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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揭示知识特性和知识转移工具对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结果的影响程度，构建了 
一 个包含知识特性、转移工具和知识跨国界转移结果的知识转移过程模型并做出相应假设，然 

后对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做问卷调查，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 

知识的默会性、简单嵌入性、初级转移工具对知识从国外母公司向中国子公司的跨国界转移起 

到了显著的直接作用，而高级转移工具对默会性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对关系嵌入变量起到了 

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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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知识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作用不言而喻． 

按照跨国公司内部化理论和技术积累理论的观 

点，知识的获取、转移和利用发生在企业内部比通 

过市场交易更有效率l1j．子公司把母公司的知识 

应用在东道国的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可以减少自我 

积累的时间，也可以避免外购带来的市场交易成 

本．因而如何促进知识从母公司向国外子公司转 

移是跨国公司获得知识收益的重要课题． 

然而在企业中许多知识存在“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的特性，即所谓“默会性”，造成了知识在母、 

子公司之间转移的困难．于是，通过公司内部电子 

信息平台、内部资料交换、培训等知识转移工具推 

动知识有效流动是组织学习的研究领域之一．但 

是知识特性如默会性或明晰性、工作关系嵌入性 

等也是选择合适的知识转移工具需要事先考虑的 

因素．检索发现，目前单独对知识特性、知识转移 

工具对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影响的研究比较 

多，而利用实证方法综合考虑知识特性和知识转 

移工具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知识跨国界转移作 

用的研究还较少．针对这种研究现状，本文把知识 

特性、知识转移工具的影响以及它们对知识转移 

过程的作用作为研究主题，从子公司获取国外母 

公司知识的视角进行问卷调查，然后用结构方程 

模型分析与知识特性和转移工具有关的影响知识 

转移过程的因素． 

1 文献简要回顾 

1．1 知识默会性与知识转移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知识是公共物品，可以无 

成本的传播和转移，所以知识本身并不影响转移 

的进程，企业要做的是知识保密，避免溢出造成知 

识使用的负外部性．这种观点遭到了越来越多的 

批评 2．其实新古典经济学有关知识是公共物品 

的假设只适用于信息类的明晰知识，另外一些知 

识，如管理诀窍、经验、设备操作技巧等知识，是 

“默会性”的知识，这些知识的学习、积累和转移绝 

不像发现和传播信息那么简单[2,3]． 

明晰知识的特点是可以用文字、语言、符号等 

编码，可以通过报纸、书籍、光盘、声音、图像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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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传播．如果把默会知识和明晰知识加以比较，就 

会发现默会知识很难编码，因而不容易传播．在跨 

国公司内部，即使借助权力科室的组织和协调，发 

生在母子公司之间的知识转移同样存在困难l ． 

默会知识通常也是不易表达的，无论是通过 

文字还是图像、声音等不能准确体现默会知识的 

本质，只能通过感觉和接触才能慢慢体会到默会 

知识的精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限制了默会知 

识的转移【5,6J．除此以外，默会知识经常是模糊不 

清，很难确切说出其构成，这也是造成知识转移困 

难的原因之一l_7 J． 

当把这种特性放到跨国公司的角度考察时，由 

于母公司和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可能分别处于 

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和文化更造成了知识表达和理 

解的困难．即使是明晰知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1．2 知识嵌入性与知识转移 

因为知识大多嵌入到某种载体中，载体的不 

同决定了知识的复杂性，如嵌人到个人和工具中 

的知识属于简单嵌人知识，而嵌人组织、任务、关 

系网络等载体里的知识，由于与它们联系的事物 

以错综复杂的工作关系为主，属于复杂嵌人或关 

系嵌入类的知识 8． 

企业知识嵌人组织 的三种基本要素——人 

员、工具和任务，它们处于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构成 

的若干网络之中．其中，人员是企业中人的要素； 

工具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是企业的技术构成； 

任务则反映了企业的目标、意图和目的．所以知识 

在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转移时，就涉及到知识嵌 

人要素及其网络的转移和调整．企业的实际做法 

是通过沟通与培训在知识接收方创造出一个与知 

识来源方相似的人员、技术、任务环境和网络，以 

适应知识的嵌人性要求_9 J． 

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使子公司与合作网络渗 

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子公司的国别专有性知识和 

从当地产业集群中获得的知识往往和东道国产业 

政策、消费者特性、当地企业网络等交织在一起， 

因而复杂性有所增Jill[ ，9．1o1． 

1．3 跨国公司知识转移工具 

与跨国公司有关的知识转移工具可以按战略 

接触程度分类．第一类是知识共享协议 ，如技术联 

席会议、定期工作访谈、技术培训、生产或产品设 

计外包、设备借人、工程师短期借人等；第二类是 

人际活动，例如合资企业与母公司的工作人员轮 

换；第三类是战略联结，即通过联合发展战略，建 

立更加紧密的管理或结构性联系，或者与设备、零 

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以及产品设计公司、咨询公 

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等 

有些学者从知识可获得性和使用方式角度对 

知识转移工具作了分类．公共知识的转移工具，包 

括使用受到限制的专利技术转移以及使用不受限 

制的阅读内部简报、公开出版物、参加公司会议等 

形式；可获得性私人知识的转移工具，包括访问受 

限制的部门、参与研发以及使用不受限制的电子 

信息沟通和面谈等形式【12j，这些手段同样呵以应 

用到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情境中． 

在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研究中引用较多的 

是根据知识默会性对转移工具的分类，分别可以 

列为人际沟通、编码传播和内嵌转移三大类．人际 

沟通的方法有人员迁移、电子邮件、团队合作、电 

话联系、视频会议 、当面商谈、培训研讨会(课程培 

训)、特殊知识转移团队(利益共同体、事务共同 

体)；编码传播包括电子数据交换、传真、文字报告 

或手册；内嵌转移包括产品、设备、规则、工艺程序 

和生产指令等 引̈． 

2 模型和假设 

构成本文模型的理论基础是组织学习的“属 

性——工具——结果”的过程模型【 J，即知识特 

性和学习手段都会影响知识在组织间的转移结 

果，同时知识转移手段又是知识特性与转移效果 

之间的桥梁．但是这个模型来自于组织学习的概 

念研究．本文从其他学者就知识特性和转移工具 

单独对知识转移过程影响的实证研究结论和相应 

推理的基础上，结合“属性——工具——结果”的 

概念模型，并把研究范围界定在子公司获取国外 

母公司知识的情境中，构建了用于实证的跨国公 

司内部知识转移过程的模型(见图 1)，主要用于 

检验不同知识特性之间的关系、知识特性和转移 

工具对知识转移结果的影响以及转移工具的中介 

作用．本文对模型中有关变量间的关系和相应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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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做出了详细解释 

图 l 模型及相压假 设 

Fig 1 Model and hypothesis 

2．1 知识的默会性 

尽管学者们对知识默会性的理解角度各不相 

同，但有一点几乎是一致的，即知识的默会性阻碍 

了知识的转移．例如容易表达的知识比不易表达 

的知识更容易转移【 ；知识的模糊不清(不易表 

达)是知识转移困难的重要因素 ；知识的不可 

传授性和复杂性造成知识转移的困难等_】 ． 

默会知识的不可编码性使它很难被编成教材 

供人学习，而它具有的模糊不清的特点使学习者 

更难在短期内掌握这些知识．所以默会知识通常 

需要学习者花费很长时间慢慢体会，想要转移这 

些知识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做到的_l ． 

在跨国公司转移知识的过程中，有关默会性 

如何改变或如何增加知识转移困难还没有见到相 

关实证研究，但前述分析中提到跨国、跨文化、跨 

语言的知识转移即便是发生在公司内部，也因为 

表达、理解的困难和涉及方面的增加，造成不可表 

达性、复杂性的增加，因而必然会阻碍跨国公司的 

内部知识转移． 

2．2 知识的嵌入性 

本文按知识的嵌入特性将嵌入知识细分成简 

单嵌入和关系嵌入两种类型．简单嵌入知识是指 

嵌入到一种载体或以“人员一工具”嵌人为主的知 

识．关系嵌入是从知识嵌入网络角度而言的，即知 

识多数情况下并非只嵌入一种载体，而是同时嵌 

入到相关网络中．知识嵌入到三种要素交叉的网 

络中的程度越深，越具有“关系嵌入”的特点．所以 

关系嵌入知识是指嵌入到“人员一工具 惯例”及 

其相应关系协调网络，或者以“惯例”为主的复合 

关系网络中的知识． 

就跨国公司而言，单纯嵌入到人的知识的转 

移可以通过人员跨国界调动而发生，与任务和惯 

例相比，人员的转移比较容易．而嵌人工具中的知 

识是已经编码的知识，所以在跨国公司的不同部 

门之间转移时也比较容易． 

关系嵌入知识的转移通常比简单嵌入知识的 

转移复杂得多．由于组织知识嵌入在程序与结构 

中，仅依靠人员或设备、技术的流动而不转移相应 

的网络模式，知识转移就难以达到预期目的l J．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雇佣掌握要求技术的当地人员 

并不意味着提高了子公司的技术水平，必须按照 

母国模式创作或转移与新技术配套的组织环境才 

能达到目的lm J． 

知识嵌入性对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造成了更 

多的困难，首先它不会因跨国界转移而变化，在母 

国需要“人员——工具——规则”互动的知识，转 

移到东道国后这一特点不会发生改变．由于跨国 

公司的母、子公司体系常常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 

文化、不同科技水平的区位中，在子公司复制或转 

移与此有关的网络时，常常面临着地理分割、文化 

差异、技术水平断代等问题的困扰．即人员流动不 

可能像在本国一样方便，随技术转移移植而去的 

先进设备、管理方法、组织规则等又会遭到文化冲 

突的抵制或实施困难．由此可以推断跨国公司的 

知识转移要比一般企业的知识转移更困难． 

2．3 知识的嵌入性与默会性之间的关系 

知识特性之间的界线很难明确划分清楚，仅 

就造成知识默会性的因素而言，简单嵌入或关系 

嵌入也不应被忽视．简单嵌入性通常以人员、工 

具、或惯例的单一嵌入为主，并以此类载体为表现 

形式，通常也会具备可编码、不模糊 、可表达、易传 

授(易转移)中的某一特点，多少会减轻知识的默 

会程度l1 ．而关系嵌入知识以人员、工具和惯例 

的复合嵌入为主，或者把相应的人际协调网络整 

合其中，通常难以区分、编码和传授，所以会增加 

知识的默会性． 

综合上述分析，对知识特性与知识转移结果 

以及不同知识属性之间的关系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知识默会性与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 

移成功的可能性成反比． 

假设 2 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成功的可能性与 

被转移知识的简单嵌入程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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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a 知识的简单嵌入性会减小其默 

会性． 

假设3 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成功的可能性与 

被转移知识的关系嵌人程度成反比． 

假设 3a 知识的关系嵌 入性会增加其默 

会性． 

2．4 初级转移工具与知识转移 

按照知识转移工具擅长转移的知识类型作重 

新分类．第一类是以文字编码传播或嵌入工具形 

式进行的知识转移工具 ，如跨国公司内部文件交 

换、指导手册、产品或生产线转移、专利技术转让、 

电子数据交换、电话沟通等，把它界定成初级转移 

：[具；第二类是以人际互动或嵌入惯例、规则等形 

式的知识转移工具，如工作轮换、访谈、跨国培训、 

团队合作、管理输出协议、战略联盟等，它们属于 

高级知识转移工具类型． 

上述对知识转移工具重新分类的依据是知识 

转移的类型．可以看出初级转移工具转移的知识 

以明晰的、可表达的、可编码的、嵌入工具的知识 

为主；而高级转移工具以默会的、不易表达的、嵌 

入人员和惯例的知识转移为主．不同的转移工具 

各有所长，在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活动中都有应 

用，而且在具体分析转移工具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时，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转移手段加以区分． 

由于跨国公司转移的知识有明晰与默会之 

分，初级工具的特长就是转移明晰知识，通过某些 

具体手段的应用，这些知识很容易通过文字信息、 

零部件或设备、产品线、专利转让等形式进行高效 

率的转移． 

2．5 高级转移工具与知识转移 

默会知识和惯例、规则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超过明晰知识l5,20]．有一些默会知识是嵌入“人员 
— — 任务”关系类型的，对这种知识转移的最好方 

式是转移拥有这些知识的工作人员．人员调动、工 

作轮换、专家现场指导、工程技术人员定期来访等 

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 

嵌入惯例和网络的知识转移主要依靠高级转 

移工具，包括深入程度更高的组建项目团队、管理 

合作、战略联盟等形式．这些工具把知识附着在平 

常的研究探讨、业务往来、工作协调之上，潜移默 

化地转移出去．而接收方也在合作过程中不知不 

觉地对知识进行了整合．所以说这是一种双方参 

与度和主动性都比较高的知识转移方式．其实通 

过日常的工作协调进行知识转移无论对默会知识 

还是明晰知识都是一种好形式【22j．由此推理跨国 

公司要促进默会知识和明晰知识的相互转化以及 

知识从个人、群体、组织直到网络的传递，必须创 

造一个广泛协作的环境，这也是促进组织学习的 

必要条件． 

2．6 知识转移工具的中介作用 

由于具体的知识转移手段是和知识类型相对 

应的，不同的知识要求选择不同的工具．如前所 

述，如果是可编码或可表达知识，通过交换文件、 

指导手册、视频信息等就可以做到；如果转移可传 

授知识，可以选择短期培训、专家指导、面谈等手 

段；如果转移嵌入产品、工具的知识，可以转移这 

些产品、生产线、技术工艺等；而转移默会知识或 

嵌入规则、惯例的知识 ，则需要较多的人际互动， 

如工作访谈、组建团队、业务协调、建立联盟等形 

式．所以就知识类型来看，知识属性与转移工具之 

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它们共同作用影响了知识 

转移的成功．不考虑知识属性的影响，选择不当的 

转移工具会对知识转移造成负面影响，反之则有 

正面影响．也就是说 ，知识转移工具是知识特性和 

知识转移结果之间的中介． 

综合上述分析，就知识转移工具在跨国公司 

知识转移过程中作用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4 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成功的可能 

性受到初级转移工具的正面影响． 

假设5 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成功的可能 

性受到高级转移工具的正面影响． 

假设6 初级知识转移工具在知识特性和知 

识转移结果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7 高级知识转移工具在知识特性和知 

识转移结果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设计 

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对跨国公司在华子公 

司作问卷调查，然后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样本数 

据进行分析以验证假设模型．问卷对象设定为国 

外跨国公司驻华子公司负责技术、人力资源管理 

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问卷总体设计为李克特 7 

量表，对变量的测量是把这些变量转化为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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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按照文献检索，知识默会性用可表达性、 

可传授性、模糊性、经验知识比重来衡量 ；简单 

嵌入知识用知识留驻载体，即人员、工具、任务或 

惯例来衡量l8 ；关系嵌入知识采用知识留驻载体 

的混合或人际关系网络来衡量；初级转移用易于 

传播明晰知识的手段，如企业内部资料交换、电子 

信息平台、短期培训等衡量；高级转移用易于传播 

默会知识的手段，如工作轮换、跨部门团队、合作 

研发、工作互访等衡量；成功知识转移分别用知识 

所用权的获得l23j、知识共享氛围的出现[ 、接收 

知识方的绩效改善和员工素质提升来反映⋯ ． 

4 数据处理与讨论 

问卷首先经过小范围的预测试，调整以后主 

要挑选在复旦大学(包括深圳班)、中国人民大学 

的MBA、IMBA、EMBA中符合条件的学员回答问 

卷，另外一部分问卷通过上海外经委向跨国公司 

在沪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邮寄或直接发放．问卷 

调查历时三个半月，共发出问卷270份，回收有效 

问卷 125份，回收率 46．3％．有关结构方程模型最 

小的有效样本容量问题，近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甚 

至存在互相矛盾的建议．比如有学者根据卡方检 

验有效性要求，建议无论何种情况最小样本数量 

都应大于 100，有学者建议最小样本容量至少应 

是变量的5倍，也有学者建议这一数量是待估自 

由参数的数量再加上 50，还有学者认为除最小数 

量为100的建议之外，其他建议都没有多大根据， 

即使样本数量有点小，也可以通过测量项目合并 

的方法解决它【 ．本文的样本数大于 100，符合卡 

方检验有效性的要求；如果按最小样本数量为待 

估参数加5O的要求，125份样本也已经超过这一 

要求；另外本文中的潜伏变量只有6个，数量并不 

算多．所以根据上述没有统一结论的建议和模型 

参数与变量数量判断，本文收集到的 l25份样本 

即使不作问卷题目合并处理也符合要求．调奄对 

象的地理分布和行业分布情况见表 1． 

问卷数据录入后应首先做效度与信度分析以 

确定问卷设计质量．把所有问卷中的有关问题作 

为观察变量，把模型中提到的变量作为潜伏变量， 

根据问卷设计和变量测量的初衷，建立观察变量 

到相应潜伏变量的联系，采用 LISREL8．7对知识 

特性、转移工具和知识转移效果 3个分量表作一 

阶验证性因素分析，用以确定问卷的结构效度．再 

使用SPSS12．0对样本作Chronbach a信度分析．有 

关统计结果和处理方式见表 2． 

表 i 被调查企业的母公司与子公司所在地及其行业分布情况 

T出le 1 The locations and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amples 

样本 样本 样本 
母公司所在地 子公司所在地 土背、 务 

数量 占总体(％) 数量 总体(％) 数量 占总体(％) 

美国 45 36．O } 海 47 37．6 传统制造、 47 37．6 

日本 29 23．2 北京 21 16．8 信息产业 23 18．4 

韩国 15 12．O 天津 7 5．6 酒店服务业 2 1．6 

港澳台 7 5．6 广东 l7 13．6 岑售业 5 4
．0 

欧洲 l8 14 4 河南 4 3 2 贸易批发 15 12．O 

加拿大 1 O馏 云南 12 9．6 化T 、医药 8 6
． 4 

其他 1O 8．O 汀苏 4 3．2 采矿 9 7．2 

浙江 3 2．4 I·介服务  ̈ 8．8 

美国 4 3．2 金融 l O．8 

日本 3 2．4 其他 4 3．2 

欧洲 3 2．4 

台计 125 1(m 合 125 1O0 合计 125 loo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6期 薛求知等：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知识特性与转移工具研究 一 69 一 

表 2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殛 a信度 

Table 2 Factor loadings of confirm factor analysis and its reliability 

验证性因 验证性因 测量项目简称 
a 信度 7’值 测量项目简称 信度 7’值 素系数 素系数 

1、知识特性分量 2、知识转移工具分量 

知识默会性 O 65 初级转移工具 0．66 

可编码化 0 27 2．o5 内部资料交换 0．41 3．73 

模糊性 O l3 1．Ol 电子信息平台 0．6l 6．39 

易传授性 O．42 2．9o 专门机构负责 O．∞ 7．72 

知识默会程度 0．36 2．66 礼节拜访 O．67 7．36 

单一嵌人 0．68 高级转移工具 0．81 

人员嵌入 0．54 5．97 培训 O．56 5．43 

工具嵌入 0．49 4．87 工作会晤 O．1O O盘3 

任务嵌入“ O．63 6．37 工作轮换 0．42 4．25 

人员一丁具嵌入 O．72 7．48 跨部门团队 O．62 6．35 

关系嵌入 0．72 技术合作 0．44 4．22 

工作关系独立 O．25 2．02 ：52．22 df=41 P-一0．11 RMSEA=0．047 

G =0．93 AGF1=0．88 CF1=0．98 团队依赖 O
． 35 2．79 

3、知识转移效果分量 
网络协作 0．59 4．18 

成功知识转移 O．85 
仿造冲击 0．37 2．99 

： 48
．

09 df=49 P=0．51 RMSEA=0．O0 获取知识数量 0 59 6．21 

G． ：0．96 AGF1=0．92 CF／=0．99 获取知识企图 O馏l 10．04 

员工素质提升 O．58 6．03 

备注：计分规则从 1(极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 新知识所有权 0．72 8．22 

反向计分 知识共享氛围 0．69 7．39 

后续分析时删除的项 目 员工主动参与性 0．64 6．8l 

14．58 d厂=12 P=0．265 RMSEA=0．042 

GF／=0．97 AGF1=0．94 CH =1 

根据模型假设，把样本数据代入 LISREL8．7 

中，原始模型的均方根误差 RMSEA为0．079，大 

于0．05的临界水平，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P 

为0．003 4，低于0．05的临界值，显示原始模型应 

该进行修正．按照HSREL的修正建议，在反映“简 

单嵌入”和 “关系嵌入”的部分观察变量之间，以 

及在反映“初级转移工具”和“高级转移工具”的部 

分观察变量之间建立测量误差关联．修正后的模 

型拟合度指标有了显著改善，其中 P=0．063 6， 

RMSEA=0．031，其它模型拟合度指标见图2．修 

正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度较好． 

首先看各变量对知识转移效果的直接作用． 

根据图2显示的数据处理结果，可以看出默会性、 

简单嵌入、初级转移工具对知识转移有显著的直 

接作用，证实了假设 H1、H2和 H4，高级转移工具 

对知识转移的作用系数在 P=0．10的水平上显 

著，部分证实了假设 H5．而关系嵌入对知识转移 

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不支持假设H3． 

简单嵌入 

0 11／ 一． ／ ／ 

成功的 

知识转移 

、关系嵌入 严————，一， ＼
～ 一 ．．

／  0．10 

= 376．44 d~339 RMSEA=O．03 1 C 0 92 AGFI-O．88 GFI=O．96 

注：～ P<0．01， P<0．05，‘P<0．10 

图 知识特性、转移工具对知识转移过程作用的路径图 

Fig．2 Path diagram from knowledge character and mechanism to 

knowledge transfer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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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知识特性变量之间的关系．根据假设 H2a， 

知识的简单嵌入会减少其默会性，实证结果显示 

二者有负面关系，但是不显著，无法支持这一假 

设．而假设 H3a认为知识的关系嵌入会增加其默 

会性，实证结果显示关系嵌入对知识默会性的作 

用为正，而且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强烈证实 

了假设 H3a． 

最后讨论知识转移工具的中介作用．在知识特 

性和转移工具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的只有“默会性” 

和“关系嵌入”与高级转移工具，而“默会性”对知识 

转移工具直接作用显著，“关系嵌入”对知识转移工 

具直接作用不显著．另外高级转移工具对知识转移 

效果的直接作用在0．10的水平上显著，据此判断 

高级转移工具对知识默会性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对知识的关系嵌入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相应地， 

初级转移工具对任何知识特性都没有中介作用． 

在综述和假设部分，已多次提到不少学者认 

为高级转移工具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大于初级转移 

工具．而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高级转移工具也应 

该优于初级转移工具．但本文有关高级转移工具 

的数据分析结果有些令人意外，如果按照0．05的 

显著性水平衡量，它是不显著的．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可能是目前跨国公司驻华子公司知识转移类 

型以明晰知识或简单嵌入知识为主，高级转移工 

具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也可能是知识转移结果受 

制于多个变量的综合影响，而本文只考虑了知识 

特性和转移工具，遗漏了某些调节变量，如“接收 

方学习”，使得高级转移工具的作用没有体现出 

来．总之，对高级转移工具作用的反常情况暂时无 

法找到确切原因，留待后续研究．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把知识特性划分成默会性、简单嵌入和 

关系嵌入三个层面．知识特性三因素结构方程分 

析已经证实关系嵌入会增加知识的默会性，而简 

单嵌入会减少知识的默会性．在本文模型与假设 

部分提到简单嵌入和关系嵌入的划分依据是知识 

是否嵌入交互网络．一般而言，简单嵌入型的知识 

多是以个人、产品、零部件、生产线、工作程序、制 

度安排等为载体的，它可以用这些载体作为外在 

表现，其实就明晰知识可编码、易表达、易传授、易 

识别的特性而言，简单嵌入知识明显具有明晰知 

识的特性，所以简单嵌入会减少知识默会性、增加 

明晰 这一说法和事实有据可查． 

相应的，关系嵌入型的知识以交互网络为载 

体，实际表现多是工作团队、供应商一销售商网 

络、企业内部分 关系等经过长期协调、磨合后形 

成的集体知识，具有不易模仿、难以转移的特性． 

这种关系协凋知识或集体知识就其特性而言具有 
一 定的难识别、难表达、难编码的特点，因而关系 

嵌入会增加知识的默会性． 

其实知识特性并非跨国转移而独有，它是所 

有类型企业在转移内部知识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 

题，只不过站在跨国公司角度，这种特性因为知识 

转移双方的角色、文化差异、转移频率、新知识在 

当地竞争重要性而显得更加醒目． 

从实证结果看，默会性不利于知识转移、而简 

单嵌入有利于知识转移，它们在知识转移过程中 

所起作用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简单嵌入主要靠 

自身的直接作用，默会性和转移工具对它的中介 

微乎其微；默会性既可以靠高级知识转移工具的 

中介作用对知识转移产生影响，它本身也对知识 

转移起作用． 

知识特性对转移工具选择也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默会性和关系嵌入特性对高级转移工具 

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随着知识默会性和关系嵌 

入特性的增加，跨国公司更多地采取了以人际互 

动与合作为主的高级转移工具． 

这些结论对中国企业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 

最集中地区，全球企业500强中到中国直接投资 

的企业已经超过400家，2004年中国吸引的直接 

投资超过500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 
一

．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吸收国外跨国公司的知 

识技术成为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但在 

获得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过程中要注意知识特性 

和转移方法的针对性才能提高知识转移效率． 

具体而言，中国企业所注重的技术转移多是 

以嵌人人员、工具为主的简单嵌入知识或可编码 

的明晰知识为主，这可以通过人员培训、技术交 

易、生产线引进等知识转移手段获得，这些知识通 

常会增加企业知识存量，但对培养知识创新能力 

作用有限．而且对技术这类简单嵌入或明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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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常常会导致中国企业忽视关系嵌入或默会 

知识的引进．默会知识通常是以管理诀窍、工作惯 

例、企业网络协调技能、团队管理默契、企业综合 

竞争策略等方式存在．无论管理者是否意识到，这 

些类型的知识对于维持和提高企业竞争地位至关 

重要．此类知识转移工具与明晰知识或简单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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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knowledge traits and mechanism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An empirical study 

XUE Qiu。zhi ，GUAN Tao2 
1．School of Managemen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2．Business Schoo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lang}laj 200237，China 

Abstract：The author constructs a model to test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traits and mech~ sm to knowledge trallsfer 

withi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INC8)，in which the‘tacit’，‘simple．embedded’，‘network embedded’and 

‘transfer mechanism’are supposed to intlUeI1ee knowledge transfer。and‘transfer mechanism’can be a mediator 

between knowledge traits and SUCCESS knowledge transfer．After唧 i cal testing，the direct effect of‘tacit’，‘sim— 

pie．embedded’．‘elementary mechanism’and the mediator effect of‘secondary mechanism’are proved in the pro· 

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within TNCs． 

Key words：knowledge trait；tl'a／Isfer mechanism；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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