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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识转移作为企业知识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本文回顾并分析了国内

外学者关于知识转移的定义，分别从知识特性、知识转移主体、知识转移媒介和知识转移情境四个角度对知识转

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以从组织内部与组织外部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并对今后知识转移

影响因素方向提出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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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与国之间、地区与

地区之间、知识组织与非知识组织之间的知识差距越

来越大，如何通过知识转移等有效途径缩小并最终消

除这种差距，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对一

个具体企业而言，其内部存在着知识发展的不平衡，

如何通过知识转移缩小企业内部成员或组织部门之间

的知识差距，也成为企业或组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Kogut 和 Zander1992 年提出，企业转移知识的能力是

企业存在的重要理由。知识转移的目的是吸收新知识

和有效利用新知识，通过知识转移，将那些使组织获

益的知识加速应用，从而使组织获得竞争优势[1]。近

年来，知识转移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房宝金,吉久

明[2]对我国2000～2006年开展知识转移研究进行了详

细分析，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对概念理论研究、企业知识转

移理论、知识转移障碍因素及应对策略等方面占了总

研究的 64.73%。从国内外已有文献研究来看，对知识

转移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知

识转移过程及模型问题；知识转移影响因素问题；知

识转移理论问题和知识转移应用问题。本文拟从知识

转移及其定义相关文献研究出发，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因素问题进行综述和分析，从知识特性、知识主体等

角度来讨论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今

后研究提出研究展望。 

表 1 知识转移研究的主要问题 

序号 主题 
论文量/ 

篇 

所占 

比例/％ 

1 概念理论研究 45 23.68 

2 实践研究 9 4.74 

3 知识转移成本分析 3 1.58 

4 企业知识转移理论 52 27.37 

5 图书馆的知识转移 6 3.16 

6 知识转移模型研究 15 7.89 

7 知识转移障碍因素及应对策略 26 13.68 

8 知识转移中的知识技术研究 8 4.21 

9 组织行为学角度研究 10 5.26 

10 知识转移与创新研究 10 5.26 

11 知识转移的情境研究 4 2.11 

12 知识转移研究综述 2 1.05 

合计  190 100.00 

 
一、知识转移及其定义 

 
知识转移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技术和创新管理学

家 Teece 在 1977 年提出，他认为通过技术的国际转

移，能积累起大量的跨国界应用的知识[3]，此后知识

转移逐渐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热点。早期学者认为知

识共享等同于知识转移，随后有学者将 Shanon 的信息

论(communication theory)引入到知识转移中，采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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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源(source)和接收方(recipient)”的沟通模式，指出知

识转移是“知识源一方与知识接收者一方之间组织知

识的双方交换过程”(Szulanski,1996)；Gilbert 和 Cordey
－Hayes 认为，知识转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组织

不断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4]；Garavellia 和 Gorgoglione 
(2002)认为知识转移是一个认知过程，由编码化与通

译两部分组成[5]。正是由于知识转移的发送方和接收

方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更多的学者是从知

识转移的主体的角度对知识转移进行定义的。

Davenport 和 Prusark 将知识转移定义成知识源转移到

组织其他人和部门的过程[6]；王开明、万君康(2000)
认为，知识的转移包括知识发送和接受两个基本过程，

这两个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参与者(发送者和接受者)
分别完成，并通过中介媒体连接起来的[7]；左美云

(2004)认为，知识转移是指知识势能高的主体向知识

势能低的主体转移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知识

的使用价值让渡，一般会带来相对应的回报[8]；肖洪

钧，刘绍昱(2005)认为，知识转移指的是知识以不同

方式在不同组织或个体之间的转移或传播，在其过程

中考虑知识、知识转移主体(知识发送者和接受者) 及
其相关情景、转移的方式[9]；卢兵，岳亮，廖貅武(2006)
在研究联盟中知识转移效果时，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

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的过程，它是由知识的

传输和知识的吸收两个过程所共同组成的统一     
过程[10]。 

随着研究的深入，虽然知识转移的主体对知识转

移的好坏起关键作用，但知识转移的接收方才是在整

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只有知识的接受方对转移过来的

知识进行理解，消化，吸收并纳入自己的知识库中，

进而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创造，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更多的学者越来越关注知识转移接收方的知识

和绩效行为上的变化，Darr 和 Kurtzberg(2000)提出，

当知识贡献者分享的知识为知识接收者所使用的时

候，知识转移才发生[11]；Holtham(2001)指出知识转移

是一种沟通的过程，即知识转移时，必须有重建的行

为，而且要具备应有的知识，才能完成转移[12]；Harem，

Krogh 和 Roo 认为知识转移是指当知识接收者能够获

得原则上与知识转移者相同的知识的类似认识[13]；

Dong-Gil(2005)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在知识接收方与

知识源之间的沟通，使其能够为接收方所学习和应  
用[14]；Zander 和 Kogut(1995)在对组织能力的转移和

模仿研究中，指出制造能力的成功转移意味着接受方

能够利用新技术进行生产[15]。 
从以上文献研究可以知道，知识转移就是知识从

知识源到知识受体之间流动转移的过程，强调过程的

复杂性、阶段性，以及必须有一个重建的过程。知识

转移不仅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过程，更重要的是知识的

吸收再利用过程。因此，没有一种知识是与生俱来的，

任何知识的获取和创造新的知识都要经过知识转移的

过程。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知识转移的过程及机

理仍旧属于理论探索阶段, 理论缺乏系统, 不能形成

体系, 没有足够的实证支持。国内文章中引用国外的

理论较多, 而学者提出自己独立的理论太少, 能够进

行实证分析的则更是凤毛麟角。同时，还存在不少理

论上的难点和疑点, 对于知识的本质特征、分类及转

化过程及机理、转化中的情境因素影响等方面广大研

究者的认识仍旧没有统一, 理论需要进一步系统化, 
也有待于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 
 

二、知识转移主要因素评析 
 

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有很多，由于研究的角度不

同，对影响因素的划分也不同。从现阶段研究来看，

对知识转移过程影响比较重要的有四个，即知识的默

会性，知识转移主体能力，知识转移媒介的选择，知

识转移的情境因素，本文试图根据相关文献进行评析

并给出自己的观点。 
(一) 知识的默会性 
Zander(1991，1995)分析了知识的特征，曾提出知

识转移过程会受到知识内隐、外显特质的影响，即受

到知识的可成文性、知识的可教导性、知识的复杂性

和系统依赖性的影响，并且着重研究了隐性知识的不

易转移性，认为知识的隐性特征是阻碍知识转移的重

要原因[15]。Szulanski(1996)也同样认同这两个维度，

即内隐性和可表达性，在给定的知识转移过程中比其

他因素更能影响转移的难易度。在他的实证研究中，

知识的类型是嵌入在行为、惯例、任务、规则、社会

网络中的知识，并认为这种类型的知识是最难发生转

移的，提出了一个知识转移的粘性模型，分析了企业

内部阻碍因素的来源。Alavi(2001)等人对知识的隐性、

可传授性、复杂性、系统性程度等特性进行了深入探

讨[17]。Leonard 提出知识的隐性化或结构化程度会影

响知识转移的深度[18]。Nonaka 认为隐性知识是高度个

人化的知识，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很难规范化也不

易传递给别人[19]。 
国内学者在其研究模型中也提到知识的特质对知

识转移的影响，常荔、邹珊刚(2001)提出知识的性质

和内容会影响知识转移的速度[20]；陈菲琼(2001)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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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知识模糊性因素(包括知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影

响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21]；肖小勇和文亚青(2005)进
一步提出，知识的模糊性、专用性和复杂性会通过影

响知识运用决定知识转移的难易程度，而知识的有用

性则通过影响知识转移的动机影响知识转移的效   
率[22]；左美云(2004)认为，知识数量、知识质量和知

识结构是影响知识转移的三个因素，知识数量越丰富，

知识质量越高，知识结构越合理，知识转移就越成   
功[8]；吴勇慧(2004)认为组织内个体层面知识转移的影

响因素包括：知识的内隐程度，双方的知识距离，知

识源的保护意识[23]；胡汉辉和潘安成(2006)指出知识

的分散性和不对称性决定了知识转移是比较竞争优势

的基础[24]。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隐性知识

可以划分成可编码化隐性知识和不可编码化隐性知

识。知识的编码化，明晰化有利于知识转移。同时，

知识数量、知识质量和知识结构对知识转移的速度及

效率也有显著影响。 
(二) 知识转移主体能力 
转移主体指的是知识传递方和知识接受方。包括

动机、吸收能力、知识源的可信度和沟通能力。根据

Kelley(1973)的归因理论，知识接收方会努力判断知识

的表达方式是否准确、知识源是否缺乏信任度。当知

识源的可信度低时，接受方会认为该知识说服力差，

进而贬低知识源的知识。而知识源的可信度高时，说

明该知识的说服力比较强，而且知识源的知识会被认

为是有用的。Arrow(1971)提出的知识源的信任性和受

体编译信息的能力对知识转移起主要作用。

Aladwani(2002)研究证实了知识接受方的吸收能力是

信息系统项目产出的重要决定因素，显著正相关[25]。 
Szulanski 认为只有当转移的知识被保留下来，才

算是有效的知识转移，并实证了知识源缺乏转移动机

在实施阶段和应用阶段对最佳实践转移具有显著性作

用，研究显示如果知识接受者缺乏吸收能力，或知识

拥有者与知识接受者间的关系不和谐，都会影响知识

的转移，知识转移在受体准备好接受知识时难度会降

低[26]，这一结论与 Cohen 和 Levinthal 的“吸收能力”

概念相一致，缺少这类知识的受体可能很难认识到新

知识的价值，很难将新知识融入自己的知识库或者加

以使用。根据 Calder 和 Staw(1975)的观点，应该从内

部动机和外部动机角度来分析(cited from Dong-Gil, 
2002)，而且 Osterloh and Frey(2000)发现隐性知识的转

移更多的是靠内部动机。同时，Szulanski 还发现知识

转移在受体和知识源关系密切时以及有规范和过程起

作用以支持受体忘记已有的知识时更容易进行。 
王毅、吴贵生(2001)从知识转移过程涉及到的要

素出发，分析了知识转移过程的影响因素，包括知识

源的转移意向、保护意识、对受体的信任程度；知识

受体的意识与能力[27]。苏延云认为知识转移主体的认

知结构的差异、主体的能力以及主体间的凝聚程度是

影响知识传递的主要因素[28]。卢兵，岳亮，廖貅武(2006)
他们认为知识转移涉及的要素主要有两类，即参与知

识转移的主体(即知识源与知识受体)和所转移的知 
识[10]。 

本文认为，知识源的发送动机、信赖程度和发送

能力(表达能力)以及知识受体的接收动机、吸收能力

和保持能力是知识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知识

转移主体双方的知识存量也能影响知识源的表达能力

和知识受体的吸收能力。双方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同

样有利于知识转移。由于很多研究只考虑到了知识从

知识源到知识接收方单向转移，而很少去研究知识被

接收方吸收后的情况。所以，知识接收方在将所获知

识进行整合重组后，与已有知识进行碰撞，才可能会

产生新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可以反传给知识源，知

识受体对知识源有反馈作用。 
(三) 知识转移媒介与转移情境 
对知识转移的媒介研究并不多，对此研究主要集

中在手段上。大部分学者认为面对面的交流是最有利

于知识转移，会议、报告其次。 
Albino 等人(1999)认为转移媒介媒介指的是用于

转移数据和信息的任何一种方法。从结构的观点看，

它有两个特征因素：编码和通道，而媒介的特征取决

于编码和通道的结合。并且可以从两方面来衡量媒介

的效度：广度和深度。两者越好，可以减少转移的不

确定性和模糊性，保证知识转移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高

水平[29]。Kim(2000)将知识转移的媒介分成市场媒介与

非市场媒介，同时在其研究中考察了知识供应者的态

度，基于知识转移媒介与知识供应者的态度两个维度

给出了知识转移机制[30]。Holtham 和 Courtney 提出知

识转移的渠道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有个人的和非个

人的渠道[12]。汪应洛、李勖(2002)提出了两种知识转

移途径，即知识转移的语言调制方式和联结学习方  
式[31]。徐占忱、何明升(2005)也认为媒介具有阻滞性。

知识交流的媒介是用于数据和信息传输的所有工具和

手段[32]。 
情境在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中占重要地位，其中

又以文化备受学者们的关注。知识转移双方各自既有

的文化背景，认知结构以及技术领域等方面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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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或匹配程度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效率。同样，在

企业内部，企业高层的态度和已有经验对知识转移有

显著关系。表 2 列出了国外学者对情境因素的具体研

究情况。 
 

表 2  国外学者情境因素研究情况 

情境 

因素 
知识转移的情境研究焦点 

文化 

社会文化性和制度性距离(Adler, 1995; Kostova, 

1999); 文化距离(O’Dell & Grayson, 1998; Simonin, 

1999); 知识与组织文化的匹配性(Kostova,1999)

组织 

结构与 

组织 

技能 

组织结构(Davidson, 1983); 组织单元之间的关系和

交流(Hansen, 1990; Appleyard, 1996); 知识传播渠

道(Gupta & Govindarajan, 2000); 组织激励

(Szulanski, 1996; Gupta & Govindarajan, 2000); 

企业转移知识的经历(Teece, 1977; Simonin, 1999);

员工技能(Buckley & Carter, 1999) 

外部 

环境 

产业特性(Zander, 1991; Si & Bruton, 1990; 

Appleyard, 1996; Barkema & Vermeulen, 1998); 

企业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Hofstede, 1984)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文化是情境因素的一个最主

要的方面。企业文化的许多方面如企业是否鼓励创新、

是否容忍失误、是否重视发挥知识和人才的作用、是

否支持个人关系网络的发展等因素，对知识转移影响

甚大。EI-Sayed 深入地讨论了文化因素，提出组织间

文化差异影响知识转移的分析框架[33]。徐占忱、何明

升(2005)认为知识转移双方各自既有的文化背景、认

知结构、技术领域以及知识存量等方面所具有的相容

或匹配程度，无论接受主体是个人或是组织，它们先

前的察赋决定了对知识的搜寻倾向、选择方案、学习

强度和理解效率。一般说来，双方的文化背景、认知

结构和技术领域越接近，知识转移就越顺利[32]。 
Albino 等人(1999)认为转移意境从组织层面看，

对知识转移的组织意境可以分为两类：组织内意境和

组织外意境[29]。组织外意境来说，Choi 与 lee(1998)
认为由于能够提供默会知识转移的便利，企业之间的

合作大量出现，影响知识转移的关键是联盟各方在企

业文化、国家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差异。因此，要想在

联盟中有效率的转移知识，就有必要重新考虑合作协

议中有关管理争议、文化冲突、协议履行的冲突解决

机制[34]。由于隐性知识通常与特定的制度和组织情境

有关，具有相似背景的企业间知识转移相对比较容易

成功(Lei，Slocum & Pitts，1997)。 

综上所述，知识转移是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处于知识管理链条的基端。相关研究表明，目前企业

知识管理的瓶颈主要存在于知识转移阶段，而知识特

性、知识转移主体、知识转移媒介和知识转移情境则

是影响知识转移的四个主要方面。正是因为知识具有

模糊、专用、复杂和有用的特性，使得知识在转移的

过程中，知识主体的主观意愿成为推动知识流动的动

力，而不同的主体对知识的理解能力以及接收(发送)
能力不同又导致了被转移的知识附带了“噪音”，知识

的有效性有所下降，如图 1 所示。企业通过知识转移，

吸收并创造出新的知识，应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既

实现资产的价值增值，又促进了知识的发展，所以知

识转移是知识价值实现和企业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知识转移具有风险性。知识转移

的风险性不仅来自市场竞争，而且来自与知识流动有

关的知识风险。当掌握核心技术知识的企业违约退出

知识转移主体间的某些协议时，尽管守约方可以用法

律手段来保护其权益，但仍难以弥补由此带来的企业

知识转移中断的损失。知识转移的风险性还表现在知

识的流动可能会导致企业知识的减少甚至是核心知识

的流失，因为知识转移不仅表现在外部知识的流入，

同时还表现在企业内部有效知识的流出，所以，我们

认为企业为了知识转移能顺利、高效地进行，应当采

取有利措施，尽量使已有知识明晰化，增强企业知识

表达能力，吸收能力以及防范风险的能力，形成良好

的知识转移环境来促进和加强知识转移的顺利进行。 
 

 
图 1  知识转移过程影响因素相互关系 

 
三、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展望 

 
知识转移是创新的基础。任何知识的创新都是在

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已有知识的累积是从外

界知识的获取，进行知识转移而得到的，那么如何快

速地，有效地进行知识转移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知识转移下了大量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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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中有些定义并不是基于系统性研究知识转移理

论而做出的，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局限性。本

文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从知识源到知识接收方的传

递过程。它包括知识的编码化，知识的传递过程，知

识接收方的吸收理解，最后对知识源的反馈。 
知识转移的定义是由知识共享发展起来的，但是

知识共享强调的是知识源方的发送动机以及传播媒

介，不具有方向性；知识转移是从知识源到知识受体

的传播过程，具有矢量性；知识转移不仅仅是简单的

知识传递过程，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还强调知识转移

过程的复杂性与具有过程的阶段性，强调知识受体理

解，强调知识转移必须有一个重建的过程，最重要的

是知识的吸收再利用过程。吸收由知识源发送的知识，

并进行重建的一个行为；知识接收方对知识源有反馈

作用。大部分学者关注于对传递过程中失真因素的研

究，也有对知识接收方吸收，理解误差的研究，但是

没有注意到知识接收方在把新知识纳入自己知识库的

同时也对知识源有反馈作用。知识转移并不是一次性

的，它是从知识源到知识接收方发送知识，知识接收

方到知识源反馈知识中不断循环进行的。在一定程度

上也解释了知识源为什么要把知识转移出去，同时也

对如何减少知识失真又开辟了新的思路。 
针对以上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知识转移可以

分为组织间和组织内两种形式，从途径来讲，表现为

知识溢出和知识扩散，反映知识输出方对知识外部转

移的不同意愿。知识溢出是基于企业内部联系而发生

的知识在各主体之间的无意的传播与溢出；知识扩散

则是知识在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过程中发生的知识拥

有者对知识的有意的传播与扩散[32]。 
因此，本文认为在研究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上也

可以按照组织间和组织内两种形式对其分别进行讨

论。在以往研究中，大部分的学者都对影响知识转移

的主要因素(即知识的默会性，知识转移主体能力，知

识转移媒介和知识转移情境等)一概而论。对企业而

言，组织内部与组织外部的知识转移是不同的，影响

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也有所区别。即使对同一种知识，

在组织内部转移与在组织外部转移的阻碍也会不一

样。本文认为在组织内部，知识源对知识受体的信任

程度比较高，对知识的保护程度比较低，但是知识源

所发送的知识不一定就是知识受体所需要的知识，那

么在组织内部的知识主体因素中主要阻碍因素就是知

识受体的主观意愿，而且在组织内部，员工交流比较

频繁，转移的知识大部分是以经验等为载体的隐性知

识，知识的粘滞程度比较高，复杂性较强。如何使更

多的隐性知识明晰化从而降低知识的粘滞程度，使知

识(特别是有效的知识)在组织内部转移的效率提高是

企业急迫解决的问题。对于组织外部，企业会根据本

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知识搜索，知识受体的主观意愿

比较强烈，出于对本企业核心知识的保护，大部分企

业一般不愿意将本企业知识与其他企业共享。所以，

在组织内部的知识主体因素中主要阻碍因素是知识源

的主观意愿而不是知识受体的主观意愿。同时，由于

组织之间文化背景，认知结构，技术领域不同导致知

识差距，在知识传递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有偏差。具体

如表 3 所示。 
 

表 3  企业内部与外部知识流动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企业内部    企业外部 

低 高  低 高 

知识

主体

接收意愿 √    √ 

发送意愿  √  √  

信任程度  √  √  

保护程度 √    √ 

知识

客体

知识距离 √    √ 

明晰化程度 √    √ 

知识

环境

文化距离 √    √ 

认知结构 √    √ 

技术领域 √    √ 

 
卢兵(2006)等人认为，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的

维度可以按照知识转移的效果与效率来评定来设计。

知识转移效果维度，指的是知识转移的量化表现，即

知识转移的过程中所转移的真实的知识，知识转移媒

介和情境是主要影响因子，其效果的大小可以从知识

转移中获得知识的主体范围大小和所转移知识的丰富

程度这两个方面来衡量。知识转移效率维度是指知识

转移过程中所转移的知识量与转移知识所耗费的成本

(如资金，时间等)的比例，知识转移主体能力是主要

影响因子，在卢兵等人研究中把知识转移效率进一步

划分成即时效率和平均效率[10]。知识转移效果和效率

两者交互作用。涉及到任何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

互关系问题，例如，在不同的条件下或环境中，效率

与效果的冲突与融合；知识转移的风险防范、与知识

转移风险管理等等，甚至还可以研究结合第三者的相

互作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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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本文根据知识转移的过程，从知识特性、知识转

移主体、知识转移媒介和知识转移情境四个角度对影

响知识转移的因素进行了综述，对影响知识转移因素

的研究进行了展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电子信息技术

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对外进行知识交

流所费成本远低于在本企业内部进行知识创新，而将

除涉及到本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外的知识转移

出去不但有利于产业的优化，同时也能为自身创造经

济价值，如何去减少知识转移中阻碍的因素，增加促

进知识转移的因素就会对企业起到低成本，高收益的

作用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知识转移的定义，对于知识转

移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提出可以从组织内部与组织

外部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而相比于组织内的知识转移，

组织外知识转移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组织外知识

转移的研究对知识粘滞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分析得更为

透彻，从发展趋势来看，可深入和扩展的空间较大，

与之相应的促进知识转移的措施也是如此，其中缺陷

主要是对目前日益普遍的合作网络对知识流动的影响

以及知识流动的效率研究不够。由此可见，从最开始

的“单打独斗”到初具端倪的价格联盟，再到产品联

盟，最后走到知识联盟，知识转移的作用不言而喻了，

而研究知识转移中的影响因素也成为当今学者们关注

的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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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link, and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ve studies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makes a synthesis according to the four factors: 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 the 
subject of knowledge transfer; the media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transfer. Based on tha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otion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can be discussed in two aspects: the inside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outside of the organization. At last,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re also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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