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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心性对企业间知识转移影响的实证研究
朱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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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别从知识接收企业和知识发送企业的角度实证分析了网络中心性对企业间知识转移效果的影

响。通过对中国通信电源行业中 126 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以及数据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知识转移双方企

业的网络中心性均会对企业间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正向影响 ,但这些正向影响并非是直接实现的 ,知识发送

企业的网络中心性通过增强其发送意愿以及发送能力而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正向影响 ,知识接收企业的

网络中心性则通过增强其吸收能力而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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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社会网络研究中基本且重要的研究议题 ,

网络中心性 (network cent rality ,NC) 是对网络内行

动者 3 种能力的衡量 ,这 3 种能力包括获取资源的

能力、控制其他行动者的能力以及不被其他行动者

控制的能力[1 ] 。近年来 , Kraatz、Tsai 等学者将网络

中心性的概念导入组织内部以及组织间知识转移问

题的研究[223 ]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 , Kraatz 等的研

究不再局限于给定的两个行动者 ,还关注两个行动

者之外的第三方联系可能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的影

响 ,因而能更确切地反映个体或组织间知识转移的

真实状况。

综观大量的文献 ,现有的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

足 :1)多数研究仅从知识接收者的角度探讨了网络

中心性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 ,研究的理论框架本

身并不完整。例如 :许小虎、项保华认为 ,当一家企

业具有高的网络中心性时 ,其可以更快地获取信息、

获得多方面的信息与技术支持[4 ] ; Tsai 通过实证证

明了接收组织越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 ,其就有越多

的获取知识的机会[3 ] 。2)多数研究者认为网络中心

性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是一种直接作用。这种建

立在网络中心性与知识转移效果之间的直接连接缺

乏对知识转移双方内驱力的解释。本文拟用实证研

究的方法 ,分别从知识接收企业和知识发送企业两

个角度来探讨网络中心性对企业间知识转移效果的

影响 ,尤其将研究当网络中心性影响知识转移效果

时知识转移双方企业的意愿和能力所发挥的中介作

用 ,以求从更深的层次来解释知识转移发生的内在

机理。

1 　研究模型与假设

111 　知识转移双方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转移意愿

的作用

传统的网络理论认为网络联结是随机的 ,但

Skvoretz 和 Agneessens 通过研究指出 ,网络联结是

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具有一定的偏好性 ,节点会倾向

于选择与技术先进、社会声望高的节点建立联结[5 ] ,

也就是说 ,在被选择的节点之间存在竞争 ,竞争的结

果是具有先进技术和良好声誉的节点能获得大量的

联结而成为网络的中心。

基于 Skvoretz 和 Agneessens 所提出的观点 ,

本文认为 ,知识转移双方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其知

识转移意愿均有正向影响 :由于被选择的节点之间

存在竞争 ,居于网络中心的企业要想继续保持其在

知识、信息获取和控制方面的优势 ,就必须维持并显

示它们在网络中的声望和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作

为知识发送企业 ,其必须向其他网络成员发送大量

的信息和知识以证明其技术实力 ,因此知识发送企

业向其他网络成员发送知识的意愿必然强烈 ;作为

知识接收企业 ,其必须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以保持

自身与其他网络成员在知识存量上的势差 ,因此它

从其他网络成员吸收知识的意愿也必定强烈。

112 　知识转移双方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转移能力

的作用

Kraatz 认为 ,接收组织居于网络的中心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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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习能力的提高[2 ] 。许小虎和项保华提出 ,网络

中心性对接收企业吸收能力的搜寻、吸收和应用阶

段都产生影响[4 ] 。Tsai 则认为 ,接收组织的网络中

心性必须与其吸收能力共同作用才能对知识转移效

果产生正向影响 ,接收组织的网络中心性本身对其

吸收能力没有影响[3 ] 。

本研究认为 ,知识转移双方企业的网络中心性

对其转移能力均有正向影响 :知识发送企业若具有

高的网络中心性 ,则代表它曾与众多网络成员有紧

密合作的关系、具备一定的经验 ,可以采用恰当的方

式如隐喻或让接收者干中学来有效提高接收者对知

识的吸收程度[628 ] ,因此其向其他网络成员发送技术

知识的能力必然很强 ;对于接收企业而言 ,由于网络

中心性本身是对网络内行动者控制、获取资源的能

力的衡量 ,因此其网络中心性与其吸收能力之间也

必然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鉴于知识转移双方的意愿以及能力对知识转移

效果的正向影响已得到大量理论研究以及实证结果

的支持 ,本文在此不再赘述。根据上述分析以及相

关文献的研究结论 ,本研究提出如下概念模型以及

研究假设 :

图 1 　网络中心性对企业间知识转移影响的概念模型

　　H1 :知识发送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其发送意愿

有正向影响 ,并会进一步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正向

影响。

H2 :知识发送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其发送能力

有正向影响 ,并会进一步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正向

影响。

H3 :知识接收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其接收意

愿有正向影响 ,并会进一步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正

向影响。

H4 :知识接收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其吸收能力

有正向影响 ,并会进一步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正向

影响。

2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211 　问卷设计与回收

本研究以国内通信电源行业内的多家企业为研

究对象 ,调查问卷由接受调查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填

写。填写问卷的技术负责人首先将自身所在企业作

为知识接收企业 ,并在行业内选择一家曾向其所在

企业发送过技术知识的企业作为知识发送企业 ,然

后分别对两家企业的网络中心性、知识转移意愿与

能力、两家企业之间知识转移的效果进行评价。本

研究共向 223 家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发放了问卷 ,回

收了 168 份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 126 份 ,问卷有效回

收率为 5615 %。

212 　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大部分变量的测量是参考已有文献的

测量量表 ,并根据本研究的需要进行了适当的修正 ;

小部分变量的测量是根据变量的定义并结合实际的

研究背景 ;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

的形式 ,由被调查者直接打分。

如图 1 所示 ,本研究关注的是知识双方企业的

网络中心性如何通过增强其知识转移的意愿以及能

力进而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影响 ,因此本研究的自

变量是知识转移双方企业的网络中心性 ,因变量为

企业间知识转移效果 ,而知识转移双方的意愿以及

能力则是本研究的中介变量。

21211 　自变量

在一般的研究中 ,网络中心性被分为 3 种形式 :

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间中心性[9211 ] 。如果

一个行动者与网络内的许多其他行动者有直接联

结 ,则该行动者就具有较高的点度中心性 ;如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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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能通过短的路径与网络内的许多其他行动者

相连 ,则该行动者就具有较高的接近中心性 ;如果一

个行动者在网络内其他行动者之间相连的最短路径

上占据了中间人的位置 ,则该行动者就具有较高的

中间中心性。

Giuliani、王晓娟等从上述 3 种网络中心性的定

义出发总结出 5 个题项来对网络中心性进行测

量[12213 ] 。本研究参考了王晓娟等的测量量表 ,也用

5 个题项分别对知识发送企业的网络中心性 ( N CS)

与知识接收企业的网络中心性 ( N CR) 进行测量。

这 5 个题项分别为 :其他企业是否都了解被调查企

业的技术能力 ;其他企业是否能容易地与被调查企

业建立技术交流关系 ;当需要技术建议或技术支持

时 ,其他企业是否经常希望被调查企业提供技术支

持 ;当需要技术建议或技术支持时 ,被调查企业是否

经常希望其他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网络内其他企业

之间的技术交流是否经常要通过被调查企业的中间

介绍才能进行。

21212 　中介变量

1) 知识发送企业的发送意愿 ( t ransfer motiva2
tion of knowledge2source enterp rise ,用 T M S 表示

该变量) 。

对于知识发送企业而言 ,知识的转移代表一种

成本 ———帮助接收企业理解知识所需要付出的时

间、精力以及努力[14 ] 。同时 ,出于对所有权、特权以

及优势地位的考虑 ,企业间的知识转移也往往伴随

着所谓的“知识权力”综合症 ,这使得知识发送企业

不愿意轻易将知识转移出去。

本文从知识发送企业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投入的

人力、设备、资金以及时间等角度、用 4 个题项对知

识发送企业的发送意愿进行测量。

2) 知识发送企业的发送能力 (t ransfer capacity

of knowledge2source enterp rise ,用 T CS 表示该变

量) 。

在本研究中 ,知识发送企业的发送能力是指其

对潜在接收者的需求和吸收能力进行准确评估的能

力 ,以及清楚地向接收者表达所要转移的知识的能

力。

根据上述定义 ,本文用 3 个题项来测量知识发

送企业的发送能力 ,即 :是否有丰富的发送技术知识

的经验 ;是否清楚地知道接收企业需要哪些技术知

识 ;是否能用恰当的方式向接收企业阐述其所要转

移的技术知识。

3) 知识接收企业的接受意愿 (absorptive moti2

vation of knowledge2receiving enterp rise ,用 A M R

表示该变量) 。

知识转移对知识接收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成

本 ———知识接收企业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时间以

及精力搜寻知识 ,判断知识源企业所提供知识的真

实性和价值 ,消化、吸收知识发送企业的知识。此

外 ,知识接收企业向外部寻求知识将暴露自己在知

识上的缺陷、招致不必要的竞争风险 ,因此 ,有学者

指出 ,尽管知识接收企业是知识转移中的主要受益

者 ,但当其缺乏接收动机时 ,其也可能会故意拖延、

被动应付、虚假接收、暗中破坏或直接拒绝实施和利

用新的知识。

本研究仍从企业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投入的人

力、设备、资金以及时间等角度、用 4 个题项来对知

识接收企业的接收意愿进行测量。需要说明的是 ,

为了检测收集数据的真实性 ,本文在测量知识接收

企业的接收意愿时还特别添加了一个反向题项 ,即 :

没有配备专门的技术人员处理或筛选相关的知识。

4) 知识接收企业的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2
pacity of knowledge2receiving enterp rise , 用 A CR

表示该变量) 。

Cohen 和 Levinthal 等认为 ,知识接收企业的吸

收能力是一家企业评估、消化和应用新知识的能

力[15 ] 。

根据 Cohen 和 Levint hal 等的定义 ,本研究用

如下 4 个题项来测量知识接收企业的吸收能力 ,即 :

清楚地知道要获取什么知识的能力 ;准确地评价外

部知识的价值的能力 ;消化外部知识的能力 ;将吸收

的知识进行局部修改以应用于新的市场、产品或服

务的能力。

21213 　因变量

关于知识转移效果 (effect of knowledge t rans2
fer ,用 E K T 表示该变量) 的度量问题 ,学界至今还

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测量所包含的内容来看 ,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方面对其进行测量 :知识转

移的容易性[14 ,16 ] ; 接收方对知识转移的满意程

度[16217 ] ;接收方的知识基础的变化[18 ] ;知识被转移

后在接收方的再创造程度[18 ] ;知识转移实施后接收

方绩效的变化[ 18 ] 。本研究在测量企业间知识转移

效果时 ,保留了知识转移的容易性、接收方对知识转

移的满意程度、知识被转移后在接收方的再创造程

度、接收方知识基础的变化这 4 个方面的内容 ,删除

了知识转移实施后接收方绩效的变化这一内容 ———

这是因为笔者认为接收方绩效的变化还会受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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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只用知识转移

来解释接收方绩效的变化过于片面 ,因此予以删除。

本文主要用以下题项对上述 4 方面内容进行测

量 :发送企业的技术知识转移到接收企业的容易性 ;

接收企业对知识转移的满意程度 ;接收企业所吸收

的知识的量 ;接收企业对发送企业技术依赖的降低

程度 ;技术知识被转移后其被接收企业应用于新的

产品或服务的程度。为了检测收集数据的真实性 ,

本研究在对知识转移效果的测量中也特别添加了 1

个反向题项 ,即 :知识被接收方吸收后只有很少一部

分被应用于其他项目。

213 　数据的预处理

根据收集的有效数据 ,本研究首先对量表进行

了效度和信度分析。效度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

析 ,并在因子分析前进行 KMO 样本测度和 Bartlet t

球体检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进行 Vari2
max 旋转 ;在因子个数的决定上 ,以特征值大于 1 为

选择标准。分析结果表明 ,所有变量均通过了 Bart2
let t 球体检验 ( P < 010001) , KMO 系数均大于 017。

在因子分析中 ,只有一个题项自成一个因子、不具有

内部一致性 ,因此对其予以删除 (该题项为测量接收

企业的接收意愿时设置的反向题项) ,其余各题项均

符合效度分析的评判标准。信度分析在删除了效度

分析中的不合格题项之后进行 ,经检验 ,所有变量的

Cronbach’sα值均大于 018。效度和信度分析的具

体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效度和信度检测结果

变量

发送企业的

网络中心性

( N CS)

接收企业的

网络中心性

( N CR)

发送企业的

发送意愿

( TM S)

发送企业的

发送能力

( T CS)

接收企业的

接收意愿

( A M R)

接收企业的

吸收能力

( A CR)

知识转移效果

( E K T)

KMO 01811 01749 01841 01814 01 845

Cronbach’sα 01891 01865 01915 01 905 01 936 01 902 01 820

3 　实证分析

311 　简单相关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 ,本文首先利用 SPSS1510

软件对知识转移双方企业的网络中心性、转移双方

企业的意愿以及能力、知识转移效果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具体的相关系数见表 2。
表 2 　Pearson 相关系数表

N CS N CR TMS TCS A M R A CR

TMS 01529 3 3 1

TCS 01630 3 3 1

A M R
01173

(01053)
1

A CR 01368 3 3 1

E KT 01259 3 3 01202 3 01304 3 3 01364 3 3 01373 3 3 01356 3 3

　　注 :“3 3 ”、“3 ”分别表示两两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检验的 t 统计

量的显著性概率小于 0101 和 01 05 (双尾) ;第 3 列第 3 行中括号内的

值是 NCR 与 AMR 之间相关系数检验的 t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 (双

尾) 。

　　由表 2 可以看出 ,接收企业的网络中心性与其

接收意愿的相关系数检验的 t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

为 01053 ,大于 0105 ,可以认为接收企业的网络中心

性与其接收意愿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假设 3 部分

不成立 ,即接收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其接收意愿没

有显著影响。

312 　回归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探讨知识转移双方企

业的意愿以及能力在网络中心性影响知识转移效果

时的中介作用 ,因此回归分析采用温忠麟、Baron 和

Kenny 等学者所提出的中介变量的界定办法以及

检验程序按如下步骤进行 :

1)检验自变量是否显著影响因变量。2)检验自

变量是否显著影响中介变量。3)检验中介变量是否

显著影响因变量。4)如果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均显著

影响因变量 ,则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一起进入回归方

程 ,检验在引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是否还能显著影

响因变量 :如果自变量不再显著影响因变量 ,则说明

是完全中介过程 ,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完全是

通过中介变量来实现的 ;如果自变量仍然显著影响

因变量 ,则说明只是部分中介过程 ,即自变量对因变

量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实现的[19220 ] 。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接收企业的网络中心性与其接

收意愿显著不相关 (见 311 节内容) ,因此不再检验

接收企业的接收意愿在网络中心性影响知识转移效

果时的中介作用。具体的检验程序以及回归模型如

下 :

E K T = c1 ×N CS + c2 ×N CR + e1 ; (1)

TM S = a1 ×N CS + e2 ; (2)

TCS = a2 ×N CS + e3 ; (3)

A CR = a3 ×N CS + e4 ; (4)

E K T = b1 ×TM S + b2 ×TCS + b3 ×A M R +

b4 ×A CR + e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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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T = c1′×NCS + c2′×NCR + b1′×TMS +

b2′×TCS + b3′×AMS R + b4′×ACR + e6。 (6)

为了剔除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 ,对所有回归均

采用逐步回归 ,未发现有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的

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回归参数表

回归方程 因变量 自变量 标准化系数 (β) T S i g1 R2

方程 1 E K T
N CS

N CR

c1

c2

01 237

01 172

21 737

11 986

01007

01049

01096

方程 2 T MS N CS a1 01 529 61 947 01000 01280

方程 3 TCS N CS a2 01 630 91 044 01000 01397

方程 4 A CR N CR a3 01 368 41 401 01000 01135

方程 5 E K T

TM S

TCS

A M R

A CR

b1

b2

b3

b4

01 209

01 308

01 339

01 240

21 202

31 244

31 977

21 765

01030

01002

01000

01007

01388

方程 6 E K T

N CS

N CR

TM S

TCS

A M R

A CR

c1’

c2’

b1’

b2’

b3’

b4’

- 01 003

01 003

01 209

01 308

01 339

01 240

- 1 032

01 037

21 202

31 244

31 977

21 765

01974

01971

01030

01002

01000

01007

01388

　　由表 3 可以看出 ,知识转移双方企业的网络中

心性对知识转移效果的正向影响原本显著 ( t 统计

量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 01007 和 01049 ,均小于

0105) ,但在引入知识发送企业的发送意愿以及能

力、知识接收方的吸收能力这 3 个中介变量后 ,知识

转移双方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

不再显著 (t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分别变成了 01974

和 01971 ,均大于 0105) ,因此可以认为知识发送企

业的发送意愿和能力、知识接收企业的吸收能力是

网络中心性与知识转移效果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

综上 : 1) 假设 1、假设 2 和假设 4 完全成立。

即 :知识发送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其发送意愿以及

发送能力均有正向影响 ,并会进一步对知识转移效

果产生正向影响 ;知识接收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其

吸收能力有正向影响 ,并会进一步对知识转移效果

产生正向影响。2) 假设 3 部分成立。即 :知识接收

企业的接收意愿对知识转移效果有正向影响 ,但接

收企业的接收意愿在其网络中心性影响知识转移效

果时没有中介作用。

4 　结论

本文分别从知识发送企业以及知识接收企业两

个角度来探讨网络中心性对企业间知识转移效果的

影响 ,以及知识转移双方企业的意愿、能力在网络中

心性影响知识转移效果时的中介作用。通过对国内

通信电源行业中 126 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以及数据

分析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

1) 不仅知识接收方的网络中心性对知识转移

效果有正向影响 ,知识发送方的网络中心性也会对

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正向影响。

2) 知识发送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企业间知识

转移效果的正向影响并不是直接的 ,而是通过知识

发送企业的发送意愿、发送能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

的。

3) 知识接收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对企业间知识

转移效果的正向影响也不是直接的 ,而是通过知识

接收企业的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4) 与预期不同的是 ,知识接收企业的网络中心

性对其接收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笔者认为这可能

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 ,居于网络中心的企业若向其他

网络成员寻求知识 ,则会暴露自己在知识上的缺陷 ,

招致不必要的竞争或降低其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 ,

因此其从网络中其他企业吸收知识的意愿不强或者

即使有意愿也表现得并不强烈 ;第二 ,具有高度网络

中心性的企业在知识或技术方面已经比其他网络成

员先进 ,因此其向网络中其他企业吸收知识的意愿

不强。

本文所得结论对企业间知识转移实践具有如下

启示作用 :1)居于网络中心可使企业拥有大量的联

结 ,这不仅使其有更多获取知识的机会 ,还有助于提

高其吸收能力 ,因此企业应努力与网络内更多的企

业建立联结 ,如此才能有更多获取知识的机会 ,并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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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高吸收能力更好地把握这些机会、获取更多的

技术知识、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2)企业在发送技术

知识时 ,除应考虑一般情景因素外 ,还应根据接收企

业的网络中心性对其吸收能力做初步评估 ,并采取

针对性的措施 ,从而使知识转移活动更加有效和迅

速 ,使自己所拥有的技术知识能在更短的周期内转

变为预期的经济利益以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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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Effect of Network Centrality on Inter2enterprise Knowledge Transfer

Zhu Yali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 he effect of network cent rality on inter2enterprise knowledge t ransfer f rom t he perspectives of bot h

knowledge2receiving enterprise and knowledge2source enterprise1Based on t he investigation date about 126 enterprises of communication power

supply indust ry in China ,it draws t 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 he network cent ralities of bot h t he receiving enterprise and t he source enterprise

have positive effect s on inter2enterprise knowledge t ransfer ;however ,t hese impact are not direct ,and t he network cent rality of source enterpris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t ransfer t hrough st rengt hening it s t ransfer motivation and t ransfer capacity ,while t he network cent rality of

receiving enterpris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t ransfer t hrough st rengt hening it s absorptive capacity1

Key words : network cent rality ; inter2enterprise knowledge t ransfer ; empir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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