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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自主创新的角度 ,运用组织学习机制 ,揭示了企业知识结构演化的内在机理 ,构造了自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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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成长的根本在于企业拥

有的知识 ,不同的知识结构塑造了企业的异质性 ,使

企业产生了不同的核心竞争力 ,形成了不同的竞争

优势。企业知识体系的获取和结构调整均不同于有

形的实物性资源 ,很难通过资源的配置来实现 ,它是

一种演化过程 ,即企业内各种形式的知识在时间和

空间上有目的的转移、提升。自主创新是推动企业

知识结构演化的战略基点 ,本文尝试从自主创新的

视角 ,探讨企业知识结构演化机制 ,为企业有效地利

用知识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奠定基础。

1 　理论概述

111 　自主创新的内涵及特点

自主创新是我国最先提出的一个组合名词 ,我

国学者借鉴国外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基础 ,提出了

自主创新的相关理论。最早对自主创新进行明确论

述的是中国科学院的杨德林、陈宝春 ,他们认为 ,自

主创新是指企业依靠自身力量独自研究开发进行技

术创新的活动 ,其特点表现为 :在核心技术上自主突

破 ,关键技术的领先开发 ,新市场的率先开拓[1 ] 。我

国科技部副部长尚勇提出自主创新包括三方面的含

义 ,即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和再创新 ,这为自主创新内涵的扩大奠定了基础[2 ] 。

国内学者张炜、杨良选将自主创新定义为 :在解决所

有面临的科技问题的过程中 ,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

力 ,应用新思想、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

新模式等因素 ,研究开发出得到社会承认的新成果

的一系列活动组合[3 ] 。

国外学者对自主创新的研究源自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工业化国家对技术创新道路的选择 ,韩国的金

麟洙在分析韩国企业的创新机制时 ,主要从 4 个方

面进行论述 ,即全球技术框架、组织结构框架 ,企业

层面上的主动学习与技术转移 ,提出影响韩国企业

自主创新的关键要素是吸收能力、技术需求 ,技术供

给和技术学习的动力 ,并概括了 3 种自主创新模式 ,

即渐进式追赶模式、跳跃式追赶模式和创造新的技

术轨道[ 4 ] 。

总结和归纳国内外学者对自主创新特点的研

究 ,可见 ,自主创新的特点包括技术突破的内生性、

技术与市场的率先性、知识和能力支持的内在性 ,以

及新颖性、价值性、系统性和高风险性。对上述自主

创新的定义和特点进行分析 ,本文认为自主创新是

技术创新的高级表现形式 ,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掌握

相关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112 　企业知识结构体系构成

对于企业知识结构体系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知

识载体角度、知识价值角度和知识的属性等方面对

其进行了研究。

从知识载体角度分析 , Anand 认为 :企业知识

结构由两部分组成 ———员工知识和客户知识[5 ] 。国

内学者张晓玲、王文平在此研究基础上 ,按层次性分

类 ,认为企业知识结构应包括个体层次的知识结构、

团队层次的知识结构和企业层次的知识结构[6 ] 。从

知识价值角度分析 ,贝克尔 (Becker) 将企业知识区

分并定义为三种类型 :通用知识、企业特有知识和产

业特有知识[7 ] 。国内学者应力、钱省三通过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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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 ,企业知识结构可分为核心知识、基本知识

和一般知识[8 ] 。曹兴、李瑞从知识属性角度分析认

为[9 ] :企业的知识结构由 4 种知识构成 ,即经验性知

识、概念性知识、系统性知识和作业性知识。

借鉴以上观点 ,本文从自主创新的视角 ,根据企

业知识结构中各种知识类型 ,将企业知识划分为 4

种类型 ,即创意知识、核心知识、基础知识和公共知

识。创意知识是指那些处于萌芽阶段但却能够引发

企业经营变革的知识 ;核心知识是一家企业区别于

其他企业的标志 ,对企业的独特地位有重大影响 ,体

现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基础知识是指完成企业各

项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和最基本的知识 ,如企业管理

方面的知识、企业创新文化和特有的专业知识等 ,这

类知识是企业核心能力形成的基础 ;公共知识类似

于贝克尔提出的产业特有知识 ,该类知识对处于同

一产业的不同企业具有相同的价值。

2 　组织学习机制与企业知识结构演化

211 　组织学习机制

Huber 指出 ,组织学习来自于组织与其环境之

间的适应性和操作性的交互作用 ,它既包括组织被

动适应现实的过程 ,也包括组织应用知识、积极促进

自身与其环境相匹配的过程。组织学习的行为是多

方面的行动 , 其目的在于目标知识 ( objective

knowledge) 的获得和技能的发展 ( skill develop2
ment) [ 10 ] 。随着知识价值被视为创造企业无上价值

的最重要资产 ,组织学习以围绕知识获取、扩散与创

造为主要内涵。

Ortega 认为组织学习机制表现为以下 4 个方

面[11 ] :一是新知识的选取 ,这一环节需要通过企业

管理者的认知过程和企业员工的学习过程才能把

握 ;二是组织知识的共享和扩散 ,这一环节是组织知

识创造、分享和传播的过程 ;三是形成共有思维模

式 ,这一环节是对组织知识进行整合、归纳、提炼的

过程 ;四是组织目标驱动 ,这一环节是对已获得的组

织知识进行反思的过程 ,主要以反思式学习为主。

212 　企业知识结构演化过程

在自主创新的导向下 ,企业知识结构演化的高

级表现形式是形成企业的核心知识 ,这是培育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 ,演化过程表现为组织知

识的内部转化与融合 ,知识转化的内容表现为不同

性质的知识之间的转化和不同主体、不同层次之间

的知识转化。企业知识结构的演化过程表现为 4 个

阶段。

第一阶段 :公共知识向创意知识的转化。公共

知识以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形式存在 ,企业可以

通过不断地努力学习从外部吸取获得。并且 ,公共

知识会分布于企业的不同部门、不同环节和不同个

体 ,其转化形式为 :明晰性知识转化为默认性知识 ,

即知识内化 ;个体默认性知识向组织默认性知识转

化 ,即知识社会化 ,其中创意知识以隐性知识的形式

存在。

第二阶段 :创意知识向核心知识的转化。从创

意知识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知识 ,是将存在的意念或

从未付诸行动的想像力层次的知识的具体化过程 ,

通过一部分创意知识逐渐在思维中具体化 ,最终形

成明确的新产品。其转化形式为 :默认性知识转化

为明晰性知识 ,即知识外化 ;个体明晰性知识转化为

组织明晰性知识 ;经转化所形成的核心知识是企业

完全个性化的知识。

第三阶段 :核心知识的共享。随着知识转移效

率的提高 ,核心知识的跨层交流得以实现 ,通过不同

性质的知识之间的转化和知识在不同主体、不同层

次之间的转化和融合 ,核心知识逐渐被分享和传播 ,

通过扩散而成为一种群体的共识。

第四阶段 :核心知识共享向基础知识的转化。

基础知识既包含显性知识又包含嵌入在特定组织和

文化中的隐性知识 ,是企业知识创新的基础。核心

知识在共享过程中形成企业新的基础知识 ,并被注

入到企业知识库中 ,从而增加了企业原有的基础知

识积累 ,而不再应用于企业经营过程的过期知识则

被淘汰。

213 　组织学习与企业知识结构演化过程

组织学习机制的各个环节与企业知识结构演化

的各个阶段密切相关。图 1 显示了组织学习各环节

与企业知识结构演化各阶段的关系。甄别并获取新

知识相当于公共知识向创意知识的转化阶段。在这

一环节中 ,通过“联结外显知识”,挖掘隐含在企业内

部各环节的隐性知识 ,并将之概念化 ,进而转化为组

织的创意知识。组织学习的第二个环节 (即组织知

识的共享和扩散) 与创意知识向核心知识的转化阶

段密切相关 ,两者的共同目的是通过不断挖掘隐含

在企业内部各个环节的隐性知识 ,实现新知识的分

享和扩散 ,为下一步核心知识的共享提供条件和基

础。组织学习的第三个环节 (即整合并形成共有思

维模式)与核心知识共享阶段相一致 ,两者的共同目

的是从离散的组织知识中提炼、概括、归纳核心知

识 ,实现知识的跨层交流。组织学习的第四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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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组织目标驱动)与核心知识共享向基础知识的转

化阶段相关。组织目标驱动是组织对已获得的知识

进行有效反思、总结经验、发现不足 ,为知识创新寻

找最佳的学习方法和路径 ,使企业知识结构体系与

外部环境达到动态匹配的过程。

图 1 　组织学习与企业知识结构演化关系示意图

3 　自主创新与企业知识结构演化关系
模型构建

311 　自主创新与企业知识结构演化关系分析

自主创新与企业知识结构演化之间是互动的关

系 :企业知识结构的演化推动着自主创新的发展 ;自

主创新反过来又会对企业知识结构演化起到促进或

阻碍的作用 ,即以正确的自主创新战略为导向 ,自主

创新则会促进企业知识结构演化向着有利于实现企

业目标的方向发展 ,反之 ,则会起到阻碍作用。

从企业知识结构演化的角度来看 :首先 ,企业知

识结构的演化来源于企业内部对自主创新的追求。

这种追求成为企业知识结构演化最为有效的内部驱

动力 ,为企业知识结构演化提供了发展方向 ,为创新

主体指明了企业应该开发哪些知识 ,使企业对所观

察到的或所创造的信息及知识的价值做出判断 ,促

进企业知识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使之有利于实现自

主创新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其次 ,企业知识结构演

化来源于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和驱动。外部驱动力

包括行为者和环境要素 ,其中 ,行为者包括客户、竞

争者和技术合作者 ,环境要素包括技术环境和竞争

环境。这表明 ,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

积极寻找新的技术 ,积极活跃的知识创造活动则有

助于提高企业与外部知识交流的频度和速度 ,加速

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速度 ,大大促进合作各

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从自主创新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 ,正确的自主创

新战略能够引导企业的知识结构向有利于提高企业

适应力的方向演化。自主创新战略是激发组织学习

的内在动力 ,在知识结构生成和演化过程中 ,学习扮

演了重要角色 ,通过组织内部学习重整和构建企业

内现有的知识 ,增加知识存量 ,有助于企业知识结构

的调整和演化 ,有助于提升企业对外界环境变化的

适应能力。另一方面 ,错误的自主创新战略则会使

企业的知识结构与其适应能力不匹配 ,导致企业在

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失败。

312 　自主创新与企业知识结构演化关系模型

　　通过以上分析 ,笔者构建了自主创新与企业知

识结构演化关系模型 (如图 2 所示) 。具体内容包括

4 个方面 :第一 ,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进企业中

的个体和群体积极开展知识创造活动 ,培养了员工

强烈的创新意识。第二 ,企业知识结构体系的演化

图 2 　自主创新与企业知识结构演化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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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层次内和层次间的知识结构演化 ,层次内的知

识结构演化促进专业知识的提升 ,使已有的知识结

构的宽度和深度变大 ,知识在量和质这两方面得到

提升。层次间的知识结构演化主要表现为知识传

播、知识共享。组织学习为这两个层次的知识活动

提供了作用机制 ,使之处于一种持续的良性循环中。

第三 ,企业知识结构的演化为自主创新提供了持续

的动力 ,促使企业的自主创新战略向更高层次发展 ,

为企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提升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

础。第四 ,自主创新对企业知识结构的演化发挥着

重要作用 ,即加速了创意知识向企业核心知识的转

化 ,促进了企业核心知识的跨层交流 ,使企业内部更

容易通过电脑知识库和网络系统实现知识的存储、

复制和传播。第五 ,企业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会引

起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反应 ,这种反应被反馈到企业

的知识活动中 ,进而引起新一轮的自主创新活动。

4 　启示

认识企业知识结构演化机制 ,其目的在于促进

企业知识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实现企业知识资源的

充分利用 ,并使其产生最大效益 ,推动企业知识创新

的可持续发展。知识管理人员应注意检查和监控知

识结构演化过程中的各个步骤环节 ,了解各个环节

的执行情况 ,查找其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加以解决 ,

从而使各项知识活动都能够顺畅进行。因此 ,企业

的知识管理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1)充分了解企业拥有的知识资产 ,预测知识资

产对企业自主创新所能提供的基础和动力 ,根据实

际需求及应用条件的限制 ,积极吸收和创造能够能

给企业带来最大价值的知识 ,避免“知识浪费”。

2)根据企业知识结构演化的需要 ,创造适宜的

组织学习情景。为企业知识结构体系的演化提供引

导和支持 ,增强企业内部各部门及企业与外部环境

的交流和互动 ,使知识的潜力得到最有利的发挥 ,实

现知识结构的持续进化。

3)人力资源开发。从人才结构方面来优化企业

知识结构 ,明晰人才结构与企业知识结构的对应关

系 ,使企业的人才结构不断适应企业的知识结构。

4)制定激励制度 ,增强企业员工学习与创新的

动机 ,提升知识创新效果。制定制度面与心理面兼

顾的激励措施 ,调动员工参与并投身于企业自主创

新的积极性 ,确保知识创新的成效能在企业中发挥

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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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volution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Ma Shuwen
(Center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anagemen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 From t he perspective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 t his paper reveals t 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 he enterprise knowledge st ructure

t hrough us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echanism ,and const ruct s t he relation model wit h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t he evolution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st ructure ,which provide t he t 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empirical research on ways and mean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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