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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收益和 成本 的 角度分析 了 隐性知识共享 的效用 构建 了企业 内隐性知识共享 的激励模 型 定量地研

究企业 内 隐性知识共享机制 。 员工 的隐性知识共享努力水平取决 于隐性知识共享 的收益和 隐性 知识共享的成本 。

在信息对称 的条件下 员工 的 隐性 知识 共享努力水平能够实现帕 累 托最优 ;在信 息不对称 的条件 下 , 员 工 的 隐性 知

识共享努力水平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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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于人际互动 网络的隐性知识管理模式 。 何明芮

等
°

实证 了不 同类型 的 心理契约对隐性知识 共享

隐性知识是指存在 于个体 中 的
,
私人的且具有 意愿具有不同 的影响力 。 以上的研究多数是定性分

情境依赖的知识 ,
它依赖于个体的经验 、 直觉和洞察 析 定量研究较少 。 本文从效用角度 出 发对个体的

力 。 隐性知识约 占企业知识 总量的 左右 ,
而显 隐性知识共享机制进行微观定量的研究 。

性知识仅 占 左右
⑴

。 由 于隐性知 识依附于个

体 、技术和工具所形成的特定情境之中 , 使得企业可
、

以有效地抵制竞争 对手的 战略复制 。 芮 明 杰等
—

般来说 , 个体不会轻易 地将隐性知识共享出

研究发现隐性知识的创新对企业核心 竞争力 的形成 来 , 因为隐性知识 的共享会影 响到他们在企业中 的

有着显著的正 向影 响 。 但是 , 由 于隐性知识 的不可 利益和地位 。 为了 研究方便 , 假设在 隐性知识共享

编码型 、 复杂性以及共享过程 中的 障碍因素使得隐 过程中 , 企业和 员 工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 。 员 工的

性知识共享的可操作性大大降低 。 因此
, 如何促进 隐性知识共享投入包括用于隐性知识共享的 时间 、

隐性知识共享就成为企业知识管理和运营的关键 。
共享量以及共享程度等 , 这里用一维决 策变量 心

国 内 学者 芮明杰 等 分析 了 隐性 知识 共享的 来综合表示员 工在 隐性知识共享方面 的努力

障碍和条件 并从博弈论的视 角 阐述了 隐性 知识共 水平 。 当 时 表示员工在隐性 知识共享方面未

享 的微观机理 。 诸葛剑平 等
⑷
建立 了基 于知识贡 做任何努力 的基准情况 。 进一步假设 , 员工通过隐

献度和隐性程度的知识共享激励模型 。 赵雪松
⑴

,
性知识共享所带来的产出是员 工的 隐性知识共享努

吕妍 等定性地 分析 了师徒之 间 的 隐性 知识共享 力水平的对数函数 :

激励问题 。 丛海涛等 定性地分析 了 隐性 知识转

移 和共享过程 中 的激励困境和 激励机制设计 问题 。
其中 ,

是均值为零 、 方差等于 的 正态分布

钱亚东等
⑷
提出 了一个隐性知识管理框架 , 并构建 随机变量 代表外界的不确定性因素 。 显然有

了 隐性知识共享的 网 络平 台 。 王娟茹等
⑴
对隐性 ' `

。 这表

知识的类型进行分析 ,
提 出 隐性知识共享的组织机 明员工的隐性知识共享的产 出水平随着其努力水平

制 、 沟通机制 和 团 队运作机制等 。 刘小玲 提出 一 的提升而提升 , 但当其努力水平越高 , 隐性知识共享

的产 出水平提升难度也越大 。 式中 为隐性知识共

收稿 日 期 享的产出 系数 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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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本系数 , ⑶大 ' 同样的努加 带来的负效用越
( ;

丄
冲

大 。 , 表明随着隐性
`

知识共享努力水平的提高 , 需要付出 的成本越大 隐
(

性知识共享努力水平越高提升 所需要的成本越大 ,
(

— —

这样的假定是符合现实情况 的 。

廿

为了激励员 工进行个体隐性知识共享 的努力 ,

企业需要細工 定 的 麵合同 。 目 前 ,

国 内外对 《 机能職 大絲職 性合

式 , 这里同样采用线性合同方式 。 其形式如下 :

'
力 錢工 $ '

￡— 。

对称信息下的隐性知识共享模型分析

工 的初
維息对称的条件下 '

工在隐性知识共享方

!
翻努力水平是可 以 为企业管理层所观测到 的 。 因

? 此 ' 在这种情况下激励相容约束是多余的 ' 并且在信
的产出 风险城益 ' 卩 表 、 工不雜任何产

顏称驗件 細通常认为虹 的产 出 与外界

、

不确定 因 素无关 或者外界不确定 因 素对员 工的产
假设企 巾□

'
工 用

丨 的影响 是共同 的知识 。 这样 ,
上述模 型可 简化为

定义员工的绝对风险规避度 ,
根据 的研究

结论 ' 可得员工的风险成本为 :

外 卜

—

—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 , 企业 的期望效用 等于其期
卞 人

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 , 企业一般只愿 意支付给员 工
收益

、 、 、 、

外在 的 机会 收 益 ,
因 此 ,

式 ( 等 号成立 。 将 式
— —

…
( 等式代人式 ( 得 :

员 工的实际收益等于总收益扣除努力 成本 , 具 …

体如下 :

式 ( 对 求导 并令
一

阶导数等于 得 :

、 、 ; :店
工

由 式 ( 可知 要使 , 必须有 务
, 即隐性知

识共享所带来的收益要足够高 , 而隐性知识共享的

在风险规避条件下 ' 其确定性等价 收 于 □

望收益减去风险成本 最 大化期望效用等价于最大
工长期积累 的工作经验和 技巧 , 隐性知识共享的 确

化确定当量 , 因此 , 员工的期望效用为 :

能够带来 比较好 的收益 。 因 此
, 隐性知识共享关键

在于降低 隐性知 识共享 的成 本 。 式 ( 等价 于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

一项有效的激励契约必须

具备参与约束 ( 和激励相容 ( 的 两个基本条 ( 广

件 。 参与约束条件解决员 工 的参与 问题 , 激励相容

条件解决员工的激励问题
…

。 这样 企业隐性知识 (
、

共享的激励机制设计实际上就是求解下列 最有化问 即员工的隐性知识共享努力水平满足边际成本等于

题 确定 , , 值 。 边际产 出 的平衡条件 。 因此 , 在这种机制下 , 员工 的

办 ( 及 ( 扪 隐性知识 共享 的努力水平实 现 了 帕 累 托最优 。 此

时
,
企业取得的总收益为 :



中 国管理科学 年

;
成本系数 越大时 ' 员 工的隐性知识努力水平越低 ;

当外界不确定 因素导致的产 出 的方差越大时 , 员 工

± 的隐性知识努力水平越低 。 比较式 ( 和式 (

可知 ,
由 于 矣 即存在风险成本的 条件下 , 企业

要激励员 工达 到 同样 的隐性知识共享 的努力水平

时
, 则需要隐性知识共享所能带来的收益要更大 。

㈣工 力 :

比较式 ( 和式 ( , 由 于 各
, 可得非对

称信息条件下激励机制性质 :
在信息不对称 企业是

风险 中性 的 , 员 工是风险规避的条件下 , 员工的最佳

隐性知识共享努力水平低于信息对称的条件下 的最

餓性知识共享努力水平 , 此时最餓性知识共享
,

努力水平诚实现帕累托最优 。

努力水平的时候 ,
企业管理层能够观测到这 变化 ,

由 于当 时 会导致产 出職 ⑴
从而相应地改变提供给员 工的综合报酬水平 (通过

, 因此 ,麵机制 必须满足 “ , 由式 ( , 可
对 《 的调整实现 ) , 使其纯 收益总是稳定于外部

的机会收益 。

、 `

不对称信息 下的 隐性知识共享模型分析
综合上面的分析 , 我们可得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 员 工在隐性知识共 $ 勸机制 的有效性条件为 : 在信息不对称 , 企业是风

方酬努力水平不能完全被企业管理层删到
, 同

险中性的 员工是风险规避的条件下 激励机制 的有
时隐性知识共享的产出不仅仅取决于 隐性知识共享

努力水平 还要受到外界不确定因 素的影 响 。 在信

、

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的激励机制的设计实际上就是对 “

前述式 、 式 ( 和式 ( 表示的最优化模型 的求 会

解 。 在最优化 的情况下 , 代表参与 约束 的式 ( 等 、

五

式成立 , 而代表激励条件的式 ( , 可 以用其一阶导

数 (对 的偏导数 )等于 代替 则上述最优化问题 本文从效用角 度 出 发
, 构 建了企业个体隐性知

可 转换为 : 识共享的激励模型 得 出如下主要结论 :
员工 的隐性

知识共享努力 水平随着隐性知识共享的产 出系 数增

區 大而提升 但是随着隐性知识共享成本 系数的增大

而降低 。 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 , 员工 的 隐性知识共

丄 丄 享努力 水平能够实现帕累 托最优 ;
在信息不对称的

条件下 员工的隐性知识共享努力水平无法实现帕

将式 ( 、式 ( 代人式 ( 并对 求
一 阶

累托最优
,
并给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的 隐性知识共

帛麵机細碰性条件 。

抓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 提 出 如下促进企业个 体隐

―
、

性知识共享的 主要对策建议 : ( 营造企业知识共

式 ( 代人式 ( 可推 出 : 享的文化 在员工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
员工间 的

相 信任可 以有效地降低任何
一

方采取机会主义的

可能性 从而提高员 工间的合作效率 提高知识共享

由式 ( 可知
, 卢 ,

即 在信息不 对称条件 带来的产出 ;
( 完善隐性知识共享的 沟通渠道 , 建

下 企业对员工隐性 知识共享 的激励报酬最多不会 立知识共享的激励制 度 , 完 善沟通渠道会 降低个体

超过全部的 产出 。 同时 , 由 式 ( 可知 , 当产 出 系 隐性知识共享的成本 , 建立 激励制度会提供个体隐

数 越大时 员 工的隐性知识共享努力 水平越高 ; 当 性知识共享的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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