的知

识共享中获得其所期望的知识资源，他将没有足够

强烈的意愿参与知识共享，那么共享活动也就终止

了。因此，选择合适的伙伴对知识链的共享活动起

着关键的作用。

（2）知识接受者主体的提高。接受者积累的知

识越丰富，学习能力越强，知识的转移成本越低，

而知识的使用规模就会越大 [9]。按照知识链的组建

目的及知识共享过程来解释，共享知识的活动其

实就是一种“学习”活动，即有目的地、主动地获

得、整合知识，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或者将

获得的知识与现有知识相融合开发出新的知识的活

动。共享中的知识只有经过接受者的学习与理解并

被其掌握，共享活动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成。

3.2  建立良好的共享环境和组织文化

知识链是众多组织的集合体，它和单个组织

一样，也有自身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在各组

织之间通过一系列的交流、碰撞和摩擦形成。知识

链组织之间知识共享活动中文化的障碍往往表现为

各个组织成员对共享缺乏正确的认识，不支持正面

的价值观念和共享行为选择。组织之间文化上的差

异，会导致组织成员在行为规范上存在差异，这

种差异性会影响共享活动的效率。要想共享效果更

好，就需要知识链各成员协同努力创造一种共享氛

围，通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把知识

共享的意识渗透到各组织成员的方方面面，包括有

形的和无形的。当知识共享行为发生时，组织成员

会得到肯定，进而在整条知识链中形成共享的文化

氛围。建立这种共享文化，需要各组织成员的团队

合作关系，同时也要对这种共享行为给予支持与鼓

励；在建立各组织共同目标的同时，构建外在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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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激励机制，并力图把这种外在激励转化为内在的

动力，通过开放式的交流和给予的肯定，进行责任

共享和利益分享，培育各组织对知识链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使其积极投入共享活动。同时组织之间传

递知识是有成本的，组织间文化上的差异也影响知

识的转移，知识共享活动不是无条件进行，需要具

备一定的条件。“互惠”是共享知识的宗旨，各组

织在提供有价值的知识同时给予一定的回报和声

誉，其他接受知识的组织往往也会向其他组织提供

自己拥有的知识，同时这种共享有价值知识的行为

能使组织的地位或声誉得到提高，对组织长远的发

展至关重要，组织就会将自己的知识拿出来共享；

文化包含企业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精神，为企

业生存和发展提供支撑背景 [10]。文化的差异会带

来价值观念的分歧，影响组织成员共享的态度和积

极性。组织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造成组织的学习

障碍越大；文化距离越小，价值观念的匹配就越容

易，摩擦越小，知识共享的效率就越高。良好的组

织文化与价值观利于知识的共享。此外，创造一个

有利于知识交流的环境亦十分重要。在知识共享过

程中，知识的传递与接收都需要经过通道，一定技

术支持，健全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环境作支撑，这

些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的构建、相关法律体系如

知识产权的进一步完善、社会知识管理体系和国家

创新体系的建设等环境因素。在知识链中，通过核

心组织领导体制、协议和激励机制， 协调各组织合

作，最终使组织成员形成自愿的共享观念。知识的

共享过程最终是由组织内部的个人来完成，所以重

视“以人为本”的观念， 建立和鼓励建立各种文化

团体或非正式组织 [11]。在知识链各成员中不断强化

共享意识， 使知识共享成为各组织内的一部分。不

断鼓励组织成员进行共享活动， 摒弃信息利己主义， 
形成有利于成员进行合作的文化氛围。

3.3 建立信任关系

知识链中的组织之间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的

契约关系，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对相互间的行为缺

乏强制性的约束力，因此，难免会有“搭便车”的

行为发生，同时各组织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竞争，

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同时又要实现自身的利益，因而

组建知识链的成员对知识共享存有疑虑，进行知识共

享的意愿并不太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知识共享

的进行。而信任往往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 [12]。

企业间相互信任可以使对方感觉受到尊重，从而更

愿意将自身的知识和技术与其他成员共享 [13]。成员

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在面向未来不确定性时，彼此间

的一种承诺和相互信赖。信任可以消除对对方的猜

疑，是知识交换的核心，当组织之间相互信任时就

会乐于参与组织间的知识共享与交流，在交流与共

享知识的过程中自身获得新的知识，提高核心竞争

力，这种反复的信任会带来循环的共享活动，产生

更高的协调效应，从而达到高效率的知识共享。

4 知识链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竞争成

为了热点，出现了如知识联盟、网络组织、产业集

群、供应链等组织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的企业开

始了这种“双赢”的合作发展战略。因此知识管理

的重点和关键问题是组织之间跨组织界面的知识共

享（转移）活动的管理。这种问题也开始成为研究

的热点，对各种类型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研究在逐

渐增多，樊斌、鞠晓峰 [14] 运用博弈分析方法 , 分析

企业与企业之间知识共享过程以及知识共享收益、

成本及企业学习能力对知识共享条件的影响。赵慧

娟 [15] 分析了组织间知识共享的“囚徒困境”，认为

知识共享成本、失去的知识垄断利益以及共享利益

是影响知识共享的重要因素。李纲 [16] 基于相关理

论构建了依赖结构、关系嵌入和知识共享的关系模

型，分析了合作创新组织间的依赖结构对知识共享

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王艳子 [17] 从合作创新和知识

共享的概念入手，分析了合作创新企业间知识共享

不足问题的成因，最后采用综合方法提出了降低知

识共享不足的对策。罗亚非、张勇 [18] 根据集群知识

活动的规律，构建了集群知识链的理论模型，并在

此基础上分析了集群知识共享过程 , 探讨了知识共享

效果的影响因素。徐桂娟、张悟移 [19] 从知识链的

内涵和特点着手 , 通过对影响知识链内知识分享的

要素分析 , 提出了知识链下企业实现知识共享的对

策。李顺才等 [20] 在对知识链的内涵、特征和维度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知识链组成的基本要素及其

相互关系为出发点，探讨了影响知识扩散速度的因

素。

国内外学者们对于联盟中知识共享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知识共享成本 [21]、知识共享对象 [22]、知识

共享主体 [23]、知识共享手段 [24] 等方面 , 对知识共

享水平的研究有吕为山 [25]、王娟茹 [26] 等，分别对

企业联盟知识共享与保护平衡机制、基于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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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合作创新进行了研究，张喜征、潘永强建立

了知识联盟中知识共享开放水平的系统模型，研究

在知识联盟环境下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开放水平，分

析联盟多方开放和保护水平对联盟合作水平以及最

终收益的影响 [27]。范善辉 [28] 分析了联盟知识共享

模型及阐述模型的现实意义。陈菊红与林聪 [29] 分析

了虚拟企业中各成员企业进行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博弈情形。

知识在产业集群内各行为主体间的传播与流

动，是产业集群知识管理的核心内容，关系企业个

体或集群整体的创新能力的培育。因此为了提高集

群企业和集群整体竞争力，促进集群经济和区域经

济的发展，产业集群企业间的知识共享问题就成为

了研究的焦点。目前产业集群企业间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生产联系，而对知识联系却很少涉及，特别是

对于产业集群企业间知识共享缺乏深入的研究。陈

夏生、李朝明分析了产业集群企业间知识共享的障

碍，并探讨了集群企业间知识共享程度的选择，同

时提出了产业集群企业间知识共享的促进策略 [30]。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成为当今

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雷宏振、谢卫

军提出了包含知识共享、网络外部性和产业集聚以

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研究了文化产业集群

内组织间的知识共享与产业集聚的关系 [31]。集群中

的企业比集群外的企业更多地分享了集群内的隐性

知识，而隐性知识是集群创新优势的重要来源，因

此，集群中企业知识共享对集群的持续创新具有重

要影响 [32-33]。罗亚非、张勇根据集群知识活动的规

律，构建了集群知识链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集群知识共享过程 , 探讨了知识共享效果的

影响因素 [34]。陶长琪、徐小丽在 Bertrand 价格竞争

模型的基础上，结合 IT 产业的特征以及知识的特

性，针对 IT 产业中两家寡头企业的知识共享行为及

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35]。陈荣仲、蒲云

等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企业知识共享的原理，

建立并运用二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在集群内部

两个企业之间知识共享如何展开以及实施知识共享

对企业产品市场价格和利润的影响 [36]。刘文华认

为集群内企业的合作过程本质上是知识共享过程，

集群内企业通过知识共享，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

补，提升技术协同创新能力，最终形成集群核心竞

争力要素，提高集群竞争力；共享主体和共享客体

是知识共享的障碍，在知识共享的博弈过程中，只

有共享收益大于共享成本，共享主体才有知识共享

的意愿；只有知识共享主体具有知识共享的能力，

知识共享才能真正实现 [37]。谈正达等建立了产业集

群知识共享机制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其动态演变

过程 , 得出了产业集群的文化环境、企业对知识的

吸收转化能力、企业间知识水平的差异是影响产业

集群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 [38]。

网络组织通过共享成员之间的知识，共同快速

完成一项或多项复杂任务，实现成员企业共同发展

的目的。柴国荣、宗胜亮等构建了创新网络中无保

障措施以及有保障措施的企业知识共享模型，通过

对博弈模型的分析证明了无保障措施时，企业知识

共享存在“囚徒困境”；有保障措施时，企业权衡

利弊后作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知识共享决策，

且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企业愿意提供更多的知识

共享量 [39]。胡平波构建了网络组织知识共享风险机

理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搭便车”机会主义行为对

网络组织知识共享过程的危害 [40]。姜文分别从知

识共享的主体、对象、手段和环境 4 个方面着手，

对网络组织中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析 [41]。胡平波在明确网络组织成员间知识共享及效

率评价意义的基础上，构建了网络组织成员间知识

共享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42]。

5 结 论

知识链中各组织之间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各不

相同但互为补充，通过组织之间的知识共享可以降

低各组织成员获取、创造知识的成本，提高知识运

用的效率，同时也可以实现他们之间的协同工作、

协同创新，共同创造出知识链的整体竞争力。知识

链作为具有独立法人实体的集合体，其组织之间的

共享不同于组织内部的共享，通过各种跨组织的知

识共享文献，本文构建了知识链组织之间的知识共

享分析模型，从过程中分析了影响组织之间知识共

享活动的影响因素（共享主体、共享客体、共享手

段、环境等），进而从共享主体、信任、文化方面

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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