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2卷第 4期

2 0 1 0年 0 7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HIT (SOCIAL SCIENCES EDIT ION )

Vo.l 12 No. 4

Ju l. , 20 10

收稿日期: 2010- 04- 2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H IT. NSRIF. 2009125 ) ; 黑龙江省博士后资助项目 ( LBH - Z09182)

作者简介:邹波 ( 1977- ) ,男,山东微山人,博士,从事知识管理和技术创新研究; 于渤 ( 1960- ), 男, 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

士生导师,从事能源系统工程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

校企知识转移 2 - 模网络中企业员工
吸收能力测度与分析

邹 波,于 渤

(哈尔滨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 不断增强企业的吸收能力, 是提高校企合作绩效,特别是校企知识转移绩效的内在要求。通过对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与奇瑞汽车公司合作案例的分析, 构建了校企知识转移 2-模网络, 并对该网络

进行了 行转换 后的 1-模数据分析、中心性分析、SVD分析及核心 ! 边缘分析等。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研

究了企业吸收能力的关系属性,影响企业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网络中聚类的成因及对提高吸收能力的作用等

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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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对于企业生存与

发展的重要性愈显突出, 正如格兰特 ( Gran t)所

指出: 知识是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在企

业业务活动中需要不同类型的知识, 企业能力的

基础就是能够整合员工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以最

大限度地利用员工个人知识
[ 1]
。然而在实践

中,往往由于企业自身的知识存量不足, 企业难

以对内部知识进行整合和运用,从而成为企业发

展的瓶颈之一。科洛特 (Kogut)和詹德 ( Zander)

指出, 企业转移知识的能力,是企业能够存在的

重要原因
[ 2]
。因此, 从外部转移、吸收新知识,

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战略需要。知识吸收是

知识转移的重要环节, 不断增强企业的吸收能

力,是提高校企合作绩效、特别是校企知识转移

绩效的内在要求。关于吸收能力的研究有多个

视角, 很多学者从网络角度展开了深入分析。汉

森 (H ansen)认为, 如果忽略了对网络中心位置

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关系的考察,那么组织就有

可能陷入 搜寻 ! 转换  的困境, 这意味着企业

从网络搜寻中获得的知识难以在其内部进行转

换
[ 3]
;博特 ( Burt)认为, 拥有丰富结构洞的企业

能够从网络中较远的主体那里获得新奇的信息

并挖掘这一信息为己所用
[ 4]
; 王雎认为, 合作网

络的组织间关系已成为重新认识吸收能力的根

本出发点
[ 5]
;钱锡红等构建了网络位置、吸收能

力与企业创新的整合模型
[ 6 ]
等。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以往从网络视角对企业

吸收能力的研究多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即网

络中的一个节点来进行研究,而对企业中个体员

工吸收能力的研究较少,本文运用 2-模网络相

关理论与方法, 通过具体案例, 对企业员工吸收

能力进行测度与分析。

一、2-模网络概述及企业员工

吸收能力网络嵌入性分析

1.二模网络概述

社会网络研究自上个世纪 90年代兴起以

来,取得了迅速发展。如格兰诺维特 ( Granovet

ter)提出的 弱连接优势理论  [ 7] , 格兰诺维特

( Granovetter)提出的 社会嵌入理论  [ 8 ]、博特
( Burt)提出的 结构洞理论  [ 4]、克雷克哈德

(K rackhardt)提出的 强连接优势理论  [ 9]、林南



( L in Nan)提出的 社会资本理论 [ 10 ]等,这些理

论的提出,构成了社会网络研究的 理论丛  , 使

得社会网络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在社会网络理

论研究取得诸多进展的同时,社会网络分析工具

的开发也日趋成熟, 特别是由林顿 ∀ C. 弗里曼

( L inton C. Freeman)开发的 UC INET软件, 为开

展社会网络研究提供了便捷的分析工具。在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中, 模的概念是指行动者的集

合,模数是指行动者集合类型的数目
[ 11]
, 根据模

数的多少可以把社会网络分为 1-模网络和 2-

模网络。1-模网络是指由一个行动者集合内部

各个行动者之间关系构成的网络; 2 -模网络则

是指由一类行动者集合与另一类行动者集合之

间关系构成的网络
[ 11]
。隶属网络是 2 -模网络

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如果一个行动者集合 (模

态 )为 各个行动者 , 另外一个模态为这些行动

者所 隶属 的 各个部门  , 则称这样的 2- 模

网络为隶属网络
[ 11 ]
。尽管 1-模网络在社会网

络分析中运用较为广泛,但当研究者需要对两组

不同模态的数据所构成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时,

1-模网络的分析方法显得无能为力, 此时需要

运用 2-模网络分析方法。瓦瑟曼 (W asserman)

和佛斯特 ( Faust)指出, 2-模网络所涉及的关系

体现在三个方面:可以表明行动者与事件之间的

关系; 可以表明事件行动者与事件相互间的关

系; 可以表明行动者之间形成的事件之间的关

系
[ 12]
。对于这三种关系, 在 2-模网络分析中,

可以通过图形分析、二部数据结构分析、2-模网

络中心性分析、核心 ! 边缘分析、分派分析等来

实现, UC INET软件对于实现这些分析提供了有

力的工具支持。

2. 企业员工吸收能力的网络嵌入性分析

科恩 ( Cohen)和莱文斯尔 ( Lev inthal)最早提

出 吸收能力  的概念, 是指企业认识新的外部

信息的价值,吸收与应用它,并获得商业结果的

能 力
[ 13]
。以 科 恩 ( Cohen ) 和 莱 文 斯 尔

( Lev inthal)为代表的学者进行的吸收能力的研

究,更多是一种绝对能力研究, 强调企业的自主

创新, 而忽略了企业间的合作关系
[ 5]
。戴尔

( Dyer)和西恩 ( S ingh)最早将吸收能力的研究扩

展到更广阔的关系视角,认为企业建立与提升吸

收能力时不能只考虑自身因素,还应该针对特定

的合作伙伴建立一种伙伴专属性吸收能力
[ 14]
。

王雎在对前人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指出,

吸收能力不再是一种绝对能力, 而是基于学习对

偶关系的相对能力;不再是组织自身的能力,而

是嵌入合作情境的跨组织能力
[ 5]
。这些基于关

系属性把吸收能力看做一种相对能力的视角,对

于研究校企知识转移过程中企业吸收能力问题

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知识

转移, 首先发生在大学研究人员与企业员工之

间,大学和企业人员构成了一个知识转移的网

络,这一网络成为校企知识转移的载体。作为知

识转移的重要环节,企业知识吸收发生在该网络

之中,由于该网络的结构特点及大学和企业人员

在该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等, 使得企业员工的

吸收能力受到网络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

员工的吸收能力不再是个体的绝对能力,而是企

业员工自身吸收能力与所处网络的整体结构及

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关系函数, 是嵌入在知识转

移网络中的相对能力。在该网络中, 大学作为知

识输出方向企业输出知识, 企业作为知识接收方

吸收大学转移来的知识 (企业也可以向大学输

出知识, 如市场信息, 这里主要研究大学向企业

的知识输出 ) ,从大学与企业在知识转移网络中

的功能来看, 两者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行动者集

合,由两者之间构成的网络具有 2-模网络的基

本属性,是一种典型的 2-模网络。

二、校企知识转移 2-模网络构建

本研究选取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与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作为实证

分析对象。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与奇瑞公司于

2007年开始合作研发点焊机器人, 并于 2009年

成功研制了国内第一台 QH - 165 点焊机器

人,目前该机器人在奇瑞公司焊装车间已成功焊

接几万套汽车车身部件, 表现出良好的性能,焊

点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双方合作过程中,

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基于在机器人方面的雄厚

知识积累,向奇瑞汽车公司转移了大量知识,奇

瑞汽车公司通过知识吸收, 并结合实际需要,实

现了自主创新。在这一案例中, 充分地体现了校

企知识转移过程中企业吸收能力问题。

通过深入访谈发现,参与该项合作的哈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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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共 18人, 奇瑞汽车公司员工共 33人,

双方人员根据研究需要及自身的知识基础均划

分为机械组、电控组和软件组。基于这三个小

组,我们分别在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选取十名核

心人员, 从奇瑞汽车公司员工中选取 14名核心

人员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深入访谈发现, 在双方

合作的现场调试阶段 (约为三个月 )发生的知识

转移及知识吸收比较频繁,因此我们选取这一阶

段来收集数据。数据收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

式,具体采取 以行为基础 的方法, 即每个问卷

都在整体网络的邻接矩阵中形成一行
[ 15]
。由于

本研究主要分析企业吸收能力, 因此在调查问卷

中首先给出了哈工大研究人员的名单,并设计如

下题目: 在您与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共同开展

165公斤点焊机器人研究项目时, 在现场调试阶

段,您认为自己从下列研究人员那里获取对您有

用的知识有多少次? 将这一问题在奇瑞汽车公

司中展开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 得到基本数据统

计,见表 1。

表 1 奇瑞员工 ! 哈工大研究人员知识吸收关系矩阵

YDY WWG XTQ YW ZDM WXT WZY GLZ W JH KMX

1 0 0 16 0 10 0 0 2 0 0

2 0 0 10 5 0 0 0 0 0 0

3 0 0 3 0 0 0 0 0 0 0

4 0 0 6 0 1 0 0 2 0 0

5 0 0 6 0 1 10 0 0 0 0

6 0 0 16 2 10 0 0 6 2 8

7 0 5 0 5 0 0 0 0 0 0

8 0 0 0 5 0 0 0 0 0 0

9 2 6 0 15 0 0 0 0 0 0

10 0 3 0 3 0 0 0 0 0 0

11 0 0 0 0 0 0 0 15 10 0

12 0 0 0 0 15 0 0 15 1 0

13 0 0 0 0 5 5 0 5 5 0

14 0 0 0 0 15 0 5 0 0 0

在表 1中,行代表奇瑞员工, 列代表哈工大

研究人员,从表 1可以看出, 该矩阵是一个多值

关系矩阵。为了更直观地表达出矩阵中所反映

出的网络结构, 运用 UC INET生成了网络结构直

观图,见图 1:

图 1 奇瑞员工 ! 哈工大研究人员 2-模网络直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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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模网络中企业员工吸收

能力测度与分析

1. 行模式 转换后的 1-模数据分析

把 2-模数据转换成 1-模数据, 进而考察

每一类点之间的关系,是 2-模数据分析的常用

方法
[ 11]
。在这一转换中, 可以进行 行模式 转

换,也可以进行 列模式  转换。由于本研究主要

分析企业吸收能力, 因此,主要通过 行模式 转
换来对企业吸收能力进行进一步研究。从 2-模

数据到 1-模数据的转换, 转换方法一般有对应

乘积法和最小值法,当初始值是多值数据时,常用

的方法是最小值法
[ 11]
。表 2是运用最小值法对

行模式  进行转换后的 1-模关系矩阵。

表 2 行模式 转换后的 1-模关系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28 10 3 9 7 28 0 0 0 0 2 12 7 10

2 10 15 3 6 6 12 5 5 5 3 0 0 0 0

3 3 3 3 3 3 3 0 0 0 0 0 0 0 0

4 9 6 3 9 7 9 0 0 0 0 2 3 3 1

5 7 6 3 7 17 7 0 0 0 0 0 1 6 1

6 28 12 3 9 7 44 2 2 2 2 8 17 12 10

7 0 5 0 0 0 2 10 5 10 6 0 0 0 0

8 0 5 0 0 0 2 5 5 5 3 0 0 0 0

9 0 5 0 0 0 2 10 5 23 6 0 0 0 0

10 0 3 0 0 0 2 6 3 6 6 0 0 0 0

11 2 0 0 2 0 8 0 0 0 0 25 16 10 0

12 12 0 0 3 1 17 0 0 0 0 16 31 11 15

13 7 0 0 3 6 12 0 0 0 0 10 11 20 5

14 10 0 0 1 1 10 0 0 0 0 0 15 5 20

在表 2中,对角线上的数值表征了每一名企

业员工从大学研究人员那里吸收知识的总次数,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企业员工的知识吸

收能力 (之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知识吸收

的次数能够反映出知识吸收的频率,还不能反映

知识吸收的质量 )。从表 2可以看出, 6号企业

员工从大学研究人员那里吸收知识的总次数为

44次,其次分别为 12号员工 ( 31次 ) , 1号员工

( 28次 ), 11号员工 ( 25次 )等。对角线之外的行

与列的交叉值表征了企业员工两两之间从共同

的大学研究人员那里吸收知识的次数。从表 2

可以看出, 1号与 6号企业员工从共同的大学研

究人员那里吸收的知识次数最多 ( 28次 ), 对照

原始数据发现, 他们同时从 XTQ ( 16次 )、ZDM

( 10次 )、GLZ( 2次 )三名大学研究人员那里吸收

到知识。其次为 6号与 12号企业员工, 而 1号

和 7号企业员工的交叉值为 0, 说明他们没有从

共同的大学研究人员那里吸收到知识。

王雎认为,基于组织合作强调, 吸收能力在

本质上是嵌入特定背景之中的。吸收能力一旦

脱离组织间合作网络,就会退化为企业内部的能

力,或者将不复存在
[ 5]
。表 2中每名企业员工吸

收知识的频率,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员工的

吸收能力, 而这种吸收能力发生在校企知识转移

网络中,换言之,如果失去了这一网络载体, 企业

吸收能力只能是自身的绝对能力, 这进一步说明

了吸收能力是嵌入于合作网络中的相对能力。

从表 2中行列交叉值可以看出, 企业员工两两之

间有的从共同的大学研究人员那里吸收到知识,

有的则没有,这说明企业员工之间对知识的需求

既存在一致性, 也存在差异性, 因此,知识需求的

一致性和差异性既可以作为对网络中企业员工

加以分类的标准之一,也可以将其视作网络中企

业员工形成不同聚类的原因之一。

2. 2-模网络中心度分析

中心度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要概念, 它是关

于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位置的测量,反

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或优势

差异
[ 15 ]
。中心性分析一般用度数中心度、接近

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进行测量。在 2 -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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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个点的度数中心度是该点所隶属的事件

数,一个事件的度数中心度是该事件所拥有的行

动者数;一个点的接近中心度是该点与其他点的

距离之和, 再加上该点到所有事件的距离之和;

一个点的中间中心度表征了该点在多大程度上

居于网络的中间
[ 11]
。表 3给出的是 14名企业员

工的中心度分析结果。

表 3 企业员工中心性分析结果

D egree C loseness B etw eenn e

1 0. 300 0. 581 0. 027

2 0. 200 0. 581 0. 059

3 0. 100 0. 474 0. 000

4 0. 300 0. 581 0. 027

5 0. 300 0. 563 0. 055

6 0. 600 0. 818 0. 512

7 0. 200 0. 500 0. 027

8 0. 100 0. 486 0. 000

9 0. 300 0. 514 0. 120

10 0. 200 0. 500 0. 027

11 0. 200 0. 486 0. 002

12 0. 300 0. 545 0. 015

13 0. 400 0. 563 0. 063

14 0. 200 0. 514 0. 093

从表 3可以看出, 在 14名企业员工中,度数

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最高的都是 6

号企业员工。从中心性角度, 可以判定 6号企业

员工在网络中最为活跃, 其吸收能力最强。综合

三个指标, 13号企业员工的吸收能力位于第二

位,而 3号和 8号吸收能力最弱。

在校企知识转移网络中,大学的知识输出与

企业的知识吸收构成了知识转移的核心过程,因

此,大学研究人员的知识输出能力对企业员工的

吸收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表 4是 10名大学研究

人员的中心性分析结果。

表 4 大学研究人员中心性分析结果

Degree C losen ess Betw eenne

YDY 0. 071 0. 348 0. 000

WWG 0. 214 0. 364 0. 010

XTQ 0. 429 0. 593 0. 215

YW 0. 429 0. 615 0. 462

ZDM 0. 500 0. 640 0. 292

WXT 0. 143 0. 410 0. 005

WZY 0. 071 0. 348 0. 000

GLZ 0. 429 0. 593 0. 130

W JH 0. 286 0. 552 0. 071

KMX 0. 071 0. 485 0. 000

从表 4可以看出, 大学研究人员 ZDM的度

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最高, 中间中心度较高,可

以认为, ZDM与企业员工的联系最密切, 他向企

业员工输出的知识频次最高,因此可以认为其知

识输出能力最强。综合三个指标, GLZ的知识输

出能力较强, 而 YDY、WZY和 KMX的输出能力

较弱。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企业员工和大学研究人

员在网络中的中心性,我们运用 UCINET工具绘

制了以中间中心度为分析对象的网络直观图,如

图 2所示。

图 2 中间中心性直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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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可以看出, 6号企业员工和大学研究

人员 YW对应点的规模最大,说明他们在网络中

处于中心位置,他们在大学研究人员与企业员工

知识转移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性作用最大。其

次分别为大学研究人员 ZDM、XTQ、GLZ及 9号

企业员工等。

鲍威尔 ( Pow e ll)等认为,中心度高的参与者

在网络中更容易获取并控制与创新相关的信息

资源
[ 16]
。在实证分析中发现, 度数中心度高的

企业员工在网络中与其联结的大学研究人员较

多,他能够从较多大学研究人员那里吸收知识,

因此其吸收能力较强。中间中心度高的企业员

工往往位于网络的中介位置,能够较容易获取大

学研究人员转移来的知识, 因此其吸收能力较

强。同时,中间中心度高的企业员工可以成为网

络中多个节点的中介, 能够促进大学研究人员和

企业员工之间的知识转移, 对提高企业吸收能力

具有积极作用。可见, 在校企知识转移网络中,

中心性高的企业员工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

3. 2-模网络 SVD分析

行转换后的 1-模数据分析、中心性分析都

侧重于对数据本身的分析, 然而, 隐藏在数据背

后影响企业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些表

面的数据分析并不能给出答案, 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我们对 2- 模数据进行了 SVD分析。 SVD

( Singu larV alue Decomposition)也称奇异值分析,

是一种用来找到 2-模 (多值 )网络数据背后因

子的方法
[ 11]
。表 5是 SVD分析结果。

表 5 SVD分析结果

FACTOR VALUE PERCENT CUM % RAT IO PRE CUM PRE

1 35. 223 28. 4 28. 4 1. 533 0. 451 0. 451

2 22. 980 18. 5 47. 0 1. 216 0. 211 0. 662

3 18. 902 15. 2 62. 2 1. 133 0. 141 0. 803

4 16. 682 13. 5 75. 7 1. 512 0. 111 0. 914

5 11. 035 8. 9 84. 6 1. 772 0. 049 0. 963

6 6. 228 5. 0 89. 6 1. 079 0. 015 0. 978

7 5. 769 4. 7 94. 2 1. 429 0. 013 0. 991

8 4. 038 3. 3 97. 5 1. 903 0. 007 0. 998

9 2. 122 1. 7 99. 2 2. 149 0. 002 1. 000

10 0. 988 0. 8 100. 0 0. 000 0. 006 1. 000

123. 969 100. 0

从表 5可以看出, SVD分析给出了 10个奇异

值,其中前三个奇异值的累积百分比达到 62. 7%,

因而这三个奇异值最重要。那么,这三个奇异值

表征了什么含义,对此可以做进一步的 SVD分析,

表 6是对大学研究人员 SVD分析的结果。

表 6 大学研究人员 SVD分析结果

1 2 3

YDY 0. 002 - 0. 016 - 0. 084

WWG 0. 008 - 0. 070 - 0. 368

XTQ 0. 567 - 0. 682 0. 126

YW 0. 074 - 0. 256 - 0. 845

ZDM 0. 649 0. 169 0. 193

WXT 0. 064 - 0. 034 0. 018

WZY 0. 040 0. 025 0. 044

GLZ 0. 459 0. 595 - 0. 246

W JH 0. 138 0. 264 - 0. 162

KMX 0. 127 - 0. 097 0. 012

从表 6可以看出,在共同因子 1上赋值最高

的分别是 XTQ ( 0. 567)、ZDM ( 0. 649)和 GLZ

( 0. 459) ,对照原始数据发现 XTQ和 ZDM都属

于电控组, 因此可以把共同因子 1定义为 电控

因子  ; 在共同因子 2上, 赋值最高的是 GLZ

( 0. 595)、W JH ( 0. 264)和 ZDM ( 0. 169), 对照原

始数据发现 GLZ和 W JH都属软件组, 因此可以

把共同因子 2定义为 软件因子 ;在共同因子 3

上,没有发现较好的解释因子。根据所发现的共

同因子,可以进一步考察企业员工在每个奇异值

上的负载值,以考察他们在共同因子上的负载情

况,表 7是分析结果。

从表 7可以看出, 6号企业员工在 电控因

子 上的负载值为 0. 561, 1号在 电控因子  上的

负载值为 0. 468, 说明他们吸收到的关于电控方

面的知识较多。 11号企业员工在 软件因子  上

的负载值为 0. 504, 12号在 软件因子  上的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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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 510,说明他们吸收到的软件方面的知识

较多, 其他员工的负载情况参见表 7。

表 7 企业员工 SVD分析结果

1 2 3

1 0. 468 - 0. 350 0. 183

2 0. 171 - 0. 353 - 0. 157

3 0. 048 - 0. 089 0. 020

4 0. 141 - 0. 119 0. 024

5 0. 133 - 0. 185 0. 060

6 0. 561 - 0. 279 0. 029

7 0. 012 - 0. 071 - 0. 321

8 0. 010 - 0. 056 - 0. 224

9 0. 033 - 0. 187 - 0. 797

10 0. 007 - 0. 043 - 0. 193

11 0. 235 0. 504 - 0. 281

12 0. 476 0. 510 - 0. 051

13 0. 186 0. 216 - 0. 052

14 0. 282 0. 116 0. 165

SVD分析还可以对各个行动者与事件之间

的关系进行可视化处理,即能够得到行动者与事

件之间关系的二维散点图,本例可视化处理后的

二维散点图如图 3所示。

从图 3可以看出,在图的左下方形成了了一

个明显聚类, 他们分别是大学研究人员 YDY、

WWG、YW、WXT、WZY和 KMX, 及企业员工 2、

3、4、5、9。对照原始数据发现,在这一聚类中,除

WZY之外,其余大学研究人员和企业员工均属

于 电控组 和 机械组  。
通过奇异值分析,我们发现在该网络中, 企

业和大学人员所隶属的组别是影响知识输出和

知识吸收的重要因素。戴维斯 ( Reagans)和艾维

力 (M cEv ily)在考察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时发现,知识发送方和知识接收方在知识结构上

的相似性是影响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
[ 17 ]
。根据

实证分析结果,可以认为, 校企双方知识结构的

相似性及知识供求的一致性是影响企业吸收能

力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可以推论, 企业员工对大

学研究人员的知识吸收实质上是一个基于知识

结构和知识供需一致性的有意识的亲和过程。

同时能够发现,由大学研究人员和企业员工构成

的校企知识转移网络具有节点活性、联结有机性

及结构柔性等特点,因此不同大学研究人员和企

业员工可以依据个体偏好进行择优联结。由于

这种择优联结的存在,在网络中会形成聚类, 在

这些聚类中知识吸收相对频繁, 因此聚类的存在

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

图 3 SVD分析二维图

4. 2-模网络核心 ! 边缘分析

罗伯特 ( Robert)指出,核心 ! 边缘结构是一

种理想型的结构模式, 它把行和列都分为两类。

所谓 核心  , 是指由一系列行动者构成, 这部分
行动者与事件分区中的每个事件都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同时, 事件也与核心分区中的行动者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 核心 是一种聚类,是
经常 共现  的行动者和事件的集合。 边缘  也

是由一组行动者构成,但这部分行动者在一些事

件上并不 共现  [ 18]。图 4是本例核心 ! 边缘分

析结果。

图 4 核心 ! 边缘分析结果

从图 4可以看出, UC INET的计算结果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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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拟合优度指数,初始值为 0. 372,最终值为

0. 684,说明核心 ! 边缘分析具有较好的拟合优

度。UC INET共区分出四个块, 其中左上角的块

密度为 0. 7000, 左下角的块密度为 0. 158, 右上

角的块密度为 0. 028, 右下角的块密度为 0. 016。

显然, 左上角的块为 核心  。进而观察, 这一

核心  由大学研究人员 ZDM、XTQ、YW、GLZ、

W JH及企业员工 1、6、13、12共同构成。换言之,

它是由上述五名大学研究人员和四名企业员工

共同组成的一个 聚类  ,这一聚类位于网络的核
心位置,其他人员则处在边缘位置。

在 2-模网络的 核心  部分,行动者与事件

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根据图 3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五名大学研究人员与四名企业员工之间联

接密度较高,他们在网络中 共现 的频率高于其

他节点。对照原始数据发现, 在这九名大学研究

人员和企业员工中, 除了 YW之外, 其余八个节

点均属于 电控组  和 软件组  , 这一现象的存
在,再一次说明在校企知识转移过程中, 大学研

究人员和企业员工之间存在着基于知识结构相

似的亲和性,知识吸收更容易发生在具有相似知

识结构的大学研究人员和企业员工之间。

四、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与

奇瑞汽车公司的合作为分析对象,构建了校企知

识转移的 2-模网络, 并对该网络进行了测度与

分析。归纳起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由校

企双方研究人员构成的知识转移网络是一种典

型的 2-模网络,企业知识吸收行为、吸收能力发

生并体现在该网络中,企业员工的吸收能力不是

个体的绝对能力,而是自身吸收能力与所处网络

的整体结构及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关系函数,是

嵌入在网络中的相对能力; 第二, 在校企知识转

移网络中,企业对大学知识的吸收是一种基于知

识结构和知识供求一致性的有意识的亲和过程,

校企双方的知识结构及知识供求是否一致是影

响企业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第三, 在校企知识

转移网络中,中心性高的企业员工可以从更多大

学研究人员那里获取知识, 具有较高的吸收能

力,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处于网络的中介位置, 可

以充当其他员工知识吸收的 桥梁  ,因此有意识

地提高网络中企业员工的中心度, 将有助于企业

吸收能力的增强; 第四, 校企知识转移网络是一

个具有节点活性、联结有机性及结构柔性等特点

的有机组织, 在这一网络中, 大学研究人员和企

业员工之间可以根据自身偏好进行择优联结,进

而在网络中形成聚类,由于在聚类中更容易产生

知识吸收, 因此聚类的存在有助于企业吸收能力

的提高。

本研究在实证分析中主要以校企知识转移

网络中企业知识吸收的频率来衡量企业吸收能

力,忽略了对企业知识吸收质量的考察, 因此具

有局限性, 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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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asurem ent and Analysis of Employees 'Absorptive Capacity

in University- enterprise 2- mode Network

ZOU Bo, YU Bo

( Schoo l o f Econom ics andM anagement, H arb in Institute of Techno logy, H arb in 150001, China)

Abstrac t: It is contr ibuted to the im provem ent of co llabo ra tion performance and know ledge transfer perform ance that w e

pay attention to for the enterpr ise absorptive capacity during the process o f know ledge transfer betw een un ive rsity and enter

pr i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 f the cooperative case o f Chery and H IT, a 2- mode netwo rk was constructed. The one- m ode

data a fter " row " transfo rm ed, centr ic ity, SVD and core- edgew ere ana lyzed. Then w e resea rched som e theo re tica l problem s,

such as the relation attributes of enterpr ise absorptive capacity, the ma in facto rs tha t a ffected the enterprise absorptive capac ity

and the reasons why c luste rw as fo rm ed and its ac tion on know ledge absorption in netw ork.

K ey words: 2- m ode netwo rk; know ledge transfer between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 abso rptive capac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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