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创新是组织的生命线 , 在快速多变和竞争日趋激烈的

环境下 , 创新变得越来越复杂 , 成本不断增加 , 风险日趋扩

大。企业发现内部化创新日益艰难 , 通过合作获取知识和

技术成为创新效果和效率俱佳的途径 , 于是企业越来越多

地开始选择合作创新。合作创新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

知 识 在 企 业间 的 有 效 转 移 [ 1] , 促 进 企 业 充 分 吸 收 和 利 用

外部知识 , 培育创新能力 [ 2] , 从而不断革新技术和开发新

产品 [3] , 提升企业的绩效和竞争优势 [4]。因此 , 有效的知识

转移对合作创新十分关键。然而 , 基于战略联盟和跨国公

司等背景的相关研究表明 , 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并非是一

帆风顺的 , 它会受到环境波动 [ 5] 、知识特性 [ 6] 、企业吸收能

力 [7]、沟通和信任 [8]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 , 信任是学者

们最为关注的核心要素之一。例如 , Charles Dhanaraj [9]等

( 2004) 指出 , 信任对合作伙伴间的隐性和显性知识转移都

会有积极的影响 ; Inkpen and Tsang( 2005) [10] 认为 , 战略联

盟伙伴间的相互信任有利于彼此学习和知识转移。

然而 , 纵观现有文献 , 我们发现仍有以下问题未获解

决。首先 , 研究表明 , 信任可分为契约信任 ( contractual

trust) 、能 力 信 任 ( competence trust) 和 友 好 信 任 ( goodwill

trust) 等不同维度 [11] , 且它们对企业间关系行为或关系结

果的影响各不相同 [12]。但现有文献并未深入讨论不同维度

的 信 任 对 知 识 转 移 的 差 异 化 影 响 。 其 次 , Geyskens 等

( 1998) [13] 指出 , 不同维度的信任总是同时存在的 , 但现有

研究并没有关注契约信任、能力信任和友好信任之间是否

存在交互作用, 以及由此对企业间知识转移的影响。第三 ,

诸多研究都讨论了知识转移对合作创新的积极作用 , 在实

践中 , 这种积极作用是通过企业间知识互补放大知识价值

来实现的, 但已有文献并未深入揭示知识互补性在知识转

移与合作创新关系中的重要调节作用。这些研究的缺位 ,

将不利于合作创新企业深刻理解信任对知识转移以及知

识互补对合作创新的重要意义, 从而不能有效地进行知识

转移 , 阻碍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以及竞争优势的维持。

1 概念模型

在合作创新中 , 信任是指合作伙伴对对方未来会采取

预期或相互能接受的行为或反应以满足本方需要的信心、

态度和期望, 可划分为契约信任、能力信任和友好信任3个

维度 [11]。其中 , 契约信任是合作伙伴对对方履行契约、协议

或承诺的期望; 能力信任是合作伙伴对对方执行特定任务

中的能力或职业标准的信心; 友好信任是合作伙伴对对方

会关注本方利益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的一种信心 , 是对对方

有为本方考虑的意图和动机并会真诚地关心本方收益或

福利的期望。友好信任源于契约信任且高于契约信任 , 它

折射了合作伙伴对对方契约之外没有或无法约定的行为

预期的信心。

信任促进了合作创新企业边界人员的交互作用 [14] , 为

彼此进行高水平的知识分享和转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5] ,

因此信任通常被视为正式控制与第三方控制机制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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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补充 , 能够有效促进交易伙伴间的知识分享和转移 [16] ,

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信任与知识转移显著相关 [8, 10]。这说明

信任是影响知识转移的重要前因变量。在交易关系中 , 契

约信任、友好信任和能力信任总是同时存在的 [13] , 并共同

作用于知识转移。

Szulanski( 1996) [17] 指出 , 知识转移是知识在组织内或

组织间跨越边界的转移 , 即知识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组

织或个体间转移。Singley and Anderson( 1989) [18]认为 , 知识

转移是将一种情境下获取的知识应用于另一情境; 知识转

移既可以发生在组织内部 , 也可以发生在组织之间 ; 知识

转移的渠道可以是正式的 , 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 可以是个

人的, 也可以是非个人的。基于学者们的研究 , 本文将组织

间的知识转移定义为组织之间通过不同渠道转移知识 , 实

现组织间知识共享 , 从而有效利用现有知识的过程 [19]。

Kogut and Zander( 1992) [20] 指出 , 企业是一个获取、共

享和创造知识的知识库 , 企业创新源于对知识等资源的重

新整合与创造 , 不仅要依靠自身占有的知识 , 还需要从外

部获取新知识 [21]。在合作创新中 , 合作伙伴间的知识转移

使企业可以从外部获取有关市场开发、技术研发和创新管

理的稀缺知识 , 并由此提高创新能力、新产品开发速度和

技术独特性 [3, 15, 22] , 而且 , 知识转移对合作创新的这种促进

作用会随着所转移知识的互补性的加大而增强 , 知识越互

补 , 越能够通过知识整合创造协同价值。这说明 , 知识转移

促进了合作创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 加快了新产品开发

速度 , 而这又会受到所转移知识的互补性的调节。

基于上述分析 , 我们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知识转移的概念模式

2 模型中要素之间的关系

2.1 信任与知识转移的关系

( 1) 契约信任与知识转移。组织间的合作创新多以合

同或契约为基础 , 契约中的规章或制度规定了合作伙伴的

权力、责任和行为等, 由此形成履行承诺的预期 , 从而产生

了契约信任。在合作创新中 , 尽管每个成员都认识到知识

转移和分享是有益的 , 但由于知识固有的特性 , 合作企业

间的知识转移活动是无形的 , 不能强制 , 而基于契约形成

的信任为创新伙伴间的自愿合作和知识转移提供了最初

和最基本的前提。当契约信任存在时, 合作伙伴会表现出

对他人的意图和行为一定的信心 , 并引致成员企业之间的

自愿合作行为 , 每个伙伴企业都会通过知识和技术的交流

与共享创造性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并努力实现创新目标。

因此 , 我们认为契约信任是合作创新的最初基础 , 它能够

直接促进合作伙伴间的知识转移。

( 2) 友好信任与知识转移。友好信任使合作伙伴之间

有着积极的超越契约的理解, 存在着行动的默契。友好信

任是最高层次的信任, 其结果必然是互利互惠。在高水平

的友好信任下, 合作伙伴相信对方与本方维持关系的目的

和动机是好的 , 这降低了对机会主义风险的感知 , 增强了

其在交易关系中投入更多知识资源的意愿 [23] ; 同时 , 友好

信任表明合作伙伴彼此相信对方不会将知识泄漏给第三

方 , 或以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的价值 [24] , 此时

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 , 合作伙伴相互间会积极向对方转移

其所需要的相关知识 , 并会对这些知识进行详细的阐释,

以使对方能更好地理解和吸收这些知识。另外 , 高度的友

好信任使得合作伙伴之间能够建立开放和诚实的关系 , 这

提高了双方的沟通效率 , 并由此促进了知识交流 [25] ; 同时

开放和诚实的关系使得双方的边界人员能够进行频繁、紧

密的交互作用 , 扩展了知识转移的途径 [14]。因此 , 我们认

为 , 友好信任会直接促进合作创新伙伴间的知识转移。

(3) 能力信任与知识转移。Madhavan and Grover(1998) [26]

指出, 能力信任是逐步积累而产生的, 来源于交易伙伴对过

去大大小小合作项目成功的经历和反馈。在合作创新中 ,

能力信任表明了合作伙伴对对方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或

职业标准的信心。但是 , 由于合作一方向另一方转移的知

识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 因此 , 如果合作一方无法确定对

方是否会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来使用这些知识 , 从而给

本方带来适当的回报 , 即使合作一方再怎么相信对方的

能力 , 也没有充分的动机向对方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因

此 , 我们认为 , 能力信任对知识转移的作用总是建立在契

约信任或友好信任的基础上的 , 不会直接促进合作创新

伙伴间的知识转移。

( 4) 能力信任的调节作用。虽然能力信任不能直接促

进知识转移, 但它能够加强契约信任和友好信任对知识转

移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 , 尽管契约信任和友好信任为知

识转移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 但在此前提下 , 组织总是愿意

选择能力更强的伙伴进行合作创新。所以 , 如果合作伙伴

双方总是能够采取预期行为 , 履行合作创新中的责任和义

务 , 并彼此认为对方是有能力且愿意在使用这些能力互相

满足需要时, 合作伙伴双方之间进行知识转移的意愿和主

动性将会大大增强 , 这有助于提高知识转移的水平。同时 ,

高水平的能力信任还意味着合作双方彼此相信对方有能

力合理、准确地利用其转移的有关知识 , 不需要对这些知

识进行重复和详细的解释 , 这有助于降低知识转移的成

本 , 并提高知识转移的成效 [25]。因此 , 我们认为 , 契约信任

和友好信任对合作创新中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会随着能

力信任的增进而加强。

2.2 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

吸收伙伴企业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 , 提高自身的创

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 是企业之间选择合作创新的重要动力

和利益之一。在合作创新中, 企业在从合作伙伴处获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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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有关市场和技术的新知识后 , 可将这些知识与企业

自身整合起来获得新的创意 , 并将这些创意与相应的资源

组合起来 , 为市场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 , 这一过程标志着

企业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 [27]。同时 , 合作伙伴间的知识转

移还为彼此模仿和借鉴对方的最佳创新实践提供了机会

和渠道 , 并通过合作学习获取在市场上很难买到的技术诀

窍或创新经验 , 这对于提高合作双方的创新能力都具有重

要意义 , 同时还避免了组织只在某个路径上积累知识而导

致的创新能力刚性 [21]。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知识转移对创新

能力的促进作用 [15]。因此 , 我们认为合作创新中的知识转

移能够直接促进合作双方创新能力的提高。

2.3 知识转移与新产品开发

Heide( 1994) [28]指出, 企业不可能拥有所需要的一切关

键知识资源, 这要求企业必须不断从外部获取知识以满足

新产品开发的资源需求。研究表明, 在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

新知识中 , 来源于企业内部的只占2/3, 另外1/3要靠从外部

获取 [29]。企业选择合作创新的目的就是不断获取新知识, 从

而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 [30], 而且利用外部知识资源进

行创新, 不仅缓解了企业内部资源有限的约束, 能够降低企

业的研发成本, 而且能够提高企业实施创新的速度 [31]。实证

研究也证明了知识对新产品开发的促进作用 [3]。因此, 我们

认为, 知识转移能够直接促进合作创新企业的新产品开发。

2.4 知识互补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知识的观点, 企业分工其实是企业间的知识分工

过程。知识分工和互补性, 产生了对知识集中起来进行组

合以创造价值的潜在需要。因此, 从知识互补性的视角出

发 , 合作创新伙伴关系的形成在本质上表现为实现互补性

的知识转移和知识组合。在合作创新中 , 互补性知识在伙

伴间的转移影响着合作的成效 , 并且随着知识互补性程度

的提高 , 知识转移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和新产品开发的影

响会逐渐增加。低度的互补性意味着这些知识重新整合的

空间和价值有限 , 难以形成新的独特创意 , 无法大幅度提

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新产品开发速度; 而高度的互补性则

意味着知识重新组合的潜在价值和需求大大加强 , 也为知

识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高度互补性知识的整合能够形

成“耳目一新”的思想创意 , 其对合作企业员工知识结构、

思维、技术和工作方法的改造大大加强了企业创新能力 ,

并积极促进着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因此 , 我们认为 , 随着知

识互补性的增加 , 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与新产品开发的促

进作用将会随之加强。

2.5 创新能力与新产品开发

创新是企业生存的基础。Drucker在1954年第一次说明

了创新能力对组织的重要性 , 他指出企业或者创新或者消

亡。创新能力是获取良好创新绩效的核心 , 创新能力强的

企业将取得高的新产品开发绩效。具体地讲 , 创新能力强

的企业通过干中学 , 能够积累和强化企业自身的技术独特

性 , 并使得竞争者很难购买或模仿。这有助于降低创新成

本和缩短产品创新周期, 并由此促进企业的新产品开发。

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创新能力对产品绩效的促进作用 [32]。因

此, 我们认为创新能力的提高能够促进合作创新中伙伴企

业的新产品开发。

3 结论

我们首先讨论了信任对知识转移的作用机理。分析结

果表明 , 契约信任和友好信任可以直接促进合作创新伙伴

间的知识转移 , 而能力信任对知识转移并不存在直接作

用; 但是 , 能力信任能够通过与契约信任、友好信任的交互

作用来加强二者和知识转移之间的正向作用关系。这说

明 , 在知识转移中 , 契约信任和友好信任比能力信任更加

重要 , 二者都是促进知识转移的直接动力和前提 , 而能力

信任则扮演着“催化剂”的作用 , 只有在契约信任和友好信

任存在的前提下 , 能力信任才能发挥对知识转移的积极促

进作用。这一结论深刻揭示了不同维度的信任在知识转移

中具有显著不同的作用, 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信任与知识转

移之间关系的理解 , 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其次 , 我们

研究了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 , 知识

转移既会直接促进企业的新产品开发 , 也会通过创新能力

的提升间接促进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最后, 我们还指出 , 知

识转移对企业创新能力和新产品开发的促进作用会受到

知识互补性的调节 , 知识互补是知识转移的根本需要和动

力, 这弥补了以往研究单纯讨论知识转移与企业创新之间

的关系而忽略知识互补性的不足, 丰富了对它们相互间关

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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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lational Model of Trust, Knowledge Transfer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rust, knowledge transfer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based on coopera-

tive innovation. We argue that contractual trust and goodwill trust will directly promote knowledge transfer, while competence

trust can enforc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ractual trust, goodwill trust and knowledge transfer, knowledge trans-

fer has direct effect o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transfer 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s moderated by knowledge complement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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