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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技术知识流动是技术知识的生成与转化过程棳包括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种流

动类型椈吸收能力和邻近程度是影响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的两个重要因素椈针对技术创新过程中

技术知识流动的实证研究具有相似性暎根据以上研究框架棳梳理了国内外有关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

动方面的研究成果棳并对未来研究作出展望暎
关键词椇技术创新椈技术知识流动椈吸收能力椈知识流动测量

中图分类号椇斊棸椆棻棶棾椀棿暋暋暋暋文献标识码椇斄暋暋暋暋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棻灢椃棾棿椄棬棽棸棻棸棭棻椂灢棸棻椀椂灢棸椀暋暋

暋暋技术创新的实质是技术知识的生成与转化棳技术知识

流动的速度和强度是企业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暎国内外

对技术知识 流 动 的 研 究 多 数 集 中 在 知 识 溢 出椲棻椵暍创 新 扩

散椲棽椵以及技术转移椲棾椵等方面棳目前还没有系统研究技术创

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的成果暎本文从技术知识以及技

术知识流动的界定暍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的类型

以及影响因素暍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的测量等方

面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棳目的是构建技术创新过

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研究的理论框架棳找出现有研究的薄弱

环节以及重点领域棳以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暎

棻暋技术知识

棻棶棻暋技术知识的界定

技术 知 识 用 英 语 表 达 有 两 种 方 式棳分 别 是 斣斿斻旇旑旈斻斸旍
斔旑旓旝旍斿斾旂斿和 斣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斔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暎二者不同之处体

现在两个方面椇第一棳使用范围不同椇前者适 用 在 具 体 的暍
专业的技术活动领域棳诸如手工制作暍机器 操 作 等暎后 者

适用范围是普遍意义上的暎第二棳形成过程 不 同椇前 者 是

在现场使用和操作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的棳强调在遵循技

术逻辑基础之上的经验积累椈后者的形成则是社会相关成

员 共 同 建 构 的 结 果暎斣斿斻旇旑旈斻斸旍强 调 技 术 的 实 体 构 成椈
斣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旈斻斸旍则强调技术的社会方面棳即技术是社会建构

的椲棿椵暎根据具体语境的不同棳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本文中

的技术知识暎
国内外对技术知识的界定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椇张

斌暍潘天群椲椀棳椂椵认为棳技术知识是 关 于 改 造 物 质 客 体棳使 之

成为能够满足人需要的物质形式的知识棳以技术规则形式

出现棳判断标准是有效性椈王大洲暍关士续椲椃椵认为棳技术知识

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周围环境过程中所习得的处理暍使用

和制造有用物品的技能和知识椈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椲椄椵

认为棳关于 人 工 物 的 制 作 和 使 用 的 真 实 信 仰 可 以 通 过 技

能暍格言暍法则暍规则或理论的诉求来得以验证棳并产生了

各种不同种类的作为知识的技术暎
棻棶棽暋技术知识的分类

在波兰尼 的 隐 性 知 识 研 究 基 础 上棳美 国 学 者 斒斚斎斘
斄棶斄斕斏斆椲椆椵把企业的技术知识分为显性技术知识和隐性技

术知识暎显性技术知识主要包括出版的科学技术文献暍技

术标准暍专利以及没有出版的科学技术文献暍公司内部的

报告椈隐性技术知识包括个人的隐性技术知识棳诸如拇指

规则暍探索方法暍判断和直觉以及组织的隐性技术知识暎
美国学者 斈棶斅斸旈旘斾椲棻棸椵认为棳物质形式的技术知识是密

封于工具中的知识棳观念形式的技术知识是存在于操作者

头脑中的知识暎荷兰学者 斖斄斠斆斒棶斈斉 斨斠斏斉斢椲棻棻椵把技术

知识 分 为 棿 类棳分 别 是 关 于 人 工 物 功 能 的 实 用 性 技 术 知

识椈关于人工物特性的技术知识椈关于人工物实用性与特

性关系的技术知识棳即技术理论椈关于过程的技术知识棳即

操作流程暎技术理论类似于科学知识棳其它技术知识包括

规范判断棳则是纯粹的技术知识暎

棽暋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技术知识流动

棽棶棻暋技术知识流动

斚旙斻斸旘斖棶斠旓斾旘湭旂旛斿旡棴斉旍旈斸旙等椲棻棽椵在野中郁次郎关于知

识创造理论的基础上棳认为知识流动是由知识创造暍知识

外化暍知识贮存暍知 识 转 换 与 共 享暍知 识 内 化暍知 识 应 用 椂
个环节组成的暎技术知识流动是知识流动的一种棳因此技



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可以从两个层次来把握椇就企

业内部而言棳技术知识流动包括解决问题暍扩散暍吸收和审

视棿个阶段棳它们构成一个社会学习周期椲棻棾椵椈就企业外部

而言棳技术知识流动是指在企业暍科研院所暍情报机构等主

体之间棳技术知识的生成与转化过程暎
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本文界定棳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

知识流动是技术知识生成与转化的过程暎企业外部的技

术知识流动需要通过吸收转化为企业内部的技术知识流

动椈企业内部技术知识流动的最终结果棳还要经过扩散机

制转化为企业外部的技术知识流动椈企业内外部的技术知

识流动统一于技术创新活动暎
棽棶棽暋技术知识流动的特征

棽棶棽棶棻暋增殖性

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技术知识流动的增殖性是指棳技术

知识在生成和转化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技术知识棳引起技术

知识在流动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更新暎它体现在两个方面椇
棬棻棭技术知识储量的绝对增加暎技术创新过程是技术

知识的生成与转化过程棳技术知识在这一过程中的总量不

断增加暎正如 斉旐旈旍旈斸斉棶斖斸旘旚旈旑斿旡棴斅旘斸旝旍斿旟椲棻棿椵所说棳在知

识扩散过程中棳我们采取每一步骤或应用每一个原理暍原

则修正之前的步骤暍原理暍原则棳都会产生新的知识暎
棬棽棭技术知识储量的相对增加暎当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时棳它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储量有可能少于其本身拥有的技

术知识储量暎但是通过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棳企业的生产

效率将极大提高棳技术知识发挥出巨大功效棳即技术知识

储量相对增加暎
棽棶棽棶棽暋破损性

知识在从拥有者转移到接受者的过程中棳由于发出者

的愿景暍技 术 知 识 特 性 及 参 与 者 对 知 识 的 理 解 能 力 的 不

同棳都可能破坏技术知识系统的完整性棳造成知识破损椲棻椀椵暎
棬棻棭技术知识发出者的愿景暎例如棳企 业 可 能 因 为 担

心技 术 秘 密 的 泄 露 而 不 愿 转 移 核 心 技 术 知 识 棬斝旓旘旚斿旘
棻椆椄椀棭椲棻椂椵棳或者在合作创新过程中信任缺失棳从而造成技术

知识破损暎
棬棽棭技术知识的特性暎技术知识的隐 性 程 度 越 高棳在

技术知识流动过程中越容易导致接受者对技术知识理解

的歪曲棳从而造成技术知识的破损暎技术知识的模块化意

味着流动的技术知识需要具有可转移性棳而这也可能导致

技术知识破损椲棻椀椵暎
棬棾棭技术知识接受者的整合能力暎企 业暍组 织 或 个 人

对技术知识的理解和整合程度棳是决定企业技术创新成败

的关键暎
增殖性与破损性作为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 识 流 动

的特征棳二者并不矛盾暎增殖性是就技术知识流动的结果

而言的棳它是指技术知识的积累和更新椈破损性是就技术

知识流动的过程而言的棳受技术知识发出者暍接受者的能

力以及技术知识特性的影响椲棻椀椵暎它们共同反映了技术创

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的特质暎

棾暋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类型

棾棶棻暋企业内部的技术知识流动

棾棶棻棶棻暋企业内部技术知识流动的理论

社会学习周期理论椇布瓦索教授椲棻棾椵认为棳企业技术知

识流动包括解决问题暍扩散暍吸收和审视棿个阶段棳它们组

成社会学习周期过程暎扩散后的编码知识通过技术实践

逐步内化为员工知识棳大量隐性知识不断丰富编码知识暎
通过审视过程棳未编码的隐性知识会嵌入到个别有洞察力

的个人头脑中棳在某种程度上编码棳解决技术问题棳则会引

起技术知识流动的社会学习新周期暎斖斸旘旚旟旑斝旈旚旚斸旑斾斔斿旑
斆旍斸旘旊斿椲棻椃椵在布瓦索 研 究 基 础 上棳在 产 品暘暘暘市 场暍技 术 或

工程暍创新导向棾个领域内探讨了企业内部的技术知识流

动椇在产品暘暘暘市场领域和 技 术 领 域棳技 术 知 识 的 流 动 依

赖于个人专业技能的提升以及企业内部个人学习能力的

增强椈在创新导向领域棳技术知识开发和流动得益于个人

的好奇心和创业冲动棳而商业过程则是相对不确定的暍模

糊的暎
斢斉斆斏知识 流 动 螺 旋 模 型椇日 本 学 者 野 中 郁 次 郎 等

人椲棻椄椵在企业范围内探讨了知识创造的两个维度暎认识论

维度包括棿种模式棳分别为共同化暍表出化暍联结化和内在

化暎经过共同化暍表出化和联结化 棾个过 程 中 的 体 验棳技

术知识以共有心智模式或技术诀窍的形式内化到个人的

隐性知识库内暎存在论维度是指棳个体的隐性知识是组织

知识创造的基础棳组织需要调动由个体所创造及积累的隐

性知识暎被调动出来的隐性知识棳通过知识转换的棿种模

式在组织层次上得以放大棳并且在存在论维度的较高层级

上结晶下来暎国内学者李久平 椲棻椆椵基于野中郁次郎等人提

出的知识创造的斢斉斆斏模型棳构建了基于斢斉斆斏的企业内部

技术知识流动螺旋模型暎
从社会学习周期理论到斢斉斆斏知识流动螺旋模型的转

变是理论深化过程棳它们都强调隐性技术知识与显性技术

知识在转化过程中被暟编码暠暍暟扩散暠暍暟抽象暠椲棻棾椵的作用棳都

强调技术实践在技术知识流动过程中的作用暎但是与社

会学习周期理论相比棳斢斉斆斏知识流动螺旋模型更加强调个

人技术知识与组织技术知识之间的转换暎暟社会学习周期

理论注重个人在企业内部技术知识流动过程中的作用棳而

斢斉斆斏知识流动螺旋模型则是在组织范围内探讨技术知识

流动暠椲棻椃椵暎
棾棶棻棶棽暋企业内部技术知识流动的途径

隐性技术知识不易编码棳显性技 术 知 识 易 于 编 码棳它

们决定了两类技术知识流动途径的差异性暎
隐性技术知识流动的途径椇对于个人隐性技术知识而

言棳它们需要通过技术实践中的操作演示暍经验积累获得棳
主要途径有暟干中学暠椲棻椵暍暟用中学暠椲棽棸椵等椈对于组织隐性技

术知识棳则需要通过个人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和扩散棳进

而转化为组织的隐性技术知识暎暟组织隐性技术知识是根

植于企业内部的暍是社会建构的暠椲棽棻椵棳促进它流动的有效途

暏椃椀棻暏暋第棻椂期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宋保林棳李兆友椇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研究述评



径是在组织范围内开展技术培训暍技术训练等暎
显性技术知识流动的途径椇显性技术知识是编码后的

技术知识棳以文件暍文献为载体棳具有可移动性椲椆椵暎显性技

术知识流动的有效途径是接受者学习理论形态的技术知

识棳诸如听报 告 会暍学 习 专 利 文 件 等棳也 就 是 通 常 所 说 的

暟学中学暠椲棽棽椵暎
企业内部的显性技术知识流动和隐性技术知 识 流 动

不是截然分开的暎在隐性技术知识流动过程中棳需要显性

技术知识的理论指导椈在显性技术知识流动过程中棳需要

通过操作演示暍典型示范暍经验积累暍技能内化等隐性技术

知识流动的途径来加深对显性技术知识的理解暎企业技

术创新活动棳是显性技术知识与隐性技术知识相互作用而

共同推动的暎
棾棶棽暋企业外部的技术知识流动

棾棶棽棶棻暋正式的技术知识流动

技术创新过程中企业外部正式的技术知识流动棳是通

过有偿或 无 偿 形 式 实 现 技 术 知 识 转 移暍溢 出 和 扩 散 的暎
斒斚斎斘 斄棶斄斕斏斆椲椆椵认为棳通过许可契约或者雇佣有经验的

工程师和管理者棳可以获得其它公司的技术知识椈通过雇

佣刚刚毕业 的 大 学 生 参 与 研 究 项 目棳可 以 获 得 大 学 的 知

识椈通过许可契约和合作研发契约棳可以获得政府实验室

的技术知识暎斔旈旘斸斠棶斊斸斺旘旈旡旈旓椲棽棾椵也指出棳企业与大学的科

学家保持较密切的联系棳能够获得更多发明创新的机会暎
棾棶棽棶棽暋非正式的技术知识流动

企业外部非正式的技术知识流动是技术知识 流 动 的

重要形式棳受情感暍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棳它在某种程度

上能给企业带来核心技术暎企业外部非正式的技术知识

流动主要包括椇重要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加入或离开椲棽棿椵椈虚

拟大学或研究中心的成员交流也是技术知识流动的重要

形式椲棽椀椵椈在会议或工作场所对关键信息的无意表达暍暗示暍
透露也容易造成技术知识溢出椲棽椂椵椈企业家依赖诸如贸易组

织中的成员身份等弱联系来了解最新的技术创新棳进而促

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椲棽椃椵暎
企业外部非正式的技术知识流动与正式的技 术 知 识

流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椇企业外部正式的技术知识流动多

数是有偿的棳而企业外部非正式的技术知识流动则是基于

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情感的棳因此更有可能获得技术创新所

需的核心技术知识椈在企业外部正式的技术知识流动过程

中棳个别工程师或技术员也可能在无意间泄露企业的核心

技术知识暎

棿暋技术创新过程中影响技术知识流动的因

素

棿棶棻暋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的概念来自于研发活动与创新关系的研究暎
斄旍旍斿旑椲棽椄椵认 为 吸 收 能 力 是 组 织 研 发 的 结 果椈斆旓旇斿旑斸旑斾
斕斿旜旈旑旚旇斸旍椲棽椆椵首次明确了吸收能力棳指出吸收能力是公司为

了商业化目的棳评估暍消化暍应用外部知识的 能 力暎斱斸旇旘斸

斸旑斾斍斿旓旘旂斿椲棾棸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棳指出吸收能力包括潜在

吸收能力和现实吸收能力暎吸收能力对技术创新过程中

的技术知识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棾个方面椇栙吸收能力

影响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的宽度暎斊棶斅斿旍旛旙旙旈斸旑斾
斕棶斝旈旍旓旚旚旈椲棾棻椵在考察了意大利棾种工业系统棬微弱的学习系

统暍有较强吸收能力的创新系统以及演化的系统棭内技术

知识流动情况后棳指出在有较强吸收能力的创新系统中棳
当地企业能够激活并吸收来自外部的知识棳在当地网络中

分享技术知识棳并产生改进产品或机器的新技术知识棳从

而使技术知识得以在产业集群中扩散暎栚 吸收能力影响

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的深度暎吸收能力强弱会

影响接受者对技术知识理解和把握的深度棳进而影响技术

创新的成败暎斊旘斸旑旊斣棶斠旓旚旇斸斿旘旐斿旍斸旑斾 斖斸旘旈斿斣旇旛旘旙斺旟椲棾棽椵

认为棳在大学知识转化为孵化器公司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棳
孵化器公司的吸收能力是影响该过程能否成功的一个重

要的因素暎栛 吸收能力影响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技术知识

流动的速度暎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技术知识从萌发到

实现有一个周期棳吸收能力的强弱可缩短或延长该周期暎
棿棶棽暋邻近

法国邻近学派较早对邻近作了 详 细 研 究暎荷 兰 学 者

斠旓旑斄棶斅旓旙斻旇旐斸椲棾棾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椀种邻近棳
分别是认知邻近暍组织邻近暍社会邻近暍机构邻近和地理邻

近暎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的邻近因素棳可以概括

为技术知识邻近和非技术知识邻近两种情况椇
棬棻棭技术知识邻近是影响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

动的决定性因素暎技术知识流动的实现需要技术知识发

出者与接受者之间具有相似的技术知识基础棳即有相似或

相同的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椲棾棿椵暎他们具有的技术知识结

构越相似棳越有利于技术知识的流动暎斏斸旑旙旈旚旈椲棾椀椵认为棳新产

品开发是新的技术知识与现存的技术知识相结合的结果棳
是技术知识复杂系统整合的结果暎如果新的技术知识与

现存技术知识不具有相似性棳则新产品的开发很有可能失

败暎
棬棽棭非技术知识邻近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

知识流动的重要因素暎非技术知识邻近主要包括地理邻

近暍组 织 邻 近暍社 会 邻 近 等暎斅斿旑旉斸旐旈旑 斍旓旐斿旙灢斆斸旙旙斿旘斿旙
等椲棾椂椵认为棳联盟者之间的地理暍商业相似性对技术知识流

动有积极影响暎当公司内部组织有相同兴趣棳或者契约机

制能减少互相交流中的投机行为时棳技术知识更容易被分

享暎斦旍旀斄旑斾斿旘旙旙旓旑等椲棾椃椵认为棳企业暍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

关系嵌入性会影响技术知识流动的效果以及性质暎

椀暋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的测量

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 识 流 动

的实证研究棳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特征椇
棬棻棭测量方法相近暎国内外学者大都采用权威专利文

献棳通过建模分析技术知识流动的强度暎斅斿旑旉斸旐旈旑斍旓旐斿旙灢
斆斸旙旙斿旘斿旙等椲棾椂椵把专利引用作为知识流动的参量进行建模棳

暏椄椀棻暏 科技进步与对策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棽棸棻棸年



通过分析来自美国商标专利局棬斦斢斝斣斚棭的相关专利数据棳
指出联盟公司之间的知识流动比不联盟公司之间的知识

流动强棳但比公司内部的知识流动弱椈中国台湾学者 斖斿旈灢
斆旇旈旇斎旛椲棾椆椵则运用美国商标专利局棬斦斢斝斣斚棭的专利数据棳
分析了台湾薄影片晶体管暘暘暘液晶显示 产 业 的 五 大 企 业

之间的技术知识流动和创新能力暎
棬棽棭测量结果相近暎已有测量显示了 相 近 的 结 论椇技

术知识 流 动 对 技 术 创 新 有 积 极 影 响暎法 国 学 者 斆旓旘旈旑旑斿
斄旛旚斸旑旚灢斅斿旘旑斸旘斾椲棿棸椵通过建 模 测 量 了 公 共 研 究 对 创 新 的 影

响棳发现公共机构在新知识的产生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椇公共研究对提升创新水平有直接作用棳对促进私人研

发有间接作用暎英国曼彻斯特管理学院的 斖旓棶斮斸旐旈旑斸旑斾
斒旛旍旈斿旚斚旚旚旓椲棿棻椵通过分析生物制药行业的专利引用实例证实

了知识流动与创新行为的关系棳认为知识流动对创新行为

有积极的影响椈美国学者 斖旈斻旇斿旍旍斿斍旈旚旚斿旍旐斸旑椲棿棽椵通 过 比 较

美国和法国的专利数据棳发现两个国家的创业型公司较易

于吸收外部的技术知识棳具有较高的创新倾向棳而较大公

司的创新力度则较小暎
对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的测量结果 反 映 了

技术知识流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棳但是它们仍存在以下不

足椇栙多数实证研究测量了企业外部技术知识流动的类型

和强度棳却忽视了对企业内部技术知识流动强度和类型的

测量椈栚 忽视了对隐性技术知识的测量棳这与隐性技术知

识的特性有关系暎

椂暋研究展望

棬棻棭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多为针对企业内部技术知识流

动的定性研究棳较少涉及定量研究暎今后可以加强对企业

内部技术知识流动的特点暍机制暍强度以及实现途径的实

证研究暎
棬棽棭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多为针对显性技术知识流动的

研究棳较少涉及隐性技术知识流动的特点暍机制暍强度以及

实现途径棳今后可以在该方面深入研究暎
棬棾棭国内外对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的研究多

关注技术知识生成与转化的过程棳较少涉及技术知识流动

的成因棳今后可以加强对其动因的研究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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旐斿旑旚棳棻椆椆椆棳棻棻棬棾棭椇棾棸棻灢棾棻椂棶

椲棻椄椵暋斏斔斦斒斏斠斚斘斚斘斄斔斄棳斎斏斠斚斣斄斔斄 斣斄斔斉斦斆斎斏棶斣旇斿旊旑旓旝旍灢
斿斾旂斿斻旘斿斸旚旈旑旂斻旓旐旔斸旑旟椇旇旓旝旉斸旔斸旑斿旙斿斻旓旐旔斸旑旈斿旙斻旘斿斸旚斿旚旇斿
斾旟旑斸旐旈斻旙旓旀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椲斖椵棶斘斿旝 斮旓旘旊椇斚旞旀旓旘斾斦旑旈旜斿旘旙旈旚旟
斝旘斿旙旙棳棻椆椆椀棶

椲棻椆椵暋李久平棶基于 斢斉斆斏的企业内部知识流动过程及螺旋模型

椲斒椵棶情报杂志棽棸棸椂棬椆棭椇椀棻灢椀椃棶
椲棽棸椵暋斘 斠斚斢斉斘斅斉斠斍棶斏旑旙旈斾斿旚旇斿斺旍斸斻旊斺旍斸斻旊斺旓旞椇旚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旟

斸旑斾斿斻旓旑旓旐旈斻椲斖椵棶斆斸旐斺旘旈斾旂斿斦旑旈旜斿旘旙旈旚旟斝旘斿旙旙棳棻椆椄棽棶
椲棽棻椵暋斱斉斮斘斉斝斉斠斈斉斘 棳斍斉斚斠斍 斨斚斘 斔斠斚斍斎 棳斏斔斦斒斏斠斚

斘斚斘斄斔斄棶斣旇斿旕旛斸旍旈旚旟旓旀旂旘旓旛旔旚斸斻旈旚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椲斒椵棶斣旇斿
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斢旚旘斸旚斿旂旈斻斏旑旀旓旘旐斸旚旈旓旑斢旟旙旚斿旐旙棳棽棸棸椄棳棻椃棬棻棭椇棿灢
棻椄棶

椲棽棽椵暋斎 斆斉斕斕斏斢棶斣旘斸旑旙旀斿旘旓旀旍斿斸旘旑旈旑旂椲斖椵棶斘斿旝 斮旓旘旊椇斖斸斻旐旈旍灢
旍斸旑棳棻椆椂椀

暏椆椀棻暏暋第棻椂期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宋保林棳李兆友椇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流动研究述评



椲棽棾椵暋斔斏斠斄斠斊斄斅斠斏斱斏斚棶斄斺旙旓旘旔旚旈旜斿斻斸旔斸斻旈旚旟斸旑斾旚旇斿旙斿斸旘斻旇旀旓旘
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椲斒椵棶斠斿旙斿斸旘斻旇斝旓旍旈斻旟棽棸棸椆棳棾椄棬棽棭椇棽椀椀灢棽椂椃棶

椲棽棿椵暋斍斠斚斢斢斖斄斘 斍 斖棳斎斉斕斝斖斄斘斉棶斏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斸旑斾旂旘旓旝旚旇
旈旑旚旇斿旂旍旓斺斸旍斿斻旓旑旓旐旟椲斖椵棶斆斸旐斺旘旈斾旂斿棳斖斄椇斖斏斣 斝旘斿旙旙棶
棻椆椆棻棶

椲棽椀椵暋斚斕斉斢斔斚 斔 斖棶斣斸斻旈旚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斸旑斾旙斻旇旓旓旍旀旓旘旐斸旚旈旓旑椲斒椵棶
斚斢斏斠斏斢棳棻椆椆棾棳椄椇棻椂灢棽椆棶

椲棽椂椵暋斒斉斠斉斖斮斠斕斎斚斪斉斕斕斢棶斣斸斻旈旚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棳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斸旑斾斿灢
斻旓旑旓旐旈斻旂斿旓旂旘斸旔旇旟椲斒椵棶斦旘斺斸旑斢旚旛斾旈斿旙棳棽棸棸棽棳棾椆棬椀棷椂棭椇椄椃棻灢
椄椄棿棶

椲棽椃椵暋刘冰棳陶海青棶知识流动研究范式的一个扩展椇从企业网络

到企业家网络椲斒椵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 理棳棽棸棸椂棬棽棭椇椂棻灢
椂椂棶

椲棽椄椵暋斣斄斕斕斉斘棶斖斸旑斸旂旈旑旂旚旇斿旀旍旓旝旓旀旚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旟椲斖椵棶斖斏斣斝旘斿旙旙棳
斆斸旐斺旘旈斾旂斿棳斖斄棳棻椆椄棿棶

椲棽椆椵暋斪 斖 斆斚斎斉斘棳斈 斄 斕斉斨斏斘斣斎斄旍棶斄斺旙旓旘旔旚旈旜斿斻斸旔斸斻旈旚旟椇斸
旑斿旝旔斿旘旙旔斿斻旚旈旜斿旓旑旍斿斸旘旑旈旑旂斸旑斾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椲斒椵棶斄斾旐斢斻旈斞棳
棻椆椆棸棳棾椀椇棻棽椄灢棻椀棽棶

椲棾棸椵暋斢斄棶斱斄斎斠斄棳斍 斍斉斚斠斍斉棶斄斺旙旓旘旔旚旈旜斿斻斸旔斸斻旈旚旟椇斸旘斿旜旈斿旝棳
旘斿斻旓旑斻斿旔旚旛斸旍旈旡斸旚旈旓旑棳斸旑斾斿旞旚斿旑旙旈旓旑椲斒椵棶斄斻斸斾 斖斸旑斸旂 斠斿旜棳
棽棸棸棽棳棽椃棬棽棭椇棻椄椀灢棽棸棾棶

椲棾棻椵暋斊斅斉斕斦斢斢斏棳斕斝斏斕斚斣斣斏棶斔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斻旘斿斸旚旈旓旑棳旍斿斸旘旑旈旑旂斸旑斾
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旈旑旈旚斸旍旈斸旑旈旑斾旛旙旚旘旈斸旍斾旈旙旚旘旈斻旚旙椲斒椵棶斍斿旓旂旘斸旀旈旙旊斸
斄旑旑斸旍斿旘斢斿旘旈斿旙斅椇斎旛旐斸旑 斍斿旓旂旘斸旔旇旟棳棽棸棸棽棳椄棿棬棽棭椇棻棽椀灢
棻棾椆棶

椲棾棽椵暋斊斠斄斘斔斣斠斚斣斎斄斉斠斖斉斕棳斖斄斠斏斉斣斎斦斠斢斅斮棶斦旑旈旜斿旘灢
旙旈旚旟灢旈旑斻旛斺斸旚旓旘旀旈旘旐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旀旍旓旝旙椇斸旙旙斿旙旙旈旑旂旚旇斿旈旘旈旐旔斸斻旚
旓旑旈旑斻旛斺斸旚旓旘旀旈旘旐旔斿旘旀旓旘旐斸旑斻斿椲斒椵棶斠斿旙斿斸旘斻旇斝旓旍旈斻旟棳棽棸棸椀棳
棾棿棬棾棭椇棾棸椀灢棾棽棸棶

椲棾棾椵暋斠斚斘 斄 斅斚斢斆斎斖斄棶斝旘旓旞旈旐旈旚旟斸旑斾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椇斸斻旘旈旚旈斻斸旍
斸旙旙斿旙旙旐斿旑旚椲斒椵棶斠斿旂旈旓旑斸旍斢旚旛斾旈斿旙棳棽棸棸椀棳棾椆棬棻棭椇椂棻灢椃棿棶

椲棾棿椵暋斍斏斚斨斄斘斘斏斈斚斢斏棶斣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旔斸旘斸斾旈旂旐旙斸旑斾旚斿斻旇旑旓灢

旍旓旂旈斻斸旍旚旘斸旉斿斻旚旓旘旈斿旙椇斸旙旛旂旂斿旙旚斿斾旈旑旚斿旘旔旘斿旚斸旚旈旓旑旓旀旚旇斿斾斿旚斿旘灢
旐旈旑斸旑旚旙斸旑斾斾旈旘斿斻旚旈旓旑旙旓旀旚斿斻旇旑旈斻斸旍斻旇斸旑旂斿椲斒椵棶斠斿旙斿斸旘斻旇
斝旓旍旈斻旟棻椆椄棽棳棻棻棬棾棭椇棻棿椃灢棻椂棽棶

椲棾椀椵暋斖斄斠斆斚斏斄斘斢斏斣斏棶斣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旟旈旑旚斿旂旘斸旚旈旓旑椇旐斸旑斸旂旈旑旂旚斿斻旇灢
旑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斿旜旓旍旛旚旈旓旑旈旑斸斻旓旐旔旍斿旞斿旑旜旈旘旓旑旐斿旑旚椲斒椵棶斠斿旙斿斸旘斻旇
斝旓旍旈斻旟棳棻椆椆椀棳棽棿棬棿棭椇椀棽棻灢椀棿棽棶

椲棾椂椵暋斅斉斘斒斄斖斏斘 斍斚斖斉斢灢斆斄斢斢斉斠斉斢棳斒斚斎斘 斎斄斍斉斈斚斚斠斘棳
斄斈斄斖 斅斒斄斊斊斉棶斈旓斸旍旍旈斸旑斻斿旙旔旘旓旐旓旚斿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旀旍旓旝旙椏
椲斒椵棶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斊旈旑斸旑斻旈斸旍斉斻旓旑旓旐旈斻旙棳棽棸棸椂棳椄棸棬棻棭椇椀灢棾棾棶

椲棾椃椵暋斦斕斊斄斘斈斉斠斢斢斚斘棳斈斉斢斏斠痦斉斅斕斄斘斔斉斘斅斦斠斍 斎斚斕斖棳
斖斄斠斣斏斘 斒斚斎斄斘斢斚斘棶斖旓旜旈旑旂 旓旘 斾旓旈旑旂椏 斔旑旓旝旍斿斾旂斿

旀旍旓旝棳旔旘旓斺旍斿旐 旙旓旍旜旈旑旂棳斸旑斾斻旇斸旑旂斿旈旑旈旑斾旛旙旚旘旈斸旍旑斿旚旝旓旘旊旙
椲斒椵棶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斅旛旙旈旑斿旙旙斠斿旙斿斸旘斻旇棳棽棸棸椃棳椂棸棬棻棭椇棾棽灢棿棸棶

椲棾椄椵暋斒斄斊斊斉 斄 斅棳斖 斣斠斄斒斣斉斘斅斉斠斍棳斠 斎斉斘斈斉斠斢斚斘棶斍斿旓灢
旂旘斸旔旇旈斻旍旓斻斸旍旈旡斸旚旈旓旑旓旀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旙旔旈旍旍旓旜斿旘旙斸旙斿旜旈斾斿旑斻斿斾斺旟
旔斸旚斿旑旚斻旈旚斸旚旈旓旑旙椲斒椵棶斞旛斸旘旚斿旘旍旟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斉斻旓旑旓旐旈斻棳棻椆椆棾棳
棻棸椄棬棾棭椇椀椃椃灢椀椆椄棶

椲棾椆椵暋斖斉斏灢斆斎斏斎 斎斦棶斔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旀旍旓旝旙斸旑斾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斻斸旔斸斺旈旍旈灢
旚旟椇旚旇斿旔斸旚斿旑旚旈旑旂旚旘斸旉斿斻旚旓旘旟旓旀斣斸旈旝斸旑棫旙旚旇旈旑旀旈旍旐旚旘斸旑旙旈旙旚旓旘灢
旍旈旕旛旈斾斻旘旟旙旚斸旍斾旈旙旔旍斸旟旈旑斾旛旙旚旘旟椲斒椵棶斣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斊旓旘斿斻斸旙灢
旚旈旑旂斸旑斾斢旓斻旈斸旍斆旇斸旑旂斿棳棽棸棸椄棳椃椀棬椆棭椇棻棿棽棾灢棻棿棾椄棶

椲棿棸椵暋斆斚斠斏斘斘斉 斄斦斣斄斘斣灢斅斉斠斘斄斠斈棶斢斻旈斿旑斻斿斸旑斾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
旀旍旓旝旙椇斿旜旈斾斿旑斻斿旀旘旓旐旚旇斿斊旘斿旑斻旇斻斸旙斿椲斒椵棶斠斿旙斿斸旘斻旇斝旓旍旈斻旟棳
棽棸棸棻棳棾棸棬椃棭椇棻棸椂椆灢棻棸椃椄棶

椲棿棻椵暋斖斚斮斄斖斏斘棳斒斦斕斏斉斣斚斣斣斚棶斝斸旚旚斿旘旑旙旓旀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旀旍旓旝旙
斸旑斾 斖斘斉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旜斿旔斿旘旀旓旘旐斸旑斻斿椲斒椵棶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斏旑旚斿旘旑斸灢
旚旈旓旑斸旍斖斸旑斸旂斿旐斿旑旚棳棽棸棸棿棳棻棸棬棽棭椇棽棾椆灢棽椀椄棶

椲棿棽椵暋 斖斏斆斎斉斕斕斉 斍斏斣斣斉斕斖斄斘棶斘斸旚旈旓旑斸旍旈旑旙旚旈旚旛旚旈旓旑旙棳旔旛斺旍旈斻灢
旔旘旈旜斸旚斿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旀旍旓旝旙棳斸旑斾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 旔斿旘旀旓旘旐斸旑斻斿椇斄
斻旓旐旔斸旘斸旚旈旜斿旙旚旛斾旟旓旀旚旇斿斺旈旓旚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旟旈旑斾旛旙旚旘旟旈旑旚旇斿斦斢
斸旑斾斊旘斸旑斻斿椲斒椵棶斠斿旙斿斸旘斻旇斝旓旍旈斻旟棳棽棸棸椂棳棾椀棬椃棭椇棻棸椀棽灢棻棸椂椄棶

棬责任编辑椇赵暋峰棭

斆旓旐旐斿旑旚旓旑斔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斊旍旓旝旈旑斣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斏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
斢旓旑旂斅斸旓旍旈旑棳斕旈斱旇斸旓旟旓旛

棬斢斻旇旓旓旍旓旀斎旛旐斸旑旈旚旈斿旙敠斕斸旝棳斘旓旘旚旇斿斸旙旚斿旘旑斦旑旈旜斿旘旙旈旚旟棳斢旇斿旑旟斸旑旂棻棻棸棸棸棿棳斆旇旈旑斸棭
斄斺旙旚旘斸斻旚椇斣旇斿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旀旍旓旝旈旑旚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旈旙旚旇斿旔旘旓斻斿旙旙旓旀斻旘斿斸旚旈旓旑斸旑斾旚旘斸旑旙旈旚旈旓旑旓旀旚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旊旑旓旝旍灢
斿斾旂斿棳旝旇旈斻旇旈旑斻旍旛斾旙旚旝旓旊旈旑斾旙暘暘暘旈旑旙旈斾斿斸旑斾旓旛旚旙旈斾斿旀旍旓旝椈斸斺旙旓旘旔旚旈旜斿斻斸旔斸斻旈旚旟斸旑斾旔旘旓旞旈旐旈旚旟斸旘斿旚旝旓旊斿旟旀斸斻旚旓旘旙旝旇旈斻旇斸旀灢
旀斿斻旚旚旇斿旚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旀旍旓旝旈旑旚旇斿旔旘旓斻斿旙旙旓旀旚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椈旚旇斿斾斿旐旓旑旙旚旘斸旚旈旜斿旙旚旛斾旈斿旙旓旀旚旇斿旚斿斻旇旑旓旍旓旂灢
旈斻斸旍旊旑旓旝旍斿斾旂斿旀旍旓旝旈旑旚旇斿旔旘旓斻斿旙旙旓旀旚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旈旑旑旓旜斸旚旈旓旑斸旘斿旙旈旐旈旍斸旘棶斄斻斻旓旘斾旈旑旂旚旓斸斺旓旜斿旙旚旛斾旟棳旚旇斿旔斸旔斿旘旇斸旙斻旓旍旍斿斻旚斿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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