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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Ｗｅｂ２．０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知识协同机制

———基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视角的知识创新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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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创新的本质是知识创新，知识创新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或能够调动的知识资源及其多样
性；获取外部知识和挖掘隐性知识是知识创新的关键，知识协同是实现知识创新的核心机制。Ｗｅｂ２．０应用
具有平台特性、知识资本特性和知识协同特性；Ｗｅｂ２．０应用将提升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获取能力和对隐性知
识的挖掘能力，本质上是增强企业对内外知识资源的调动和整合能力，并通过知识协同有效促进知识创新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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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视角的企业创新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资源是创新

的基础。然而，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创新，并不仅

仅依赖于自身拥有的知识资源，而是取决于其能够

调动的知识资源及其整合能力。很多企业已经在

利用 Ｗｅｂ２．０技术构建自己的开放式创新网络，努
力把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通过一个高度交互、动

态的数字平台集成在自己的知识网络中，不断扩展

可调动知识资源的范围和层次，并进一步促进隐性

知识发掘和外部知识获取，加强知识协同，促进知

识创新，提升竞争优势。众多标杆企业的创新实践

表明，企业通过 Ｗｅｂ２．０应用可以显著提升知识资
源的调动范围和力度，是寻求创新突破的一种代表

性的可选范式。然而，尽管企业应用 Ｗｅｂ２．０具有
较多的成功案例，但总体上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

理论研究也未能回答利用 Ｗｅｂ２．０平台有效促进企
业知识协同和知识创新的“ｗｈｙ”和“ｈｏｗ”问题。

１．企业创新中知识的作用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多元且分散。较为

普遍的认识是，企业创新是通过企业的结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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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制度和管理方式等组织元素的变革，提高企

业效益的有机变化过程（Ｌａ，２００５；吴际，２０１３）。企
业创新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将其作为独立

变量，研究它与绩效、文化、学习、社会资本、技术创

新、知识整合能力等之间的相关关系（Ｃｒｏｓｓ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简兆权 等，２００８；陈劲，
２０１３）；另一方面是对其过程、模式和机制的剖析，
其中涉及技术引进和创新协同机制（吴际，２０１３）、
市场机制（任迎伟 等，２００８）、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
机制（林山 等，２００４）等。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有：
企业创新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企业学习、知识管理

与企业创新正相关，特别强调知识资源、知识整合

能力等对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企业创新的主要模式表现为战略联

盟、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无边界组织等（曾宇容 等，

２０１３），知识创新、外部知识获取能力成为企业创新
的关键，特别强调隐性知识、异质性外部知识对企

业创新及其竞争优势的重要性（Ｃｕｎｈ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Ｌ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获取企业外部的异质性知识是企业创新的重

要途径。Ｍａｒｃｈ和Ｓｉｍｏｎ（１９５８）早已指出，大多数创
新来自于“借”而非“发明”，不断从外部获取知识对

企业创新有显著推动作用。Ｒｏｄａｎ等（２００４）认为，
创新的本质是知识重组，重组的前提是异质知识的

获取。企业网络中知识的多样性是社会网络影响

个体创造力的重要变量之一，能够保证个体创造力

的提升（Ｃ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企业的关系范围、所处
网络类型与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多样性正相关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８；Ｒｏｗ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０），紧密网络有利
于企业改进型创新，而稀疏网络有利于企业探索型

创新。

发掘和利用隐性知识是企业创新的关键（游达

明 等，２０１４）。目前关于隐性知识的研究，重点在其
显性化和共享方面（Ｓｕｐｐｉａ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李倩 等，
２０１４；肖振江 等，２０１４）。郑作龙等（２０１３）指出，隐
性知识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不能被完全形式化，提

出了“回到行动中理解隐性知识”的路径。

２．知识协同与知识创新

上述研究关注了企业创新中知识的重要性，却

忽视了组织（企业）是由大量变化的子系统组成的，

并最终集成和依赖于知识个体（Ａｒｇｙｒｉｓ，２０１０；

Ｓｅｎｇｅ，２０１０），组织创新最终是由个体协同完成的。
因此，知识个体充分利用企业知识资产，尤其是个

体隐性知识和外部异质知识的集成、重组（即行动

视域的知识协同），是组织创新的微观机制。组织

学习、知识管理均对组织创新有显著作用，知识共

享、知识转移有较为完整的知识流程分析，但仍无

法为知识创新提供足够解析（Ｃｕｎｈ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知识协同是探索知识创新与组织创新的崭新视角。

Ｋａｒｌｅｎｚｉｇ（２００２）、Ａｎｋｌａｍ（２００１）等将知识协同
定义为一种组织战略方法和知识管理的发展趋势。

微观上，Ｌｅｉｊｅｎ和Ｂａｅｔｓ（２００２）指出知识协同的目的
是整合互补知识以解决实践问题；宏观上，陈昆玉

和陈昆琼（２００２）认为企业通过整合组织的内外部
知识资源，使组织学习、利用和创造知识的整体效

益大于各独立部分总和的效应，即“１＋１＞２”。樊治
平等（２００７）提出：知识协同是以知识创新为目标，
由多个拥有知识资源的行为主体（组织、团队、个

人）协同参与的知识创造过程，具有将“合适的知识

在合适的时间传递给合适的人”的功能。知识协同

与知识转移、知识共享存在显著的不同（陈建斌，

２０１３；徐少同 等，２０１３），特别强调知识、时间、空间
等要素的综合性、准确性、动态性、增值性。知识协

作的“恰当性”和知识成果的“增值性”形成知识协

同的核心特征，也赋予知识协同宏微观双层视角的

研究优势。

３．知识协同的技术平台

知识协同对技术和环境的要求较高，需要ＩＴ以
及在线知识库、ＣＳＣＷ 等的支持（Ｌａｕｒｉ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维基（Ｗｉｋｉ）（陈立华，２００５）、博客（Ｂｌｏｇ）
（苏震，２００６）均被认为是网络时代知识协同与知识
共享的全新平台，具有定量测度知识增量和追踪知

识协作的特性。雷宏振等（２０１３）进一步指出利用
Ｗｅｂ２．０的Ｂｌｏｇ、Ｔａｇ、Ｗｉｋｉ等进行知识协同的四个过
程：知识可视化、Ｔａｇ聚类、知识重构与整合、知识创
新。基于Ｗｅｂ２．０技术的知识协同，通过社会化协
作平台方便地实现企业员工、客户、供应商和合作

伙伴的虚拟聚集，能够通过情境化和可视化的知识

协作发掘隐性知识和获取外部知识，实现有效的知

识协同，促进组织创新。

总之，企业的知识资源及其整合能力是企业创

新的基础，企业外部知识的获取和内部隐性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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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是知识创新的关键环节，知识协同是整合知识

资源、实现知识创新的组织战略和核心机制，而

Ｗｅｂ２．０的应用增强了知识协同的可操作性和可实
现性，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是，为什么 Ｗｅｂ２．０
应用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企业如何利用 Ｗｅｂ２．０推
动知识创新？现有的研究尚未能很好地整合相关

理论揭示其中的内在联系。本文从企业创新的本

质出发，基于Ｗｅｂ２．０应用的特征，从社会网络和社
会资本层面分析企业的 Ｗｅｂ２．０应用，创新性提出
企业Ｗｅｂ２．０应用的本质特征———“增强企业调动
和整合知识资源的能力”，并试图提出一个相对完

整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以回答其中的“ｗｈｙ”和“ｈｏｗ”
问题。

　　二、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视角的 Ｗｅｂ２．０
应用

１．Ｗｅｂ２．０的一般应用特征

　　很多企业已经把 Ｗｅｂ２．０应用视作知识共享的
有利条件，学者们则主要从加强即时通讯、提升沟

通能力、ｗｉｋｉ的使用与绩效等视角展开研究。田鹏
等（２０１２）总结了国内对于Ｗｅｂ２．０环境下知识共享
研究的四个方面，即 Ｗｅｂ２．０的知识主体与知识特
征、知识中介作用、知识服务模式、知识共享基础理

论，并把Ｗｅｂ２．０环境的特征总结为信息丰富性、主
体互动性以及知识可及性，认为这些特性对组织内

成员间知识共享的绩效有显著增进效果。雷宏振

等（２０１３）则认为，Ｗｅｂ２．０的最大特征是强调交互
与共享下的更多知识关联，从而产生更多的协同

效应。

Ａｎｄｒｅｗ（２０１１）基于Ｗｅｂ２．０在企业中的应用模
式，提出了“企业２．０（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２．０）”的概念，认为
“企业２．０是公司内或者公司与其合作者或客户之
间自然出现的社会软件平台”（Ａｎｄｒｅｗ，２０１１），这
个概念集中体现了 Ｗｅｂ２．０技术在企业知识管理方
面的应用特征：交互性、开放性、灵活性、适用性和

集成性。

２．社会网络视角的Ｗｅｂ２．０应用

组织创新是个体知识创新的集成与涌现。以

往对个体知识创新、个体创造力的研究大体可以分

为两个层面：一是对个体属性特征“你（我）是谁”变

量的关注；二是对个体所处的情景变量，尤其是其

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你（我）认识谁”的关注。

由于学科领域的距离缘故，两个层面的研究缺乏足

够的对话（张华 等，２０１３）。社会网络为个体提供了
获取知识的潜在机会，而这些机会能否转化为绩效

还取决于个体的属性特征。拥有知识和能动性的

个体，主导着对网络机会的挖掘、网络资本的利用、

网络异质知识的获取，最终影响个体知识创新的最

终结果。因此，有必要把“你（我）是谁”和“你（我）

认识谁”进行集成的、一体化研究。但是，在传统创

新研究模式和有限技术条件下，这种集成研究既缺

乏理论成果，也缺少实践机会。

“企业 ２．０”主要是融合 Ｂｌｏｇ、Ｗｉｋｉ、ＳＮＳ、Ｔａｇ、
Ｍａｓｈｕｐ、ＲＳＳ等 Ｗｅｂ２．０应用机制来构成企业协作
平台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加强协作，充分挖掘和分

享知识，有效塑造企业群体参与式的创新环境，让

企业员工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相互交往中传统的

固有模式和结构更加可视化、更加方便灵活。在这

个协作平台上，每个用户是一个知识主体，用户之

间的知识交流就形成了一个知识网络。这个知识

网络有两层，一层是知识本身（知识元）之间的网

络，一层是知识主体（知识人）之间的网络，从而构

成了“知识元网络”和“知识人网络”相结合的超网

络模型（陈建斌 等，２０１３），为“你（我）是谁”和“你
（我）认识谁”相结合的集成研究提供了原型和

条件。

所谓“你（我）是谁”，一般关注的是个体经历、

人格特质、行为角色等，考察个体的认知能力、把握

机会能力和行动策略等，由于技术条件所限，很少

关注到个体拥有的知识是什么。在企业 Ｗｅｂ２．０网
络中，知识用户的行为规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个

体特质，发表、讨论的内容则更准确地反映了其拥

有的知识状况。因此，对超网络模型中个体的挖

掘，能够从个体行为属性和知识属性二维地描述出

“你（我）是谁”这个变量。

所谓“你（我）认识谁”，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有

结构和关系两个维度，结构主义强调“你（我）”在社

会网络中的位置、地位，关系主义强调成员间的联

系以及个体属性与连接对象的特征。随着实践社

区与知识管理理论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网络理论

的普及，人们已经认识到，知识创新根源于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互动过程。也就是说，“你（我）认识

谁”与“你（我）是谁”一样重要，都是影响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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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变量之一。在企业 Ｗｅｂ２．０的超网络模型
中，知识个体之间的互动、交流构成了“知识人网

络”，网络中知识主体之间交流的内容、特征、频率

等是关系主义关注的内容，而“知识人网络”中的结

构特性，包括强弱关系、结构洞、中心性等则是结构

主义关注的内容。可见，企业 Ｗｅｂ２．０也较为全面
地描述了“你（我）认识谁”这个变量。

因此，从社会网络视角看，企业 Ｗｅｂ２．０不仅仅
是应用层面的动态交互性、灵活开放性、集成适用

性，也不仅仅是知识协作层面的知识可及性、主动

互动性，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网络层面可视地描述

了知识主体的内容特性、行为特质（“你是谁”变量）

和主体之间知识联结的对象、联结的特征以及整体

网络结构等（“你认识谁”变量）。

３．社会资本视角的Ｗｅｂ２．０应用

社会资本（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最初被定义为个体利
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外部资源的一种能力（郑晓涛

等，２００８）。此后，其概念和范围延伸至团体、企业、
区域、国家等层面，强调它是内部成员通过社会机

制获得的一种联合行动能力（王凤彬 等，２００８）。柯
江林等（２００７）指出社会资本无论宏微观，都具有资
源动用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嵌入性两个关键的特

征。据此，本文认为一个企业的社会资本是指嵌

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

的资源集合体，代表了企业获取和交换资源的

能力。

企业通过基于 Ｗｅｂ２．０技术的应用系统，能够
与员工、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建立可视的知识

网络和知识协作关系，实质是建立了一个知识资源

的集合体。企业并不完全拥有这个集合体中知识

资源的所有权，但却可以充分使用这种活跃的知识

资源，符合知识经济时代“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特

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创新的知识资源基础，

并非是它所拥有的，而是它能够调动的。企业应用

Ｗｅｂ２．０平台越成熟，其能够整合的知识资源越广
泛、越丰富，其知识创新和企业创新的空间越大，绩

效越明显。因此，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看，Ｗｅｂ２．０应
用本质上是企业社会资本在知识层面的直观反映，

既增强了企业知识资源的多样性，也提升了企业调

动和整合知识资源的能力。

上述基于技术、应用、知识协作、社会网络和社

会资本等多层视角的特征分析，可以归纳如表 １。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对企业 Ｗｅｂ２．０应用特征从表
面的、技术的认识向本质的、资本的认识不断深化

的过程。赋予企业 Ｗｅｂ２．０应用以增强知识资源调
动和整合能力的重要使命，有助于从战略层面界定

其地位、作用和部署，促进其能力的发挥。

表１　企业Ｗｅｂ２．０应用的主要特征

要素及关系 特　征

技术层面 技术特点 Ｂｌｏｇ、Ｔａｇ、Ｗｉｋｉ

应用层面 用户个体 动态交互性、灵活开放性、集成适用性

知识协作层面 用户与用户及其关系 信息丰富性、知识可及性、主体互动性

社会网络层面 多用户网络关系 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你（我）是谁”“你（我）认识谁”等变量

社会资本层面 知识资源及其调动和整合能力 知识资源的多样性和广泛性，知识资源调动和整合能力的延展

三、Ｗｅｂ２．０条件下知识协同的实现

知识协同宏观上强调创新、增值，微观上强调

协作有效性和准确性。研究表明，Ｗｉｋｉ、Ｂｌｏｇ等
Ｗｅｂ２．０应用是良好的知识协作平台。本文认为，这
种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协作具有典型的知识协同

特征。具体来看，知识需求者发起知识协作请求，

并在其社会网络中传播，如果恰好有人能够提供协

作，就成为知识提供者，知识主体、客体、时间和环

境综合为一体。知识主体本身的知识及其提出的

问题，决定了这次知识协同的内容；其所处的社会

网络，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效率、质量和协作对象特

征；主体和客体两者知识恰当的组合、集成，产生了

新知识，实现了知识资本增值；同时，两者的互动增

进了信任、拓展了知识，为以后的协作奠定了基础，

实现了社会资本增值。这种基于 Ｗｅｂ２．０平台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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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协同，能够有效解决知识管理中两个重要的难

题：一是隐性知识的发掘问题，二是外部知识的获

取问题。

１．隐性知识的发掘

隐性知识及其转移、共享一直以来是知识管理

及知识工程关注的焦点 （Ｊｏｉａ，２０１０）。Ｐｏｌａｎｙｉ
（１９６６）最早提出了“默会认识（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ｉｎｇ）”概念
以及哲学假设：“我们所说的不及所知道的（ｗｅ
ｋｎｏｗ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ｗｅｃａｎｔｅｌｌ）”，推导了隐性知识的存
在及其属性。Ｎｏｎａｋａ和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１９９５）认为隐性
知识是“嵌入个体经验中的知识，包括个人信条、价

值体系和感知等无形因素”。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１９９５）进一
步指出隐性知识的许多属性不能通过单独个体，而

须通过组织社会化方式（如成员在情景实践活动中

交互作用）才能充分体现，更精确地讲是通过“社

会—技 术”相 互 纠 葛、融 合 （ｓｏｃｉ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ｍｂｒｏｇｌｉｏ）的方式来体现的。Ｈｏｗｅｌｌｓ（２００２）也指出
隐性知识是“非编码化、外显于身体的专门知识

（ｋｎｏｗｈｏｗ）”，必须借助非正式、密切交往的学习过
程才能获得。

很多知识管理方面的研究聚集于“隐性知识显

性化”，总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或管理措施，

促进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移。但从实际效果

来看，被转化后的隐性知识失去了情景依托，被学

习、利用的成本也是较高的。因此，无法通过标准

化、形式化等显性方式有效实现隐性知识共享和转

移。隐性知识只有通过组织化、社会化、学习过程

才能表征、获得，这种特性意味着必须让拥有隐性

知识的专家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郑作龙等

（２０１３）基于行动视域的研究指出，隐性知识具有涉
身性、情景性、实践过程性、意向功能性等特性，在

现有技术不能对情境进行模拟的情况下，回到实践

情境或以社会化方式可能是领悟、习得和共享隐性

知识的一种合理路径。

基于 Ｗｅｂ２．０的知识协同，能够有效解决隐性
知识的发掘问题。当一个知识请求者在社交平台

上发布信息时，并不确定哪个同事或朋友是知识提

供者，但社会网络的流通性能够使潜在知识提供者

发现求助信息，既定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知识提供

者的主动参与；知识请求者与提供者在高度情景

化、实时交互性的平台上，通过主体间频繁的知识

和信息交流实现问题描述和情景再现，能够激发主

体潜在隐性知识的发掘与利用，实现了多主体知识的

集成与重组，生成了新的解决方案。因此，Ｗｅｂ２．０平
台在“你（我）是谁”和“你（我）知道谁”两个关键变

量的共同驱动下，形成了有效的隐性知识发掘利用

平台。

２．外部知识的获取

外部知识获取是企业通过外部学习从顾客、供

应商、竞争者以及各种合作伙伴等外部关系中获取

新知识的过程。开放式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外部知

识与内部知识同样重要，企业只有不断整合内外部

知识，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商业生态环境。

Ｃａｓｓｉｍａｎ等（２００６）对创新型制造业的实证研究表
明，企业在外部市场获取知识和组织内部共享知识

是企业吸收创新资源的重要方式。Ｌｉａｏ等（２０１０）
对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结论，认为

知识获取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有着重要影响，同时，

知识获取在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之间起着

调节作用。Ｔａｙｌｏｒ和Ｇｒｅｖｅ（２００６）认为多样性、异质
性的知识更容易产生前沿思想和新颖组合，有利于

对新信息和新变化的感知，从而提高企业寻求高端

技术和市场潜力的能力。更有学者认为，在外部知

识与内部知识之间，外部知识更为重要，因为引进

异质的外部知识有利于激发内部潜在的知识及其

不同创新组合，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

很多国际企业虽然自己拥有强大的研发部门

和高素质的专家团队，但也十分重视外部知识的获

取。根据ＩＢＭ对全球ＣＥＯ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来
自于内部研发部门的创意只排倒数第三位，而跨部

门员工、合作伙伴和直接客户贡献的创意排在前三

位（如图１所示）。因此，如何激发和搜集来自于多
渠道的创意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

Ｗｅｂ２０时代，从企业外部获取创新知识的典型模
式是“众包”，其核心即是与用户共创价值的理念，

正如宝洁公司负责科技创新的副总裁 ＬａｒｒｙＨｕｓｔｏｎ
指出“我们的做法是从外部吸引人才的参与，使他

们参与到这广阔的创新与合作过程。”在“众包”模

式的排行榜上，亚马逊、宝马、标致、宜家等全球企

业位列其中，都在利用最新技术充分挖掘客户智

慧，践行着“客户参与”“共同创造”“社会生产”的

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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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ＩＢＭ关于创意贡献排名的调查

中小企业更需要注重对市场信息的敏捷监控，

在与客户协同中创造价值。刘景东和党兴华

（２０１３）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的研究认为，当企业在知
识宽度足够“宽”时，内部知识共享能力是创新关

键；而当企业知识深度足够“深”时，外部知识获取

能力则更为重要。传统的技术创新范式是内敛的，

主要依赖自身的创新积累，即 Ｃｈｅｓｂｒｏｕｇｈ（２００３）所
称的封闭式创新（ｃｌｏｓｅ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按照这种模
式，企业知识或技术更新，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技

术诀窍和深度创新，需要长周期的积累才能实现。

这对于那些在知识经济时代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

并不适用。随着全球进入技术快速更新的知识经

济时代，中小企业对于外部知识的需求远远高于大

型企业，它们的生存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所处的社

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知识联盟、网络企业、创新网

络等组织形式，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任慧，２０１１），而Ｗｅｂ２．０等信息技术的支撑，使柔
性的创新型小企业能够提升其促进大量网络用户

外化其隐性知识的能力，进而形成和保障竞争优势

（员巧云，２０１３）。

　　四、基于 Ｗｅｂ２．０的知识协同实现知识
创新的理论框架

　　Ｈａｒｇａｄｏｎ指出建立在全新知识基础之上的突
破性技术只是少数，更多的是对现有知识的重新集

成，当原本被忽视的知识链接发挥作用时，零散的、

缺乏联系的知识模块可能会立即焕发出创新活力，

具有更为明显的新颖性。更进一步，Ｎｅｒｋａｒ认为对
现有知识的重新集成同样是独特性和新颖性的重

要来源。知识创新的本质就是知识重组。但是，无

论是现有知识的重新集成，还是新旧知识的有效链

接，都需要知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需要知识主体

在特定情境下的充分交流与互动，需要异质知识的

刺激、知识整合能力的应用和创新思维的发挥。

Ｗｅｂ２．０的平台特性提供了知识主体自主参与、主
动交互的机会，具有高度的自组织特性，有力地促

进了知识重组。因此，基于 Ｗｅｂ２．０的知识协同促
进知识创新的实质，是以企业内外知识资源及其联

系所构成的知识资源为基础，以网络平台特性提升

外部知识获取能力和隐性知识挖掘能力，最终推进

知识创造能力的一个集合体，是企业调动和整合知

识资源实现创新的综合反映（如图２）。

图２　基于Ｗｅｂ２．０的知识协同模型

１．平台特性

传统的信息与知识流动是“管道模型”，即流动

路径有确定的节点和既定的次序，知识的碰撞总是

发生在有限主体和有限环境中。管道中任何一个

节点失效，都会影响到知识流动的整体绩效。Ｗｅｂ
２．０的平台特性，打破了这种“管道”式的串行、规范
传递模式，信息能够在一个跨越组织边界、融合多

种主体、范围无限扩展的社会网络中裂变式传递，

多样化、异质性的知识碰撞几率大大提高，知识协

同的数量和质量就有了全新的效果。因此，Ｗｅｂ２．０
的平台特性主要包括社会网络传播、知识主体自主

性、知识系统自组织性等。

２．知识资本特性

企业的知识资本指知识资源及其社会网络关

系。Ｗｅｂ２．０应用系统首先实现了多样性、异质性
知识资源的集成，包括显性知识资源（存贮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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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多媒体数字资源，如百科、微博等内容）和隐性

知识资源（应用该系统的知识工作者，包括内部员

工、客户、供应商等各类知识主体）；其次，Ｗｅｂ２．０
应用系统实现了社会网络关系的有形化和具象化，

能够深度描述“我（你）是谁”“我（你）认识谁”等网

络变量及其之间关系的强弱。该系统提供了知识

资源之间进行协作的基本平台，知识资源和知识主

体的关系构成了无形的资本性资产。由于知识的

特殊性，知识资源之间的联系往往比知识资源本身

的多寡更重要。因此，Ｗｅｂ２．０系统的知识资本特
性包括知识资源的多样性、异质性以及网络关系的

具象化等。

３．知识协同的实现

Ｗｅｂ２．０系统在整合知识资本的基础上，进一
步促进了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能力和挖掘隐性知识

能力的提升，从而促进了知识协作效率和效果，提

高了知识协同绩效。（１）隐性知识挖掘。隐性知识
并非完全不可编码，但编码后的知识会损失大量背

景信息，知识价值大打折扣。对隐性知识的研究重

点，可以从“如何编码”转向“如何利用”。社会化媒

体平台为实时的知识协作提供了可能，也营造了一

定的知识情景，能够激发知识主体隐性知识的涌现

与碰撞。（２）外部知识获取。客户、供应商等外部
知识源对企业创新极为重要，而社交网络平台通过

虚拟空间和数字沟通，为保留客户、实时沟通、获取

知识提供了便捷。（３）知识协同绩效。在 Ｗｅｂ２．０
平台支持下的隐性知识挖掘、外部知识获取等的共

同支撑下，企业实现内外知识的充分互动和碰撞，

知识协作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实现了知识资本和

社会资本的增值。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创新地提出了 Ｗｅｂ２．０“提
升企业调动和整合知识资源能力”的观点，其中，隐

性知识挖掘和外部知识获取是关键，知识协同是核

心机制，由此构成 Ｗｅｂ２．０知识协同理论分析框架
（如图２）。该理论框架明确指出，企业应用Ｗｅｂ２．０
建构知识协同平台，为员工、客户、供应商、合作伙

伴等进行知识协作提供了支持，通过情景化、社会

化协作促进了隐性知识的发掘和外部知识的获取，

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知识协同实现了知识创新和

资本增值。企业应用Ｗｅｂ２．０不仅仅是实现了知识
共享，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自己调动和整合更广泛、

更多样知识资源的能力，是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支撑。

五、小结

组织创新的核心追求是知识创新，具有一定关

联度和差异性的知识，是实现知识创新的必备条

件。无边界企业、虚拟组织、战略联盟、供应链合作

等组织形式的变革，本质上就是为了获取企业内外

具有一定关联度而又异质、多样的知识，从而促进

创新的实现。知识协同是以问题驱动的知识协作，

有效获取外部知识和发掘隐性知识，促进知识创

新，强调情境性、恰当性、动态性、增值性，具有宏微

观综合研究优势。

企业应用Ｗｅｂ２．０的定位是敏捷合作与知识协
同，推崇自下而上的管理理念、分散的管理模式、扁

平化的组织结构和广泛的用户参与，其本质是企业

调动和整合知识资源能力的延展与扩充。恰当的

管理理念、制度、文化与 Ｗｅｂ２．０技术匹配，是创新
关键。组织创新需要遵循知识协同的理念，运用

Ｗｅｂ２．０技术突破企业边界，激励员工与客户的知识
协作，获取异质知识，填补知识缺口。

本文以知识协同为核心概念，讨论了企业

Ｗｅｂ２．０应用的平台特性、社会网络特性和社会资本
特性，指出这种社会化媒体能够全方位地描述“你

（我）是谁”和“你（我）认识谁”等知识创新的重要

变量，能够有效解决隐性知识发掘和外部知识获取

难题，实质是企业调动和整合知识资源能力的革命

性延展与扩充，为进一步研究网络环境下组织创新

的知识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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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斌，付丽丽，薛　云：应用Ｗｅｂ２．０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知识协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