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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知识共享的自身特征和影响因素，做出假设、设置变量，构建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团队成员知识共享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对其进行均衡点分析，得出各影响因素对知识共享的作用关系，最后提出

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知识共享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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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ments of university sci-tech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team are rich and complex, and the 

team is a knowledge network essentially. Based on knowledge network, team’s knowledge sharing is propitious 

to advance university sci-tech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team. There are some characters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university sci-tech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team. Based on analyzing these character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 sharing of university sci-tech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team are extracted. 

After making some hypothesizes and designing the variables, th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its equilibrium point analysis is done. The effecti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knowledge 

sharing are concluded, and then some suggestions to accelerate knowledge sharing of university sci-tech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team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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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20所高校联合

完成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报告指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受到内在动力

机制、外在经济载体、社会投资机制等三大“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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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因素的制约 [3]，而它们其实可以由一个高效

的跨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来解决；韩俊德、李

惠（2011）研究也发现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

关键障碍性因素首先就是缺乏由专业人员组成的

科技成果转化团队 [4]。科技成果转化团队作为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执行与实施主体，其本质是知

识型、网络型组织。提高团队组织知识共享能

力，对于提高其能力和绩效具有重要意义。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是把高校科技活动的研究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即科技成果商业化、产业

化的过程。科技成果转化团队建设的科学性、合

理性以及团队行为的协同性与创造性，成为影响

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绩效实现的关键因素。

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团队有着非常丰

富而复杂的构成及机制：与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团

队相比，它一般拥有规模更大、理论知识水平更

高的人才队伍，且由于精神激励作用而有着更强

大的凝聚力；与高校学术团队相比，它不仅包括

科技创新的技术人才，而且包括掌握产品经营与

管理和市场需求知识的专业人才。在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中，团队的专业化打造将成为提高高校科

研成果转化率的有效手段，研究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中团队建设与优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由于团队是一种

由高校、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中介、风投等

多方主体共同参与而构成的虚拟、动态、跨组织

型复杂结构，因此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在实践

中就很少以一种物理形态存在，其系统边界、功

能、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等也都难以明确界

定。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的本质是知识型、网

络型组织，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一个大中型的

团队就是一个复杂的知识网络。在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中，团队依靠知识网络实现网络节点之间的

知识交流、信息传递和协作创新，知识网络是团

队成员正式与非正式交流的载体与平台，优化知

识网络结构，提高知识网络的知识协同能力，对

于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团队的绩效具有重要

意义。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与知识管理存在着耦合

关系，科技成果转化其实是知识流向价值流转化

的过程。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团队的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是团队知识网络的知识协作创新与应用能

力的体现。

因此，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的知识共

享其实也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它是基于知识网络

的共享：第一，一个成员进行知识共享的对象是

不确定的，也是动态变化的，网络中的其他节点

都可能成为其知识共享的来源或去路；第二，知

识共享是一对多的关系，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可能

同时与多个成员发生知识共享联系；第三，团队

成员之间的知识结构异质性非常高，来自高校的

教师群体有着较大的知识差异，更何况还可能有

来自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的成员等；第四，异

质性知识的共享与整合是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关

键，进行异质性知识的共享、整合与创新是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的核心内容；第五，知识共享

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实现具有异常重要的

意义，知识的后续处理环节（例如知识整合、知

识协同创新等）都有赖于成员之间的密切知识共

享关系。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在知识共享过程中具

有以下特征。

（1）信任度较低。正因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团队的成员构成是复杂的、动态的、无边界的，

使得团队中很多成员互相之间不认识，他们要进

行知识共享，最大的障碍是相互缺乏了解和信

任。因此，信任机制的建立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实施过程中尤为重要。

（2）虚拟性较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的

成员分散在企业、高校、政府、金融机构、中介

等各个单位和部门，如此虚拟化的团队结构使得

成员之间要相互沟通和交流都需要借助于网络技

术平台或其他智能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团队知

识网络的复杂性与动态化程度越高，知识共享关

系越复杂。

（3）成员理性决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

成员都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技能水平、经营管理

水平、政治水平，所以他们的决策基本都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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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决策。在进行知识共享决策时，都会理性

地衡量自身的成本与预期收益，而很少出现“跟

风”现象。

（4）收益的远期性。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

要成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并获得相关收益，是需

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与时间的。如果团队成员

需要完全依靠这个远期的预期收益来激励自身进

行知识共享，显然是不够的。由此，团队外在的

激励（或者说依靠行政或机制的激励）就显得至

关重要。建立科学的共享激励机制，决定了团队

成员知识共享的意愿和效果。

以上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的特征形成了影

响知识共享的主要因素。

（1）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度。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团队成员间的知识共享主要是通过虚拟网络

技术平台的交流和沟通来实现的，而且团队成员

都是具有高水平技术知识的人才，他们都拥有自

己的专业自信，这就降低了他们对其他成员的信

任度。但是，信任度的高低决定着团队成员间进

行交流和沟通的程度，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度越

高，相互分享的知识越多 [6]。

（2）团队成员知识的表达和接受能力。对于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的成员而言，在大多数情

况下知识的表达与接受能力都较高。但是，因为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整合各种类型的知识（比如

技术知识、经营管理知识、生产知识、销售知

识、金融知识等），高度异质性知识之间的交流

与融合对团队成员表达与接受能力的要求更高。

因此，团队成员的知识表达与接受能力也是影响

知识共享效果的重要因素，团队成员的知识表达

能力越强，团队知识网络中流转的知识数量越

多；知识接受能力强，成员通过知识共享获得的

收益越高 [7]。

（3）团队成员的个人预期收益。团队成员获

得知识需要付出，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时会让

自己丧失竞争优势，即需要付出潜在成本；此

外，成员贡献知识还是学习知识，都是需要付出

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

成员在理性决策时一定会衡量进行知识共享在时

间和精力上的机会成本损失。为此，任何成员要

有知识共享意愿，必然会有预期报酬，这些报酬

可能是物质上的（比如对创意的奖励、工资报酬

等），也可能是心理上的（在团队中获得地位、威

望、声誉等）。只有当团队成员的个人预期报酬

不小于付出的成本时，成员才有持续共享知识的

意愿。

（4）团队成员沟通和交流信息的技术平台。

团队成员进行沟通交流知识的技术和平台，决定

着团队成员的知识共享能力，现代化信息平台和

网络交流技术、场所等对团队成员知识共享具有

显著促进作用 [8]。由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的

成员都是高级知识型人才，他们在使用各种社交

平台和信息系统上的能力要比其他类型团队成员

的能力高得多，同时，他们对技术平台的依赖性

也会越大。

（3）激励机制。Corsten、Buratti和Penco、
Friedman等提出，一个良好的高校科研人员的激

励机制是有助于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与效

率的 [9]。测量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在知识

共享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是有一定难度的，如何

根据他们的贡献进行激励，是提高团队成员知识

共享效果与效率的关键。

因此，可以认为团队成员间的知识共享是一

个逐步演化的博弈过程 [5]。为此，本文应用演化

博弈分析方法，研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

的知识共享问题。

2 变量设置

 进行演化博弈分析首先是设置变量，然后

是建模。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不是个人行为，而是

群体行为。在这个群体中，有些人能从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取得成功之后获得潜在的高收益（比如

红利等），他们属于发起和主营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的人员。还有一些人不能从高校科技成果

成功转化中获得较多的额外收益，他们属于成果

转化项目的流动性参与者，比如普通老师或者高

校教师所带领的学生等。对于后者，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能否成功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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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限于眼前的局势在知识共享中做点力所能

及、不求回报的贡献。因此，前者是知识共享意

愿和能力都较高的群体，而后者是知识共享意愿

和能力都较低的群体，却是团队成员中的多数。

因此，本文只考虑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不

同团队之间的知识共享则不考虑。而且，一个

团队中，假定只有两类不同的群体成员：A表示

知识共享意愿高的成员，B表示知识共享意愿低

的成员。α表示两类个体进行知识共享比率，则

1-α表示不进行知识共享的比率，且αA＞αB，0≤
α≤1。此外，还假定没有“搭便车现象”。

根据影响因素分析得知，一个团队的知识拥

有量、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成员的知识接受与

吸收能力、成员的期望收益、知识共享成本和激

励机制是影响知识共享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的高知识素养特征，

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很容易激发新的创新，从而

带来知识创新收益。因此，团队成员进行知识共

享会产生协调效益，即A和B各共享一份知识，

会产生多于两份的知识，多出来的知识是知识共

享后相互整合与激励而发生知识创新行为的结

果。协调效益受显隐性知识比率、团队成员间的

信任程度和成员吸收知识能力的影响，其关系为

正相关。为此，设置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知识

共享博弈模型的变量如表1所示。

3 模型构建

由以上假设，成员A的协调效益为βσT（X+ 

αAYB），激励机制对成员A产生的收益为δSA，激

励收益与激励系数δ和A拥有的知识量成正相

关。则有以下4种情况 [11]。

（1）A和B都进行知识共享时A和B的收益

分别为：

                  EA1=βσAYB+δSA -CA （1）
                  EB1=βσBYA+δSB -CB （2）

（2）A进行知识共享而B不进行知识共享时

A和B的收益分别为：

                  EA2=δSA -CA （3）
                  EB2=σBYA （4）

（3）A不进行知识共享而B进行知识共享时

A和B的收益分别为：

                  EA3=σBYA （5）
                  EB3=δSB-CB （6）

（4）A和B都不进行知识共享时A和B的收

益均为0。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A和B博弈的支付矩

阵，如表2所示。

表2  A和B博弈支付矩阵

A

B

共享 不共享

共享
（βσAYB+δSA -CA，

βσBYA+δSB -CB）
（δSA -CA，σBYA）

不共享 （σAYB，δSB -CB） （0，0）

故可以得到，A选择进行知识共享的收益：

EA=θBEA1+(1-θB)EA2

    =θB(βσAYB+δSA-CA)+(1-θB)(δSA-CA) （7）
A选择不进行知识共享的收益：

E*
A=θBEA3+(1-θB)E*

A4=θBσAYB （8）
A的期望收益为：

ĒA =θAEA+(1-θA)E*
A （9）

则A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A(θA)=dθA 
/dt=θA(EA- ĒA )

         =θA(1-θA)((β-1)θBσAYB+δSA-CA) （10）
设该动态方程的稳定点为σ*

A，下面我们来

求解该稳定点。

求解：稳定点N满足的条件为：

表1  变量含义

名称 涵 义

si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i拥有的知识总量

xi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i拥有的显性知识量

Yi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i拥有的隐性知识量

σi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i的知识吸收能力

T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间的信任程度

Ci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i进行知识共享的成本

θi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中成员i进行知识共享的意愿

Ei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i的收益

β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知识共享协同效益系数

δ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进行共享的激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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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θ∗A) = 0

F′A(θ∗A) = 0
 （11）

由FA(θ∗A) = 0可求得，θA=0或θA=1，θB=(CA-

δSA)/(β-1)σAYB。

① 当CA-δSA＞ (β-1)σAYB时， 对 于 任 意 的

θB，有F ′A (θA=0)＜0，θA=0是A的稳定演化策略。

②当CA-δSA＜ (β-1)σAYB时，如果θB＞θ*
B，

则有 F ′A (θA=0)＜0，此时θA=1是A的稳定演化策

略。如果θB＜θ*
B，则 F ′A (θA=0)＜0，θA=0是稳定

演化策略。在这种情况下，A的稳定演化策略受

到θ*
B的影响。

同理可得B的期望收益：

ĒB=θBEB+(1-θB)E*
B （12）

B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B(θB)=dθB /dt=θB(EB- ĒB )

          =θB(1-θB)((β-1)θAσBYA+δSB-CB) （13）
设该动态方程的稳定点为σ*

B，下面我们来

求解该稳定点。

                        
{

FB(θ∗B) = 0
F ′B(θ∗B) < 0  （14）

由 FB(θ∗B) = 0 可得θB=0或θB=1，θ*
A(CB-δSB)/

(β-1)σBYA。

③当CB-δSB＞ (β-1)σBYA时，对任意的θA，

有F ′B (θB=0)＜0，θB=0是A的稳定演化策略。

④当CB-δSB＜ (β-1)σBYA时，如果θA＞θ*
A，

则有 F ′B (θB=0)＜0，此时θB=1是A的稳定演化策

略。如果θA＜θ*
A， F ′B (θB=0)＜0，θB=0是A的稳

定演化策略。

4 均衡点分析

上面的分析都是单独分析A或B，下面同时

分析A和B。这里约定用0表示不共享，1表示共

享。则有：

（1）当A和B分别是①和③的情况时，演化

博弈的均衡点是O（0，0），即（不共享，不共

享），其演化过程如图1（a）所示。

（2）当A和B分别是①和④的情况时，演化

博弈的均衡点是O（0，0），即（不共享，不共

享），其演化过程如图1（b）所示。

（3）当A和B分别是②和③的情况时，演化

博弈的均衡点是O（0，0），即（不共享，不共

享），其演化过程如图1（c）所示。

（4）当A和B分别是②和④的情况时，演化

博弈的均衡点是O（0，0）或B(1，1)，即（不共

享，不共享）或（共享，共享），其演化过程如图

1（d）所示。

经过上面的4种分析，我们知道，只要CA-

δSA＞ (β-1)σAYB和CB-δSB＞ (β-1)σBYA两 个 有 一

个成立，模型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都会趋于

O点，即最终达到（不共享，不共享）的均衡策

略。只要当CA-δSA＜ (β-1)σAYB和CB-δSB＜ (β-1)
σBYA同时成立时，A和B的博弈均衡策略才有演

化成（共享，共享）的可能。而图1（d）中的点

D（θ*
A，θ*

B）成为博弈的关键点，也就是两种均

衡的临界点。

5 博弈结果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要实现A和B的共享，

前提条件是当CA-δSA＜ (β-1)σAYB和CB-δSB＞ (β- 
1)σBYA同时成立时θ*

A和θ*
B的取值。θ*

A=(CB- δSB)/
(β-1)σBYA，θ*

B=(CA-δSA)/(β-1)σAYB，因此，θ*
A和θ*

B 

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方面。

（1）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成员 i进行

知识共享的成本Ci越小，θ*
A和θ*

B的值就越小，

A和B演化成共享的概率越大。构成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团队成员共享知识成本的因素有很多，包

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优势损失等。要降低知

识共享的成本，一方面要提高成员知识共享的效

率，比如构建高效的网络交流平台等；另一方面

要避免搭便车行为的出现，从而降低进行知识共

享的成员的潜在成本损失。

（2）共享的激励系数δ和成员 i拥有的知识总

量Si越大，θ*
A和θ*

B的值就越小，A和B的博弈趋

向（共享，共享）的概率越大。一个良好的团队

激励机制应该能够提供一个较高的激励系数δ，

较高的激励水平能够极大地增强团队成员进行知

识共享的意愿，也能让他们主动提高他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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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能力与知识接受能力。团队知识积累量的大

小也影响着成员之间的共享，知识的总体存量是

知识共享与创新的基础，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拥有高技术支撑的体现。

（3）成员知识共享协同效益系数β、成员 i拥
有的隐性知识量Yi和成员 i的知识吸收能力σi越

大，θ*
A和θ*

B的值就越小，A和B进行知识共享

的意愿将增大。知识共享协调效益系数β在短时

间内一般保持不变，要提高β则需要很长的时间

和很多的制度政策等的变动。为了便于分析，这

里假定β是一个定值。对于成员 i拥有的隐性知

识量Yi，由于这里是研究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共

享，其一个前提假设是显性知识对于团队成员都

可以免费获取，只有隐性知识才需要通过共享来

达到团队成员知识量的增加，因此隐性知识量Yi

越大，越有利于团队成员进行知识共享。团队成

员吸收知识的能力越强，进行知识共享的收益越

大。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1）降低知识共享成本。知识贡献成本越

低，越有利于团队成员进行知识共享。团队成员

在进行知识共享时的一个成本是共享知识会导致

个人优势失去，从而失去晋升机会或比在不共享

知识的情况下收益少。我们可以给共享知识的成

员进行奖励，包括将进行知识共享加入成员晋升

评价指标，增加奖金等。知识共享的另一个成本

是构建交流平台的费用，我们可以通过校企合作

的模式来降低成本。

（2）增加共享激励系数。一个行之有效的激

励机制决定着激励系数的大小。一个良好的激励

机制的制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先制订一个

激励机制，再根据实际的效果慢慢调整，不断完

善。由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来源的广泛

性，不同类型的成员在满足其需求和欲望方面是

有所区别的（例如高校教师的需求可能是职称、

A 0,1  B 1,1  

C(1 0)  

X 

O 0,0  

Y 

a  

A 0,1  B 1,1  

C(1 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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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0,0  

A 0,1  B 1,1  

C(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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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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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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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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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0,0  

图1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知识共享演化博弈模型的均衡点分析

D（θ*
A，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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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的晋升；企业人员的主要需求是物质奖励；

政府人员的需求是威望、声誉等），因此，需要

针对不同的需求制订差异化的激励方案，提高激

励机制的有效性。

（3）增加成员拥有的知识总量和拥有的隐性

知识量。成员的知识总量和拥有的隐性知识量的

大小取决于个人的教育背景、社会经验、生活经

验、培训经历等。在教育方面，可对团队成员进

行岗位教育和再教育，从而增加团队成员的受教

育程度，例如多让高校的教师成员到企业进行

培训或接受教育，不断丰富企业员工的理论知识

等。通过为员工创造优越的生活环境来为团队成

员增加生活经验的机会，让员工接受高新技术对

生活环境的改造，以此提供创新灵感。另外，可

以从一个人的社会经验和培训经验来提高一个成

员的知识总量。平时经常举行相关知识培训、开

展社会活动、组织考察等都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4）提高知识共享协同效应。知识共享协同

效应取决于团队对成员间的知识共享的重视程

度，制订的激励和促进成员进行知识共享的策

略，提高成员间的配合程度和满足个人意愿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知识共享的重要性越来越

多地受到关注，因此团队对成员间的知识共享的

重视度与日俱增。通过制订共享奖励制度、共享

考核机制等可以提高知识共享协同效应的值。在

知识协同的过程中，有一个核心成员能起到中

介、桥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能在知识共

享过程中起到沟通与润滑的作用，提高成员知识

共享的协同性。

（5）提高成员吸收知识的能力。成员的知识

吸收能力取决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

是成员天生的吸收知识的能力，需要对成员的知

识敏感性与自学能力进行适当的培养与开发。外

部因数是后天培养的，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

育。对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成员而言，学

校教育水平比较高，而社会教育水平比较低。因

此，需要通过高校、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社

会团体等各方面的沟通与协作，来拓宽各成员的

眼界和世界观，从而让他们愿意接收和易于接收

新的技术与知识，从而有效提高成员的知识吸收

能力。

（6）影响高校科技转化率的因素很多，在本

文提出的博弈模型中，体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

队的特殊参数较少，缺乏针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团队的实践性分析，模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有

待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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