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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内外研究知识转移的文献较多，而对于知识转移信任问题的研究却很少。文章在总结现有

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该问题，并得出结论：信任对社会知识转移具有较大的促进作

用；应构建促进社会知识转移的人际信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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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该问题，并得出结论：信任对社会知识转移具有较大的促进作

    用；应构建促进社会知识转移的人际信任体系。

    关键词：知识转移；知识共享；信任；人际关系；实证研究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knowledge transfer both at hone and abroad，but few on the

    trust problems of knowledge transfer.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literatures，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is problem and concludes that trus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knowledge trans—

    fer，and we should construct an interpersonal trust system to promote social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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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交易的最大特点是交易的无形性、信息的不对称    表2 0CLC First Search中  Article First检索记录

性、潜在的外部性和产权转移的不完全性，从而造成交易    （1994—2009.12）

双方潜在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要克服这种交易风险，    Keyword    Articlet ritle    An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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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迈尔等总结J众多信任的研究成果，认为 “信任是    o and）  Trus'  1 7  l  L ano J Trust  l 二—问 题 。 迈 尔 等 总 结 了 众 多 信 任 的 研 究 成 果 ， 认 为 “ 信 任 是    （  an d ）  T ru st    7 i ）  T ru st

指不管一方对于另一方的监督和控制能力的强弱如何，该  1-2  较具代表性的观点

方都愿意使自己变得容易受到另一方行为的伤害的一种意    由表 l  、表2可知，国内外研究知识转移的文献较多，

愿，这种意愿是建立在该方对另一方将履行某种特定的且  而对于知识转移信任问题的研究却很少。从国外来看，较

对己方而言非常重要的行为预期之上的”⋯。这一概念是  多研究者认为，要转移知识必须存在信任，信任是转移隐

目前引用最多的、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为了研究的需  性知识的先决条件‘41  .劳伦德和查欧维 （  Rolland  &  Chau-

要，本文也沿用这一传统的定义。那么社会知识转移与信  vel）  认为信任是知识交换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信

任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笔者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  任的重要性一直得到肯耐里等 （  Connelly&  Kelloway）  研

    究的支持。在这个研究中，被调查者普遍认为，他们将仅
这 个 问 题 。

    仅愿意与信得过的人分享知识，这里涉及的是人际关系信
1  相关研究文献 回顾
1  ’‘  ‘‘1“ ’”1  7。7、’’ 。1’”    任 。 IBM 公 司 以 知 识 为 基 础 的 组 织 协 会 IK0 于 2001  年 通

1.1  现有研究文献概览     过对美国医药、银行和燃气3个公司的138名从事知识密

    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 0CLC A，fi。l。First学术论  集性工作的个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知识分享的过程

文数据库，检索 1994—2009年以来发表的有关知识转移  中，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信任在加强知识转移有效性方面

    -    的作用是显著的。迪耐 ·福特 （  D.Ford）  经过有关分析
及 其 信 任 研 究 的 文 献 ， 结 果 如 表 1  、 表 2 所 示 。213 】  。

  表 1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记录 （  1994—2009.12）    提出：在很少或者没有人际关系信任的条件下，如果存在

    关键词 麦（篇）    篇名 （量（篇）    组织制度信任，将会有更多的知识转移；在很少或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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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结 果 中 检 索 ） ！ 中 检 索 ）    受 到 阻 碍 而 失 败 ， 这 是 由 于 恐 惧 、 怀 疑 、 警 惕 等 不 信 任 行



为所导致的‘51  。D.Levin等研究认为，人际信任在知识转 大的促进作用。

移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有效地促进知识    信任分别通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种方式来促进社

的转移‘6l。    会知识转移。信任对知识转移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指，信任

    从国内来看，研究知识转移中的信任问题起步较晚。 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心理过程和行为，从而实现对知识转

冯天学、田金信指出，隐性知识只有在平等、互信、合作  移的促进。例如，知识转移参与者之间具有较高的信任水

等特定的情境中通过深入交流、体验、模仿、感悟等方式 平时，将倾向于对对方将来的行为做出积极的预期，因而

才可能发生转移与共享‘7 1  。魏江、王铜安通过实证研究得  提供方更有可能相信接受方会在将来回报自己，从而愿意

出影响企业知识转移的六大因素：信任、人际关系、激励  将自己的知识与接受方分享；而接受方更有可能相信提供

机制、决策者态度、知识管理系统、知识吸收能力，这些 方所提供的知识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从而敢于吸

因素分别作用于个体、群体和组织三类主体间的知识转移  收和运用这些知识。信任对知识转移促进的间接作用是

过程‘  8 3  。马骏等则研究了影响知识转移成本的因素，指出 l昔，通过为那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知识转移的因素创

信任是影响知识转移成本的因素之一‘  明。疏礼兵研究指  造发挥作用的条件，从而实现其间接促进知识转移的作

出，知识内隐性、转移意愿、传授能力、关系信任、知识  用。例如互联网、电子邮件系统、群件、查询检索系统、

距离和吸收能力是影响团队内部知识转移的重要变量‘  10]  .  电视会议、知识库等各种技术和方法本身并不能直接促进

胡厚宝、彭灿指出信任障碍是知识联盟中知识转移所面临  知识的转移，而只有在运用这些技术和方法的人之间存在

的主要障碍之一，应将 “信任建设”  视作虚拟企业的生  高度信任时，这些技术和方法才能真正对知识转移产生促

命线和首要任务，应倡导、鼓励和支持组织间的相互信  进作用。因而，信任对于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任‘  11j  。姜海认为，建立稳固的信任关系是信息网络中隐  两个方面：  一是可以减少转移者的众多顾虑，直接促进其

性知识转移的主要对策‘  ”1  。陶洋、海龙研究认为，社会  转移行为的发生；二是提高双方的关系质量，从而促进知

关系维度涉及的主要是信任，基于信任与互惠的关系更有  识转移行为的发生。可以认为，人际信任能够提高双方的

可能促进明确的知识转移‘  ”]  。由此可见，国内的研究者  关系质量，进而有效促进社会知识转移行为。

大部分都强调人际信任对知识转移是非常重要的。 ；.1.1  信任降低知识转移的难度，使知识转移更容易

    进行知识转移活动本身所必须面对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
2  对该 问题 的实证 研 究
    是 ，如何让人们更 愿意参 与知识 转移 活动 ；如何 让知识 转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会知识转移与信任之间的关系问  移本身变得对其参与者来说更容易。以往的研究往往从第

题，笔者采取了问卷调查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参照国内外  一个问题的角度来阐述信任对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即信

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  任通过影响知识转移双方的情感过程、认知过程等心理过

对调查问卷进行设计和完善 （  囿于篇幅，调查表省略）  。 程来促使知识转移的双方都更愿意参与知识转移活动，进

本问卷调查运用的主要方法是随机抽样调查，同时运用专  而实现知识转移。但不能忽视的是，信任还能够使知识转

家访谈、直接观察等方法；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我国部分  移活动对于参与双方来说变得更容易。具体来说，信任主

高校师生、大中型企业 （  根据国家公布的企业名录，结合  要是通过促进知识转移双方深入沟通、信任促使提供方划

笔者的社会关系状况进行了相应选择）  ；问卷的发放方式  清个人知识领域以及信任促进双方对对方行为更为积极的

以电子邮件为主，辅之以邮寄、传真及现场填写方式。共  归因这3个方面来降低知识转移的难度，从而使知识转移

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 176  份，有效回收率为  过程变得更为容易。

52.8n珏。，符合实证研究的要求。对回收的问卷运用 SPSS    首先，知识转移双方相互间的信任能够促进双方之间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有关结论。 沟通的频率提高，而双方更频繁、深入的沟通，势必会促

    进知识转移。因为更深入的沟通使知识转移的双方之间能
3  研 究结 论及 其启 示
    够 建 立 更 广 泛 的共 同 知 识 基 础 ，从 而 提 高 了 双 方 知 识 转 移

3.1  信任对社会知识转移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的能力，使知识转移更容易进行。知识转移双方更深入的

    根据调查结果，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得  沟通，还可使得双方能够利用更多的沟通渠道 （  例如，书

出结论：信任是保证知识有效转移的重要基础，特别是信  信、电子邮件、电话、面对面沟通等）  和沟通媒介 （  例

任在隐性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有相互信  如，文字语言、肢体语言等）  ，从而提高了双方知识转移

任，转移双方相互之间才愿意敞开心扉与对方交流，知识  的能力，使知识转移更容易进行。其次，知识搜寻成本是

才可能实现快速有效的转移，信任对社会知识转移具有较  阻碍知识转移的因素之一。解决的办法是可以让提供方划



清知识领域，向外界明确自己所擅长的以及不擅长的领  方式培养知识转移和分享的文化氛围，提高知识转移参与

域，但这样也容易暴露自身的弱点。在这种情境下，信任  者的信誉，加强成员之间的沟通，创造机会建立社会成员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提供方对接受方的信任水平较    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来营造、促进相互信任的和谐体系。主

高时，提供方更有可能相信接受方不会利用自己的弱点，  要突出以下三方面。

从而敢于划清自己的知识领域。这样一来，知识地图的准  3.2.1  诚信为本，提高知识转移参与者的信誉  人们比

确性将大大提高，从而降低接受方寻找适合知识的难度，  较容易判断个人是否会在知识转移中做出损人利己的事

更有利于知识转移的进行。第三，知识转移活动中不可避  情，也可以判断个人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和信度参与知识转

免地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因果关系的模糊性，这使得知识转  移的活动。信誉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无形

移中的双方都有可能做出导致对方受到损害，或者与对方  资产，是需要时间进行长期积累的。信誉的树立需要长期

预期不符的行为，尽管有时并非有意所为。这极易导致双  的积累，一旦遭到毁坏，则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给知

方的误会，使双方停止知识转移活动，从而增加了维持稳  识转移活动造成较大的损失。  一般来说，声誉高的个人或

定的知识转移的难度。若双方相互间信任水平较高，则双  组织，可信任度也比较高。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全社会

方都更有可能将对方的行为归因于环境因素，原谅对方的  的知识转移，应该特别注重以诚信为本，提高知识转移参

不当行为，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更为牢固、持久。这就为  与者的信誉，信任是知识转移的 “润滑剂”。

知识转移活动提供了余地，降低了维持知识转移稳定进行  3.2.2  倡导全社会树立相互信任的风气  在社会知识转

的难度，从而促进社会知识转移。     移活动中，培养信任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沟通开放、社会

3.1.2  信任通过提高个体知识转移的意愿而促进知识转  成员积极参与决策、主动分享关键知识和分享个人思想及

移  对于知识转移活动而言，成员是否愿意以及在多大程  情感的社会文化环境，倡导树立相互信任的良好风气。对

度上愿意参与知识转移活动是能否进行知识转移的根本所  管理者本身来说，应该加强成员对自己的信任，这可以通

在。当参与者愿意与他人进行知识转移时，即使这种转移  过加强成员对组织目标和使命的理解、通过实践的管理行

非常困难，其参与者仍然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这种活动；    为来证明自己值得信赖以及积极团结成员等措施来实现。

反之，如果参与者不愿意参与这种活动，那么就算转移知  另外，管理者要想办法预防和消除知识转移活动中可能出

识本身再简单，知识转移也不会发生。因此，信任要想通  现的不信任。不信任存在的地方充满恐惧、怀疑、冷嘲热

过降低知识转移难度来发挥对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至少  讽、愤世嫉俗、警觉和警惕，在这样不信任的环境下，成

需要一个前提，即知识转移的参与者真正愿意转移知识。  员之间是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分享活动的，

社会成员参与知识转移活动的意愿高低取决于对参与知识  应以相互信任来压制不正之风。

转移活动的风险、代价、预期收益等主观感受。信任能够  3.2.3  利用网络虚拟社区加强人际信任  网络虚拟社区

通过影响参与者的心理过程，降低对知识转移所面临的风    （Net Virtual Community）  并非是一种物理空间的组织形

险和代价，提高参与者感受到的预期收益的大小，提高参  态，而是指具有共同兴趣及需要的人们组成的、成员可能

与者参加知识转移活动的意愿水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  散布于各地的、以旨趣认同的形式成为在线聚合的网络共

进社会知识转移活动。     同体“   14]  。网络虚拟社区通过情感沟通加强人际信任，改

3.2  构建促进社会知识转移的人际信任体系    善人际关系。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归属感是虚拟社区良

    相互信任是知识转移得以进行与实现的基础，尤其是  好发展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社群认同是虚拟社区得以持续

当所需转移的知识由于本身的特性尚未从发送方的意识中  发展的纽带，使成员紧密联系、有效沟通，从中获取社会

抽象出来并编码化，以致无法加以判别，其客观性也难以  支持与 “归属感”。网络虚拟社区通过为用户建立的虚拟

得到保证的时候。彼此信任就能降低这种知识的粘度，使  学习社区而促进知识的转移和共享。随着网络的发展，个

得它比较容易被接受方接受。特别是针对隐性知识而言，  人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强调相互的协作、互

其转移过程更是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建立起稳  助式学习，由传统的被动的接受状态学习方式转变成主动

固的信任关系能够有效避免信息曲解，容易消除信息和知  参与，并通过与别人的协作来完成。通过虚拟学习社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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