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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文献梳理和分析的结果显示 :随着对知识和信息认识的深入 ,交易成本理论不足以解释知识转

移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问题 ;不管是隐性知识 ,还是显性知识 ,都不等同于信息 ;知识的获取过程是一个学

习过程 ,既需要耗费时间 ,也需要消耗资源 ,从而构成学习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以信息不对称假设替代了

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与信息均匀分布假设 ,并引发了所谓的“信息范式”;而在知识不对称且信息不对称假

设下所探讨的学习成本概念 ,则意味着对隐性知识显性化、SECI 模型、企业核心能力、战略联盟、产业集群

以及国际间技术转移组织形式等问题的研究 ,将拥有一个逻辑一致的经济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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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成本理论 :从新古典范式到
信息范式
　　传统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核心 ,认为价格能够

自动调节生产和传递信息 ,企业之间既在劳动力和

资本的投入上不存在质量差异 ,也在知识、技术和信

息上没有什么不同。知识与信息均匀分布假设所演

绎的推论是 ,企业可以免费获取所需要的交易信息、

生产知识和技术 ,市场交易及其利润的实现既不存

在摩擦 ,也不需要支付成本。

科斯 (R1 Coase)及其交易成本理论对传统经济

学进行了修正。科斯认为 ,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

物”,交易成本包括 : ①“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 ,主要

是信息成本 ; ②“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 ③利用价

格机制过程中存在的其他不利因素所产生的成

本[1 ] 。需要指出的是 ,一方面 ,科斯的交易成本与后

来新制度经济学所论述的交易成本存在部分差

异 ———科斯认为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运输成本和信

息传输成本也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 ;另一方面 ,尽管

他认识到交易信息的获取需要付出成本 ,但仍然假

定“那个正在生产的人”不存在任何障碍就能够完全

接受并理解别人的“良好的判断力和知识”[1 ] ,即生

产知识的获取和学习不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

在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 , 威廉姆森

(O1 E1 Williamson)主要从机会主义的角度对交易

成本的来源和类型进行了分析。威廉姆森指出 ,“机

会主义是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概念”[2 ] ,“机会主义

是指信息不完整或受到歪曲 ,尤其是指旨在造成信

息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3 ] 。

针对交易过程中的信息问题 ,阿罗 ( K1 Arrow)

认为 ,非市场组织或以市场为辅助的组织是节约高

昂的信息成本的产物[4 ] 。达尔曼 ( K1 Darman) 则把

所有交易摩擦归结为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 ,认为

所有形式的交易成本都可以简化为信息成本[5 ] 。斯

蒂格勒 ( G1 Stigler) 在列举了与交易相关的各种活

动及其产生的成本后 ,认为交易中的各种活动都是

朝着减少不确定性并使交易双方的行为成为可预见

的方向努力的 ,因而“交易成本是人们从无知到无所

不知的运输成本”[6 ] 。

总之 ,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理论指出了传

统经济学中完全信息假设的缺陷 ,从利用价格机制

需要付出成本出发 ,为现代经济学“信息范式”[7 ] 的

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 ,由于交易成本理论

关注的焦点是信息不对称及其引发的机会主义行

为 ,在有关知识的问题上 ,要么继续沿用新古典经济

学的知识均匀分布假设 ,要么把知识混同为信息 ,并

作为交易成本的诱发因素 ,知识本身并未纳入其分

析视野当中。其隐含的假设是 ,知识的获取、转移、

消化和吸收不需花费时间 ,也不需要消耗资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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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德姆塞茨 ( H1 Demsetz) 所说 ,“虽然人们已经开

始承认获得交易信息或管理控制信息需要花费成

本 ,但是还是假定生产信息的获取不需要成本”,“笔

者想强调的是被人们所忽略掉的其他问题 ,经济组

织 ,包括企业在内 , ⋯⋯,获得、维持和使用知识需要

付出成本”[ 8 ] 。

2 　知识的交易与转移成本

近几十年来 ,随着战略管理理论的兴起 ,企业竞

争优势的来源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焦点问题。人们

逐渐认识到 ,具有异质的、路径依赖的、不可交易和

难以模仿的知识体系以及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

力 ,是组织持久竞争优势的最终源泉[9 ] 。因而 ,“竞

争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如何在组织的背景下高效地创

造和转移知识 ,从而导致了知识基础论的产生”[10 ] 。

知识基础论以哈耶克 ( F1 Hayek) 、彭罗斯 ( E1
Penrose)等学者的研究为先驱 ,经认识论学者波兰

尼 (M1 Polanyi) 和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 ( R1 Nel2
son) 、温特 ( Sideny G1 Winter) 等的进一步研究而

得到极大的丰富。该理论认为 ,企业是知识的集合

体 ,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投入是个人和组织所拥有

的各种知识 ,生产过程也就是拥有各种知识的个人

相互协作和努力的过程。因而 ,企业可以被看作是

将分散的知识积聚起来并降低知识交易成本的一种

制度安排[11 ] 。

随着知识基础论研究的深入 ,知识的转移成本

问题被纳入研究视野。1996 年 ,詹森 ( M C1 J ens2
en)和麦克林 ( W H1 Meckling) 提出了知识转移成

本 (cost of t ransfer knowledge) 的概念 :“我们个人

所具有的计算和认知系统是一种具有有限储存和处

理能力的稀缺资源 ,包括有限的输入、输出渠道 ,人

类 (有限)的智力和认知能力意味着储存、处理、转移

和接受知识是成本高昂的行为”[12 ] 。他们以购买

一本书并不等于拥有书中的知识为例 ,指出了知识

转移与普通物品转移和信息交流的不同 ,认为知识

的转移是指“知识的有效转移 ,而不仅仅指交流信

息”[12 ] 。

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 ,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分

别提出了知识的理解成本和表达成本问题。德姆塞

茨 (Demsetz) 指出 ,运用智力来理解资料和信息的

费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理解费用是指“理解针对某

一特定问题的特定资料来源而必须花费的智力上的

时间和精力”[8 ] ,个人的知识水平的不同、理解过程

时间的长短 ,以及在处理同类资料中获得的智力资

本量等因素 ,导致理解费用的高低因人而异。威廉

姆森 ( Williamson) 则注意到 ,知识交流过程经常受

到语言的限制 ,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不同 ,对同

一交流话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囿于语言上的困难 ,

人们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因而 ,知识发送者因

无法对知识进行完备的说明而导致的成本 ,也就是

知识的表达成本[3 ] 。

针对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问题 ,提斯 ( Teece) 研

究了技术交易费用及其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组织

形式的影响。提斯的实证研究表明 ,国际间技术转

移的交易费用之高有时候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在其

研究的大量案例中 ,一般占到样本总项目成本的

2 %～59 %[13 ] 。提斯认为 ,技术转移的组织形式是

由技术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的 :隐性成分越多的技

术 ,市场交易费用越高 ,跨国公司就越可能以内部交

易即以直接投资设厂的方式转让技术 ;明晰成分越

多的技术 ,市场交易费用越低 ,以出让技术使用权的

方式将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将变得可能[17 ] 。

在提斯的另一篇文献《多产品企业的一个经济

学理论》中 ,提斯把技术交易成本归结为两大类 :一

是有限理性导致包括信息成本和认知能力缺陷带来

的理解成本与表达成本 ;二是机会主义导致交易不

能进行的损失和防范机会主义所带来的费用[14 ] 。

显然 ,上述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知识与技术的转

移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交易问题 ,除了因信息不完全

和不对称所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交易成本之

外 ,知识的表达、传输和理解都需要付出成本和代

价。从知识获取者的角度看 ,这些成本和代价最终

都要归结到学习者为所获知识而付出的成本即学习

成本上。但是 ,学者们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学习成本

概念 ,而是以知识或技术的交易成本、转移成本以及

表达、传输、理解成本等彼此交叠或分散的概念而予

以阐释 ,从而导致系统化和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难

以建立起来。

3 　知识、显性知识与信息

长期以来人们对知识与信息的认识缺乏广泛共

识 ,这也许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

踟蹰不前的重要原因。因此 ,在探讨学习成本及其

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之前 ,有必要首先对相关问

题进行梳理。

311 　从“完全显性知识的理想”到显性知识与隐性

知识的划分

自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以来 ,对理性的追求伴随

着人们一直拥抱着所谓的“完全显性知识的理想”
(t he ideal of wholly explicit knowledge) ,正如秉持

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的挪威哲学家约翰内森 ( K1 S1
Johannessen)所言 ,“知识和语言不可分离地交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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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知识应当用一种语言来表达已经变成了一种

无条件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 ,拥有不能用语言来

充分表达的知识的可能性 ,是完全不可理喻的”[15 ] 。

科学精神的崛起和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使近现

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类对于自身理性和科

学的“致命的自负”,使得“完全显性知识的理想”有

着肥沃的土壤。直到 1958 年身兼自然科学家、社会

科学家和哲学家三重身份的波兰尼 (M1 Polyani) 的

《个人知识》的发表 ,才使得隐性知识及其作用逐渐

被人们所关注和熟知。

波兰尼认为 ,一切显性知识都有其默会的根源 ,

隐性知识是显性知识的基础 ,是“我们知道的比我们

能表达的多”的那一部分知识。波兰尼指出 ,“隐性

知识是自足的 ,显性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隐性地理

解和运用 ,因此 ,所有知识不是隐性知识就是根植于

隐性知识 ,一种完全显性的知识是不可思议的”[16 ] 。

野中郁次郎 ( Nonaka) 、达文波特 (Davenport )

等进一步深化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研究。在 ,

《组织知识创新理论 :了解知识创新的能动过程》一

文中 ,野中郁次郎认为 :显性知识是可以用正式的系

统的语言来表达 ,可以用数据、科学公式、说明书和

手册等形式来共享 ,容易被处理、传递和储存的知

识 ,其知识对象是“彼时彼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

客体 ,它的发展导向不再依赖于环境条件的变化 ;隐

性知识则是高度个人化、情境化、内在化的 ,难以用

公式和语言清楚表达、传递的“此时此地”的知识 ,其

“牢牢地与行动、规程、日常活动、信念、理想、价值和

情感联系在一起”[17 ] 。

在波兰尼和野中郁次郎等的两分法研究基础

上 ,Fred Nickols 进一步把所有知识划分为三类 ,即

显性 ( explicit ) 知识、隐含 (implicit ) 知识和隐性
(tacit) 知识 ,并认为已经以文档、标准、产品设计

书、公式和计算机程序等形式表现的知识是显性知

识 ,能够显性化而没有显性化的知识是隐含知识 ,而

不能够显性化的知识则是隐性知识[ 18 ] 。实际上 ,野

中郁次郎在 SECI 模型中提出的隐性知识外在化
(externalization)概念以及所引用的面包烤制技术

的例子 ,就已经隐含了某些没有显性化的知识是可

以显性化的观点。

312 　显性知识“信息化”

在《创造知识的企业 ———日本企业怎样创造创

新动力》这篇著名文献中 ,野中郁次郎对知识和信息

的区别进行了专门说明。他认为 :首先 ,与信息不

同 ,知识与信念、承诺有着密切的关联 ,知识所反映

的是一种特定的立场、视角或者意图 ;第二 ,与信息

不同 ,知识是关于行动的概念 ,总是为了某种目的而

存在 ;第三 ,知识和信息均与意义 ( meaning) 有关 ,

知识具有依赖特定情境而定的特征 ,而且显示有关

联的属性[9 ] 。

显然 ,野中郁次郎在此所描述的相对于信息的

知识 ,主要是指隐性知识而不是显性知识。在《组织

知识创新理论 :了解知识创新的能动过程》一文中 ,

他明确提出隐性知识“与行动、⋯⋯、信念、价值和情

感等”“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是“此时此地”的高度情

境化的知识 ,而在后面提到的文献中 ,这些特性却涵

盖所有知识。如果不是逻辑混乱或前后矛盾的话 ,

那么 ,我们可以认为 ,野中郁次郎实际上是在不自觉

地把显性知识从知识中排除出来 ,无意识地把它们

当作与信息相同或相似的客体了。

Alavi 等指出 :有效区分信息和知识的关键 ,并

不在于明确信息和知识在内容、结构、精确性或效用

上的差别 ;知识是经过人脑处理过的信息 ,是关于事

实、过程、概念、理解、理念、观察和判断的个性化的

或主观的信息 ;信息一旦经过了个体头脑的处理就

将成为波兰尼和野中郁次朗所说的“隐性”知识 ,这

种知识经过清楚表达 ,并通过文本、计算机输出结

果、口头或书面文字或其他形式与他人交流 , 又将

转变成信息或“显性”知识 ,然后 ,信息的接收者通过

对信息认知处理并使其内在化 ,信息和“显性”知识

将再一次转化成“隐性”知识[19 ] 。达文波特等则更

为明确地指出 ,知识与人紧密相连 ,信息经人脑处理

的结果并存在于人脑中就是知识 ,而脱离人脑后的

其他存在形式 ,则是信息[ 20 ] 。

总之 ,学者们要么无意识地把显性知识等同为

信息 ,要么直接地把其归结为信息 ———我们不妨称

之为显性知识“信息化”观。而在“完全显性知识的

理想”中 ,所有知识都被看作是显性知识。如果没有

人提出质疑 ,那么“显性知识是信息”、“所有知识都

是显性知识”所演绎的推论就必然是 :所有知识都是

信息。事实上 ,在波兰尼明确提出隐性知识的概念

以前 ,这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逻辑与结论却被人们

看作是不言自明与理所当然的。由此 ,我们不难理

解 ,为什么包括交易成本在内的经济学理论长期以

来一直把知识混同为信息。

313 　知识的“信息化”程度 :知识的另一个维度

Lei 等认为 ,“尽管显性知识能够以专利进而是

知识产权的形式予以保护 ,但是 ,从任何具有相当知

识和技能基础的人都能够理解并破解它的意义上来

说 ,这样的知识是‘透明的’”[ 21 ] 。然而 ,人们往往忽

视显性知识透明性即“信息化”的前提 ,即人们首先

必须“具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并能够“理解并

破解它”。问题在于 ,对于同样的显性知识 ,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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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具有相当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并能够

“理解并破解它”。对于某一个人来说是“透明的”知

识 ,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不“透明的”———这

依赖于其是否具备“理解并破解它”的“知识和技能

基础”。如小学生很难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历

史学家也不容易阅读有关超导技术的前沿文献等。

因此 ,知识与信息的概念是相对的 ,所有对于接收者

来说一目了然、不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消化、吸

收的东西属于信息的范畴 ;而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

进行学习的东西则应归入知识的范畴。

对于同样的“感觉材料”①,不同人的认知过程

和所花费的认知时间是不同的 ;面对不同的“感觉材

料”,同一个人的认知过程与认知时间也存在巨大的

差异。对于某一个人来说 ,有些知识显而易见、一目

了然 ,与信息无异 ,有些知识则需要与其已经掌握的

知识进行有机对接 ,进行模仿、推理、对比、联想等积

极的思维活动 ,才能破解和理解它 ;还有些知识 ,接

收者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基础”与其相距甚远 ,只有

首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并掌握相关的“知识

和技能基础”,才具备破解和理解它的条件。

实际上 ,知识与信息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 ,就

如同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

一样。基于波兰尼“任何知识都含有隐性维度”的思

想 ,Leonard 等用一个“隐性 —显性知识连续统一

体”来描述所有的知识 :在连续统一体的一端 ,是完

全隐性的、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下意识或无意识的

知识 ;在连续统一体的另一端 ,则是完全可编码的、

结构化的显性知识 ;而其他绝大部分知识都介于这

两个端点之间 ,既有隐性的成分 ,也有显性的成分 ,

区别仅仅在于两种成分的大小程度不同[ 22 ] 。

知识与信息之间也同样呈现出这样一种连续统

一体的关系 :在知识 —信息连续统一体的一端 ,是一

目了然、一触即明的信息 ;在连续体的另一端 ,则是

复杂难懂、“高深莫测”的知识 ;其他所有介于两个端

点之间的对象 ,则是“信息化”程度不同的客体 ,区别

仅仅在于它们之间的“透明性”程度 ———这依赖于不

同认知主体的不同“知识与技能基础”。

“隐性知识是组织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财产和难

以复制的知识”[23 ] ,是难以表达、难以编码和难以转

移的知识[24 ] 。隐性知识难以复制、难以转移并不等

于不能复制、不能转移 ,困难大小的问题归根到底是

成本的高低问题。实际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相当

多的显性知识并不见得就比隐性知识更容易掌握。

让小学生学习“相对论”就不比学习骑自行车更容

易 ,让历史学家掌握超导技术也不比学习游泳技巧

更轻松。即使一些具有高度“透明性”的简单知识 ,

也往往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学习成本。比如 ,新款手

机、数码相机的使用说明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

通俗易懂的 ,但是读懂并学会它对不少人来说仍然

是一件“头大”的事情②。因此 ,简单地把显性知识

的转移等同于信息的交流 ,既不符合实际 ,在理论上

也面临很多问题。

4 　知识不对称与信息效用不对称

显性知识与信息并不是一对同义反复的概念。

接收并被瞬间理解的“透明性”是信息的主要特征。

但是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对接收到的“信息”做

出正确的理解和反应 ,这依赖于接收者是否具备与

发出者相同或相近的“知识与技能基础”,即知识在

双方之间的对称性分布。显然 ,交易成本理论忽视

了这个问题。

交易成本理论在有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所隐含

的一个前提假设是 ,交易双方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知

识贮备 ,即双方都具有理解相关信息的知识基础和

背景知识 ,只是一方为了一己私利而对另一方隐瞒

部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然而 ,即使一方没有隐瞒

信息 ,如果存在知识的不对称 ,从“信息”中获得的认

知也仍然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 ,即使不存在机会

主义行为 ,并且作为代码和符号的信息是对称的、完

全的 ,当知识不对称的时候 ,因为交易的另一方无法

正确理解所接收到的信息 ,因而事实上从信息中获

得的效用是不对称的。

知识的不对称必然导致信息效用的不对称 ,以

至于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处于知识劣势的一方因

无法正确理解所接收到的信息 ,轻则导致交流的反

复和时间的延误 ,重则影响决策的制定和合约的达

成 ,甚至导致交易无法进行或进行错误的交易。因

此 ,交易成本可以划分为两部分 :一是因信息不对称

引发机会主义行为所产生的交易成本 ;二是因知识

不对称导致的信息效用不对称所额外增加的交易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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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感觉材料是由进入大脑的大量杂乱的听觉的、视觉的和其他的信号组成的。除了这种感觉材料以外 ,我们与外部世界和我们同类之

间别无其他联络渠道”。( G1 M1 霍奇逊1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 M ]1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41 )

英国一家公司的调查结果表明 ,大约四分之一的英国用户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自己的数码相机 ;最让用户感到“手足无措”的家用电子

电器依次为数码相机、GPS 及其他卫星定位装置、手机、洗衣机、摄像机、DVD 播放器、游戏机等。 (资料来源 : http :/ /

www1 dpnet1com1cn/ ht ml/ 2008 - 8/ 20080808_389981 ht ml)



尽管如此 ,交易成本也仍然只是知识转移过程

中所发生的成本的一部分。相对于实体生产要素的

交易 ,知识转移有着自身的特点 :知识既不是实体生

产要素 ,也不是信息 ,不能“拿来即用”,知识的有效

转移不是瞬间完成的 ;接收者原有的“知识与技能基

础”所决定的学习能力 ,对知识能否有效转移和转移

所花费的时间长短起着关键作用 ;知识转移的目的

不是简单地获取代表知识的那些代码和符号 ,而是

通过对这些代码和符号进行解码、释义、理解、消化

与吸收 ,掌握它们背后的知识。因此 ,知识的转移过

程更多是一个学习过程 ,而学习过程既需要消耗时

间 ,也需要耗费资源 ,从而产生学习成本。

显然 ,学习过程所产生的成本与费用并不是信

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所能够涵盖和包容的。

除了交易成本以外 ,学习成本对知识的有效转移发

挥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

5 　学习成本

古典经济学和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理论之

所以忽视知识问题 ,并把知识和技术的学习过程当

作是一个没有成本和风险的获取过程 ,是因为传统

经济学赖以产生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和技术相对简单

的时代 ,知识和技术的掌握相对容易 ,学习成本很

低 ,以至于人们可以忽略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然

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知识正在成为关键

资源 ,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甚至是惟一来

源”[25 ] ,“技术和知识 ,尤其是隐性技术知识并不能

够及时和无成本地被任何一个企业所获取”[23 ] 。忽

视学习成本的作用 ,越来越难以应对现代经济活动

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 ,也越来越难以解释

组织学习、企业能力成长和国际间技术转移的一般

规律。

知识价格、知识的交易成本以及学习者解码、释

义、理解、消化、吸收所消耗的所有时间和资源 ,都是

学习者为了获得相关知识而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为

了反映学习成本的总体构成及其产生的基本规律 ,

揭示个人和组织学习过程所产生的所有成本和费

用 ,我们不妨把学习成本定义为学习者在获取和掌

握新知识过程中所消耗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的总和 ,

以及因未能掌握应该学到的知识而造成的损失。当

然 ,从组织学习的意义上讲 ,学习绝不仅仅只包括知

识的转移。

511 　知识价格

知识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对学习成本的承

认意味着知识供给者用于知识获取与知识创新的资

源和时间投入也应该得到补偿并获得合理回报。因

此 ,知识价格是指由学习者或学习者所在组织直接

或间接支付给知识供给者的、用以补偿其知识成本

和提供合理知识报酬的费用。对于组织内部的知识

转移和知识共享 ,学习者及其组织支付给知识供给

者的知识价格存在着诸多形式 ,直接的如酬金 ,间接

的如声望甚至职务的提升等。对于外部知识的学

习 ,知识价格的表现形式则主要表现为书本费、专利

费、技术转让费、咨询费、培训费和授课酬金等。

知识供给者的知识成本与知识报酬是构成知识

价格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而前者又是由知识的“生

产”成本和表达成本两部分构成的。研发费用的投

入规模、研发过程的风险程度 ,是影响知识“生产”成

本的主要变量 ;知识的性质 (隐性还是显性知识 ,或

知识的隐性程度)和知识供给者的编码能力 ,则是影

响知识表达成本的主要因素。而知识本身的“质量”

高低与使用价值的大小以及知识市场结构等因素 ,

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识报酬的高低。

512 　知识的交易成本

1)“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

“无知”才需要学习 ,学习者的“无知”与知识供

给者的“有知”构成了典型的知识与信息不对称 ,由

此导致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使得知识交易过程充

满了风险 :学习者学到的知识不一定就是他想要得

到的知识 ;学习者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什么知

识。因此 ,了解组织内部的知识需求 ,搜寻知识来

源 ,识别知识供给者 ,鉴定知识 ,与知识供给者达成

合约 ,监督合约的执行 ,等等 ,这一过程发生的所有

费用以及由于未能学到应该学到的知识而造成的损

失 ,一同构成知识的交易费用。如前所述 ,知识的交

易费用既包括因信息不对称引发机会主义行为所产

生的交易成本 ,也包括因知识不对称导致的信息效

用不对称所额外增加的交易成本。知识的交易成本

并没有包含在知识价格之中 ,而通常表现为知识管

理费用。

交易双方的知识差距越大 ,知识不对称程度就

越高 ,学习者就越缺乏对所学知识的鉴别能力 ,知识

供给者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

交易成本也就越高。因而 ,新知识不应与学习者的

“知识母体”[26 ]在结构和层次上相距太远 ,即知识的

交易费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学习的路径依赖性。

2)知识的传输成本。

知识传输过程中的成本和费用主要受传输技术

和传输方式的影响。可以说 ,知识传输介质与传输

技术进步的进程及其对传输成本的影响 ,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从人类诞生到文字

出现以前 ,“口耳相传”的方式很难将文明成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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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积累起来。大约 5000 年前出现的文字 ,给知识的

积累、保存和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大大推进

了文明的进程。中国人在东汉时期率先发明出低成

本的知识与信息载体 ———纸张 ,推动中国汉唐文明

超越其他文明。大约 15 世纪 ,欧洲人在中国宋代活

字印刷术的基础上研制出印刷机 ,知识的传播成本

大为降低。大量印刷的书籍和报刊广泛发行 ,使得

文明的普及成为了可能 ,更多的人借助印刷品受到

了基本的教育。机械印刷的出现与其他一些因素结

合在一起 ,使欧洲的教育水平迅速赶上并且远远超

过中国 ,从而导致世界文明中心转移。今天 ,电子、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知识和信息传播成本的

极大下降 ,已经极大地改变人类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方式。数字通信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加速

了各个领域的全球化 ,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俨然成为一个“地球村”。“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

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 , ⋯⋯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

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 ,如同我们已

通过各种媒介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和神经一样”[ 27 ] 。

513 　学习者理解、消化与吸收的时间成本

学习者解码、释义、理解、消化、吸收新知识所消

耗的时间和资源 ,是学习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学

习时间是其中的主要变量。

任何学习者学习任何新的知识都需要花费一定

的时间。从正常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学习 ,其停止

工作所带来的损失就是典型的机会成本。按照劳动

经济学的观点 ,闲暇时间是劳动者用可能的收入“购

买”来的 ,因而 ,占用个人休息时间来学习 ,导致闲暇

时间的减少 ,也应该视作成本的发生。

“学习是累积性的 ,当学习对象和已有知识相关

时 ,学习效果最好”[28 ] 。给小学生讲授“相对论”难

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给历史学家传授超导技术也同

样会遇到巨大困难。严格地说 ,并不是小学生和历

史学家就一定掌握不了“相对论”和超导技术 ,这里

涉及学习时间即学习成本的问题。一般来说 ,具有

与特定知识相关的“相当的知识与技能基础”的人 ,

学习效率高 ,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少 ,花费的学习时间

也短 ;而不具有特定知识所依赖的知识与技能基础

的学习者 ,其遇到的困难和花费的学习时间则要大

得多。因此 ,原有知识基础与新知识差距的大小 ,从

根本上决定了学习者学习时间的长短和学习成本的

大小。在学习成本的作用下 ,学习者通常沿着其知

识积累比较多的知识域 ( domain) 继续学习。也就

是说 ,原有知识结构和知识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学习的路径依赖性。这也是专业化战略和相关多

样化战略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的成本原因。

514 　组织学习的工具、设施和管理费用

组织学习的设施、工具费用既包括传统方式下

显性知识学习的场地、设施费用 ,隐性知识学习的工

具、设备费用 ,也包括现代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工具和

知识技术费用等。组织学习的方式多种多样 ,学习

工具、设施和技术在不断进步 ,知识管理中普遍采用

的 Internet 、Int ranet 和 Ext ranet , 以及知识地图、

知识库、知识挖掘工具等 ,已经成为组织学习的重要

工具。对这些设施、工具和技术的投入显然是组织

学习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组织管理贯穿于组织学习的全部过程。一方

面 ,从学习目标的确立、战略制定、对象选择 ,到具体

实施和过程控制 ,都需要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资源 ,从而构成组织学习的管理费用 ;另一方面 ,

不管是外部知识的学习 ,还是内部知识的转移和共

享 ,能否激发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及相关人员的学习

积极性 ,尊重学习的内在规律 ,充分发挥计划、组织、

协调和控制职能 ,有效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

也是决定学习成本高低的重要一环。

6 　总结与启示

1)研究知识转移成本问题必须超越交易成本理

论的研究范式。

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及其引

发的机会主义行为 ,其隐含的前提假设是知识的对

称性分布。然而 ,知识差距即知识的不对称分布是

知识转移赖以产生的前提条件 ,因而 ,知识对称性分

布假设已经限定了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范围 ,对知

识转移成本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必须超越交易成本理

论的研究范式 ,并引入学习成本的概念。

2)知识基础论仍然缺乏一个核心的理论基点。

随着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明确划分、SECI 模

型的建立以及知识转移成本的提出和相关研究成果

的大量出现 ,知识基础论已初具雏形 ,并得到越来越

广泛的认同。但是 ,知识基础论仍然缺乏一个核心

的理论基点和研究主线。比如 ,阻碍隐性知识转移

和共享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 SECI 模型中的隐性

知识显性化的目的是什么 ? 决定国际间技术转移的

组织形式的经济学基础是什么 ? 等等。“知识并不

等同于信息”的判断以及学习成本概念的提出 ,或许

能够有效地弥补这一缺陷。

3)对知识与信息的不同假设 ,对应着不同的经

济学范式。

知识与信息均匀分布假设 ,对应着经济学的新

古典范式 ;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 ,对应着交易成本理

论和所谓“信息范式”;而知识不对称且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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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意味着一个以学习成本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将

可能产生。需要指出的是 ,学习成本的提出就像交

易成本的提出一样 ,并不是对前一个范式的全面否

定 ,而是放松前一个范式的基本假设 ,并把前一范式

作为最直接的研究基础。

4)学习成本将为知识基础论和技术创新等领域

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分析工具。

①由学习成本决定的组织学习的路径依赖性 ,

锁定了企业知识积累的大致范围 ,使得企业的经营

领域呈现出相对稳定性。因而 ,专业化和相关多样

化战略成为企业战略的常规形式 ,不相关多样化则

成为企业战略的特殊形式。

②异质性、路径依赖性、不可交易性与难以模仿

性是企业核心能力的主要特征。但是 ,“难以模仿

性”并不是不可模仿性 ,困难大小的问题归根到底是

成本高低的问题。因此 ,学习成本是核心能力之所

以“难易模仿”的经济学基础 ,也是诸如企业并购、战

略联盟、产业集聚等现象产生的经济学原因。

③在产业技术性质许可的情况下 ,后发国家技

术追赶阶段性目标的跨度大小 ,取决于企业和社会

所能够承担的学习成本。或者说 ,后发国家及其企

业在特定阶段所能够承担的学习成本大小 ,决定了

其能够成功学习和追赶的技术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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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Validation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Livelihood

Assets of Rural Household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Data on Targeting

Eff iciency of Objective Households with Rural Minimum

Living Security in Fujian Province

Xie Dongm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 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 The rural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security system is aimed at t he poverty households ,and t he success of it s operation depends on

t he targeting accuracy1 For t he higher targeting accuracy ,t his paper const ruct s t he indicator system of livelihood asset s of rural households to

carry ou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 he rural households wit h low - income1 The empirical result s show t hat ,t his approach could display t heir

combination and allocation of livelihood asset s directly ,could be used to determine t he overall living conditions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could be

accuracy sorted order for t he low - income1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may be a useful attempt to improve t he targeting efficiency1

Key words : livelihood asset of rural househol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rural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security system ;target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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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Learning Cost and Transactional Cost

Liu Hongwei1 ,Wu Guisheng2 , He J insheng3

(11Business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

21 Research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31 Management School , Tianjin University ,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 Literatures analysis shows t hat ,wit h t he recognization penet rating into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 he t ransaction cost t heory can

not explain t he cost produced in t 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 ransfer1 Whet her implicit knowledge or explicit knowledge ,it is not equivalent to in2
formation1 Knowledge acquisition process is a learning process ,which not only requires time ,but also needs to consume resources ,which consti2
t utes t he learning cost1 When t he hypot hesis of dissymmet rical dist ributing of information substituted for t hat of symmet rical dist ributing ,t he

so2called information paradigm came fort h in economics1 Now if t he notion of learning cost based on t he hypot hesis of asymmet rical dist ributing

of bot h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s int roduced ,well t hen many economic phenomena such as externalization of implicit knowledge ,SECI mod2
el ,core competencies ,st rategic alliances ,indust rial clusters and so on ,will have a general and logic foundation of economics1

Key words : knowledge ;information ;learning cost ;t ransactional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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