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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企业员工的个人创新行为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本文利用个案深度访谈的方法 ,研究了个人知

识转换能力和网络中心性对个人创新行为的影响。结论显示 ,企业员工的个人知识转换能力和网络中心性对其创

新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本研究为进一步研究企业环境下 ,特别是创意企业环境下员工创新行为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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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1 世纪全球的经济形态已转变成为以创新为

主的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而言 ,创新是获得竞争

优势的主要源泉。企业员工的创新行为 ,是企业组

织创新的基础 ,在当今复杂而充满竞争的环境中 ,员

工的创新行为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Amabile ,1988) ,因而 ,关于企业环境下个人层面的

创新行为 ,近年来受到诸多文献的关注 ( Ibarra ,

1993 ; Perry2Smith & Shalley , 2003) 。例如 , Ibarra

(1993)从个人特征、员工所在正式组织中的职位 ,以

及员工在不同网络形态中的地位 (网络中心性)等方

面对个人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发

现 :个人特征、员工所在正式组织中的职位以及他们

的网络中心性都正向影响个人创新行为 ;并且网络

中心性在其他非网络变量 (个人特征以及正式层级)

与管理创新的关系间具有中介效用。目前人们取得

的基本共识是 ,个人的创新行为与其知识转换能力

的强弱 ,以及在企业这个“社会网络”中所扮演的角

色密切相关。基此 ,本文聚焦于个人创新行为的研

究 ,结合个案访谈资料 ,探索个人知识转换能力、网

络中心性对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二、个人创新行为

个人创新行为可以看成个人在工作上的一种方

法 ,它产生新奇而适当的想法、过程和解决办法。

Zhou & George (2001) 将个人创新行为做了进一步

解释 ,他们认为个人创新行为不应该单指创新想法

的本身 ,还应该包含创新构想的产生、内容、推广与

发展执行方案等 ,这样才能确保创新的想法可以被

有效的运用 ,个人创新才能得以实现。

本文采用 Zhou & George (2001) 对个人创新行

为的定义 ,主要从员工个人在创新想法的产生、内

容、推广与发展执行方案的行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

创新程度进行探讨。

三、个人知识转换能力对
创新行为的影响

　　(一)个人知识转换能力

个人知识转换能力是指团队成员个人内隐知识

和外显知识相互转换 ,使个人知识不断获得提升的

能力。Nonaka & Takeuchi (1995) 将内隐知识和外

显知识相互转换的模式分成四种 : (1) 共同化 ( so2
cialization) :即通过分享经验从而达到创造内隐知识

的过程。(2)外化 (externalization) :即将内隐知识明

白地表达为外显概念的过程。(3) 结合 (combina2
tion) :即将概念加以系统化而形成知识体系的过

程。(4)内化 (internalization) :即将外显知识转换为

内隐知识的过程 ,它和“边做边学”(learning by do2
ing)的学习模式息息相关。这四个组织知识转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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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都必须由组织中的成员个人去执行 ,因此 ,作为

组织中的个人就需要具备这四种知识转换能力

(knowledge conversion ability , KCA) :

(1)共同化能力 :是指个人将别人的内隐知识转

换成自己内隐知识的能力 ,它是一种在平时工作生

活中个人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等获得和丰富自己

内隐知识的能力。

(2)外化能力 :是指个人将自己的内隐知识通过

隐喻、类比、概念和模型等外显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能力。

(3)结合能力 :是指个人通过文件、会议、电话交

谈或者电脑网络等沟通交换并组合知识的能力 ,或

者是通过分类、增加和结合来重新组合已有的信息 ,

以形成新知识的能力。

(4)内化能力 :是指个人吸收、消化那些通过结

合所产生的新的外显知识 ,并且升华成为自己的内

隐知识的能力。

图 1 　个人知识转换能力模式图

图 1 表示了个人知识转换能力的模式。它是一

个通过共同化能力 ,外化能力 ,结合能力和内化能力

使个人知识由内隐知识 →外显知识 →内隐知识 ⋯⋯

不断转换的螺旋式的过程。而每一个循环都会使个

人的知识转换能力和知识水平有新的提升。

(二)个人知识转换能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关于个人知识转换能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

Becerra2Fernandez and Sabherwal ( 2001) 针对美国

Kennedy Space Center 的 8 个团队共 159 人进行实

证研究 ,发现团队成员知识转换能力与知识管理绩

效 (knowledge management satisfaction) 的满意度呈

正相关 ,其中 ,主要是“结合能力”与“外化能力”对团

队成员所认知的个人知识管理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王思峰、黄家齐与郑俐敏(2002)是以试验设计的

方式验证得到高知识转换能力水平的团队 ,其知识创

造成效(创新绩效与团队学习成效)显著较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员工个人的知识

转换能力直接影响着员工的创新表现行为 ,个人知

识转换能力越高 ,其创新表现行为就会越好。

四、网络中心性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一)网络中心性与各种网络关系形态

网络中心性是一个用来描述网络结构中个人所

处的位置的重要指标 ,在评价一个人重要与否 ,衡量

他/ 她职务的地位优越性或特权性 ,以及社会声望时

常用这一指标 (罗家德 ,2005) 。“团队”(teams) 已经

成为今日多数企业的基本工作单位 ,团队中的人际

关系与互动形态具有多元化的外貌 ,各种不同的关

系便构成了不同的“网络”。在过去的研究中 ,网络

关系的形态可以归纳为下列三种 (罗家德 ,2005) :

(1)咨询网络 :咨询网络是指在工作专业中咨询

他人或者是被他人咨询的范围的大小。一个咨询网

络中心性高的人通常是常咨询别人或是常被他人咨

询的人。

(2)情感网络 :情感网络是指员工与员工感情交

往的程度。一个情感网络中心性高的人通常是常与

同事有情感交流的人。

(3)情报网络 :情报网络是指员工将正式或者非

正式的情报向谁传递或者向谁求证的程度。一个情

报网络中心性高的人通常能掌握公司内外许多正式

或者非正式的情报。

由于存在不同形态的网络 ,因此个人会在不同

的网络中拥有不同的网络中心性。在某网络中拥有

较高中心性的人 ,一般会在该网络中与较多的其他

成员发生联系 ,拥有较多的各类资源 ,从而产生较大

的影响力。

(二)网络中心性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关于网络中心性对个人创新行为的影响 ,Spar2
rowe ,et al1 (2001)对 38 个工作团队中的 190 名员

工进行实证后发现 ,咨询网络的中心性与个人工作

表现呈正向相关关系。Ibarra (1993)研究发现 ,网络

中心性会影响行政创新 ,而且网络中心性在个人特

质、正式职位与行政创新的关系间 ,具有中介的效

果。Perry - Smith & Shalley (2003) 在探讨个人创

造力与社会互动的关系后 ,认为个人创造能力会使

其在团队中有较高的网络中心性 ,而个人在网络中

的位置会对个人的创意工作 (creative work) 产生影

响 ,意即网络中心性会对个人创造力及创意表现产

生中介效果 ,但尚未进行实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员工个人在网络中的中

心性越高 ,其创新行为表现也会越好。同时网络中

心性还可能在个人知识转换能力与创新行为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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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案访谈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对三位广告界的资深

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资料的数据分析 ,采用

通行的“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它的优点就

是可以根据研究目的 ,针对访谈内容、符号与意义 ,

乃至整个沟通过程 ,客观而系统化的进行定量和定

性的描述、分析与推论 ( Patton ,2002) 。

(二)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研究成员个人知识转换能力和网络中

心性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是

想了解个人在团队中的网络中心性是不是知识转换

能力影响创新行为的中介变量。因此 ,需要研究的

对象是以团队形式开展工作的 ,并且要注重创新。

而广告业自身特征正好符合本研究的需要。本文访

谈了杭州一位广告传播公司的负责人与两家广告公

司的资深创意人员 ,受访者的基本资料如表 1。
表 1 　受访者基本资料

代号 性别 专业经验

1 女

1. 某传播公司资深总监

2. 现为某广告传播公司负责人

3. 相关经历 6 年

2 女

1. 某广告公司资深文案

2. 某广告公司 (2004 年杭州广告公司营业

额排名前三强)创意总监

3. 现为某广告公司创意总监与客户总监

4. 相关经历 5 年

3 男

1. 某广告公司设计师

2. 现为某广告公司客户总监与创意师

3. 相关经历 5 年

　　(三)分析结果

1. 个人知识转换能力的资料分析结果。在访

谈资料中 ,各受访者谈到团队成员常会观察、模仿别

人的行为 ,这是“共同化”的过程 ,体现了个人的共同

化能力。对于那些具有较高共同化能力的成员 ,他

们会更仔细地观察别人的行为 ,通过更贴切的模仿 ,

在自己实践时 ,一般都会产生更好的想法。而团队

中那些善于用口头表述或者用书面形式将自己的想

法表达出来的成员 ,比那些不善于表达的成员在创

意表现上明显要好很多。这体现了个人外化能力上

的差异对创新行为的影响。除了利用自己本身具有

的知识进行创意外 ,各受访者也提到团队中有的成

员很善于将不同的知识联系在一起 ,经过自己的思

考加工后 ,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内化能力 ,把这些知识

升华后 ,产生好的创意的情况。比如有的员工在想

法枯竭时 ,会通过“逛街”、“闲聊”等方式来获得灵

感。有个员工就是在逛街时 ,看到一家咖啡馆的广

告语 ,从中受到启发 ,结合自己正在设计的房地产广

告 ,创造出了一条实用且新颖的房地产广告语。

所采访的三家广告公司 ,都比较注重员工个人

知识转换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因此 ,它们的创意广告

做的都比较好。但是 ,对于每一个具体员工而言 ,其

知识转换能力也存在着差异。一般地说 ,那些知识转

换能力强的员工每年产生的创意广告是那些知识转换

能力弱的员工每年产生的创意广告的 2 —3 倍。这体

现了个人知识转换能力对创新行为确有正向影响。

2. 网络形态与网络中心性的资料分析结果。在

访谈资料中 ,各受访者提到成员会常向那些经验丰

富 ,能力强的团队成员进行相关咨询 ,即团队中存在

为了咨询有关工作内容的各项专业问题而进行的互

动。那些常被咨询的人自然就成了团队中的中心人

物 ,并且由于常被他人咨询 ,这些中心人物会接触到

各种问题 ,思考的面比较广 ,思考的问题也比较多 ,

从而在自己进行工作时 ,都会有较好的创新表现。

团队中 ,有的成员常与团队其他成员、相关机构、客

户等进行内外部情报交流 ,他/ 她往往成为团队中情

报沟通的桥梁 ,其他成员常会从他/ 她那里获得信

息 ,利用这些信息 ,不但可以帮助其他成员进行工

作 ,而且该成员自身在进行创意时 ,表现的也比较

好。团队成员还会经常组织爬山、唱歌等文体娱乐

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在访谈中 ,

各受访者都提到团队中的中心人物在进行创意工作

时 ,都有很优秀的表现。如其中一家广告公司的创

意总监 ,他在团队中处于核心地位 ,大家常会向他咨

询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同时他自己也拥有较多的情

报来源 ,在公司所做的 10 个创意广告中 ,有 6 个都

是由他直接产生的 ,而其他那几个创意广告 ,也是要

由他协助进行的。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 :个人在不同的网络形

态中的人际互动程度是有所差异的 ,有些成员会主

动与他人互动 ,或者成为受其他成员欢迎的人 ;有些

成员在团队中充当着“桥梁”的作用 ;同时团队中普

遍存在着中心人物。一般而言 ,网络中心性高的团

队成员的工作业绩也比较突出。也就是说 ,网络中

心性会正向影响个人的创新行为。此外 ,有些成员

会因为专业能力强、容易沟通等因素 ,使其拥有较高

的网络中心性 ,他们接触的面比较广 ,从而会有较好

的创意产生。也就是说网络中心性可能对个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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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能力与创新行为有中介效果。

六、小结

本文在研究个人创新行为、个人知识转换能力

以及网络形态与网络中心性含义的基础上 ,定性地

分析和探讨了个人知识转换能力与网络中心性对创

新行为的影响 ,并结合对三位广告界资深人士进行

的深度访谈分析 ,指出个人的知识转换能力越高 ,其

创新行为表现越好 ;个人在不同网络形态中的中心

性与创新行为呈正向相关关系。并且 ,存在网络中

心性是知识转换能力与创新行为关系的中介变量的

可能。因此 ,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 ,要注重员

工知识转换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为员工知识转换能

力的提高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 ,还应规划有效的人际

互动网络策略 ,通过员工个人网络中心性的提高 ,促

进和提升个人的创新行为 ,进而提高团队创新绩效。

对于如何定量地分析个人知识转换能力以及网络中

心性与创新行为的关系 ,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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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Conversion Capabil ities and Network Central ity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Innov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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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dividual innovation behavior contributes to enterprises’survival , and growth.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conversion ca2

pabilities , and network centrality on individual innovation behavior by interviewing three experienced practitioners of advertising firms. It illustrates

that individual knowledge conversion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behavior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innov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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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f Company’s Salary Structure Composing

ZHEN G Wen2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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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alary structure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companies in China have been analyz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salary struc2

ture of the companies and specific approach has been proposed in terms of the composing of basic salary , benefits and premium1 The writer has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salary structure should be adjusted based on different development phases of the compani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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