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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共享是企业形成企业知识，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对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提供激 

励是否是促进知识共享的有效措施之一，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问题．为此，分析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知 

识共享中的博弈和激励，并认为在知识接受者向知识拥有者提供激励的条件下，共享知识可能使共享参 

与者双方都获得共享收益．获得的共享收益如果能够补偿知识共享参与者的共享成本，知识共享就能够 

进行．但由于知识的价值信息不完全，企业需要设立知识管理者职位和提供组织的额外激励来促进知识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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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享是指员工个人的知识(包括隐性知识和 

显性知识)通过各种交流方式与企业中其他成员共同 

分享，从而转变为企业知识的过程．知识共享是知识管 

理系统中的一个关键部分(Alavi和Leidner，2001)⋯， 

是形成企业知识的重要途径．企业知识被认为是企业 

获得竞争优势的有价值的关键资源(Grant，1996) J． 

然而知识共享在企业 内可能不会发生 (Tobin， 

1998)E3 3，因为企业进行知识共享，将面对来自共享的 

知识，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知识拥有者和知识接收 

者)，以及组织等各方面的多种障碍，需要采取合理的 

措施才能保障知识共享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1 问题的提出 

对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提供激励是否是有效的措 

施之一，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问题．Constant和Sproull 

(1994)[41等学者认为激励在知识共享中具有重要作 

用，当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在共享中获得的报酬超过 

了其为共享所付出的成本，共享就会发生．但有些学者 

也提出了不同观点．Gee W0o Bock和 Young—Gul 

Kim ]在2002年的一项实证研究指出获得激励与知 

识共享的相关性不大．余光胜(2OOO)[61认为，传统的 

观点将知识转移的困难完全归因于激励因素，而知识 

理论认为知识内部转移的困难性的根本原因在于隐性 

知识的存在，不应强调激励制度的安排． 

笔者认为学者们的观点相异，一方面因为他们进 

行研究的角度和前提条件不同．例如，Gee Woo Bock 

和Young—Gul Kim的实证研究是针对韩国的4家大 

型先进企业进行的，且这4家企业有制度化的信息交 

互机制，其研究结果对其它企业不具有普遍意义．余光 

胜的研究是从知识的性质出发，强调隐性知识对知识 

共享的障碍．但作者认为正是由于隐性知识的存在，使 

得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为共享付出的成本(如学习成 

本)增大，他们需要获得更多的补偿，因此对知识共享 

参与者双方进行激励反而显得重要．另一方面，因为学 

者们在研究中所假定的前提条件是知识共享的信息是 

完全的，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知识共享并没有进一 

步深入分析．但实际上，知识共享中有许多信息是不完 

全的，尤其是所共享的知识是否有价值的信息，经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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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准确获得．信息的不完全导 

致了知识共享参与者难以确定能够被共享双方都接受 

的激励，使得知识共享难以有效进行．鉴于此，笔者从 

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共享博弈的角度，分析在知识价 

值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知识共享． 

2 知识共享博弈 

企业希望员-rfj~够将自己掌握的知识提供出来作 

为公共知识，从而实现知识的自动共享．然而，如果将 

知识作为公共品。那么帕累托最优的公共品供给大于 

纳什均衡的公共品供给，公共品的私人自愿供给会导 

致供给不足 】．因此，知识的自动共享一般难以实现 

或难以完全实现． 

在一般情况下，知识共享需要参与者付出一定的 

成本．知识接受者要想获取知识，必须付出一定的时 

间、金钱和精力，以及机会成本．这些成本需要从共享 

知识创造的价值中获得补偿．另一方面，知识拥有者提 

供知识所付出的时间、金钱、精力，以及由于知识共享 

可能造成自己竞争优势削弱所带来的损失等，也需要 

获得补偿．笔者把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在共享中需要 

补偿的这些成本统称为知识共享成本．由于大多数知 

识在没有被应用前，共享参与者双方不能确定它们是 

否具有价值，只有一个先验概率，信息不完全，因此知 

识共享可以用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进行描 

述．博弈过程见图1． 

豳1 知识共享博弈树 

4个假设条件： 

1)知识共享博弈中只有知识拥有者 A和知识接 

受者B两个参与人； 

2)知识可以通过共享或自我学习获得．B自我学 

习会消耗相应的成本．当 B通过知识共享获得的收益 

大于 B通过自学获得的收益时，B会选择知识共享； 

3)B能够利用A的知识创造价值； 

4)存在知识是否有价值的先验概率． 

其在知识共享博弈中属于自然选择． 

设 c0为B的自学成本，Co>0；Cl为B的共享成 

本，c >0；c2为A的共享成本，c2>0；知识有价值的 

先验概率为P，0≤P≤1，创造的价值为R，R>0；知识 

没有价值的先验概率为(1一P)，创造价值为0．知识拥 

有者根据自己的共享成本，希望获得激励 S，S>0．这 

里的激励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可以是物质报酬，也可 

以是知识接收者拥有的其它有价值的知识，知识接收 

者对自己的尊重和认同等，还可以是各种激励形式的 

组合．激励的具体形式由知识拥有者根据自己的需求 

特点来确定． 

2．1 共享效用水平分析 

1)当A选择不共享知识时，A的效用为0当B选 

择自学知识，B的期望效用为： 

P(R—C0)+(1一P)(一C0)=PR—c0， 

当B选择不自学，B的效用为0． 

2)当A选择共享知识，希望获得激励S时， 

当B选择接受，A的效用为S—c2． 的期望效 

用为： 

P(R—C 一S)+(1一P)(一C1一S)=PR—cl—S 

当B选择拒绝，A的效用为0． 

①当B选择自学时，B的期望效用为： 

P(R—Co)+(1一P)(一c )=PR—c ． 

②当B选择不自学时，B的效用为0． 

2．2 共享战略选择分析 

1)A的效用值有2个：O，S—c2 

当S—c：>O，即S>C2时，A愿意获得激励S，与B 

共享知识； 

当S—C：<0，即S<C2时，A认为获得激励 S无法 

弥补共享成本，不会与B共享知识； 

当S—C：<0时，由于 A的效用为0，A不会选择 

共享知识，则A在制定S时会使 S>C：． 

2)B的期望效用值有 3个：0，PR—Co，PR— 

C1一S 

当A选择不共享知识时， 

①当PR—Co>0，即P>Co／R时，B选自学； 

②当PR—Co<0，即P<C0／R时，B选择不自学， 

A和B效用都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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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选择共享知识时， 

Q)当PR—Cl—S<0，PR—C0<0，即P<(C + 

S)／R，P<C0／R时，B选择拒绝，不自学，A、B效用都 

为0； 

②当艘 一Cl—S<0，PR—Co>0，即 ／R<P< 

(Cl+S)／R时，B选择拒绝，自学； 

( 当P —Cl—S>0，PR—Co<0，即(C1+S)l 

R<P<Co／R时，B选择接受； 

( 当P —Cl—S>0，PR—Co>0，即P>(G1+ 

S)IR，P>Co／R时，若P —C1一S>PR—C0，即 Co> 

Cl+S，P> ／R，B选择接受．若 艘 一C1一S<PR— 

，即Co<C1+S，P>(C1+S)／R，B选择拒绝，自学 

知识． 

2．3 共享博弈结果 

综合上述分析，剔出A、B效用都为0的没有实际 

价值的战略选择，可以得到不完全信息知识共享博弈 

的精练纳什均衡： 

1)当S> ， <C1+S，P>Co／R时，A选择共 

享，获得激励，B选择拒绝，自学．A和 的期望效用是 

(0，PR— )； 

2)当S> ， >C1+S，P>(Cl+S)／R时，A选 

择共享，获得激励，B选择接受．A和B的期望效用是 

(S— ，PR—C。一S)． 

知识共享博弈结果显示，在知识接受者向知识拥 

有者提供激励的条件下，共享知识可能使共享参与者 

双方都获得共享收益．获得的共享收益如果能够补偿 

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的知识共享成本，知识共享就能 

够进行．这是企业希望达到的知识共享局面．但由于知 

识的价值信息不完全，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能否共享 

知识，先验概率大小的判定和激励的确定就 得十分 

关键．然而，知识拥有者和知识接收者可能没有足够的 

能力来判定先验概率的大小，确定使双方都满意的激 

励，他们担心可能获得的共享收益无法弥补各自的共 

享成本，使得知识共享难以有效进行．为此，在知识共 

享过程中，企业应该在知识先验概率大小的判定和激 

励的确定方面发挥其特殊的能力和作用，促进知识共 

享的实现． 

3 具体措施 

在知识共享中，一方面企业需要对知识是否有价 

值的先验概率和激励的确定提供可参照的标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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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共享的引导和管理；另一方面企业需要提供相 

应的额外激励来增加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的收益，促 

进知识共享持续有效进行．因此，企业有必要设立专门 

的知识管理的职位，配备专门的人员来完成这两方面 

的工作．知识管理者是企业针对知识进行管理的各种 

专业人员，其履行的主要职责是控制和促进知识的收 

集、传递、整合、共享、创新，以及对知识共享者进行激 

励．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知识管理者对知识共享进行管 

理．知识管理者主要采取2类方式来促进知识共享． 

1)制定知识共享的标准，辅助知识共享进行．为 

了促进知识共享，知识管理者可以利用其对各种知识 

的了解和识别能力，利用其掌握的知识优势和各种知 

识工具，制定激励S的合理标准，即激励S要大于知识 

拥有者的知识共享成本 ，知识接收者的知识共享成 

本 C。与其提供的激励 S的总和要大于知识接收者的 

自学成本 ．同时，知识管理者还要判定需要共享的 

知识是否有价值的概率P的大小，能够进行知识共享 

的概率P必须大于(C +S)／R．当激励 S和先验概率 

P满足上述条件时，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才能够进行 

知识共享．由于知识共享参与者之间可能缺乏直接共 

享知识的渠道，因此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知识拥有者除 

了可以直接向知识接收者提供知识，获得激励外，也可 

以先将知识提供给知识管理者，获得企业的激励；当知 

识接收者向知识管理者检索知识时，知识接受者再付 

出激励，从而实现知识的有偿共享和持续进行。 

2)向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提供额外激励．在前面 

知识共享博弈的分析中，知识共享的激励是由知识接 

收者向知识拥有者提供的．但正如博弈结果所指出的，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担心可能获 

得的共享收益无法弥补各自的共享成本，这种心理障 

碍使得知识共享难以有效开展．因此，为了促进知识共 

享，知识管理者代表企业向知识接收者和知识拥有者 

分别提供相应的额外激励．额外激励是由企业提供，不 

是由知识共享产生．额外激励增加了知识共享参与者 

双方的收益，弥补了他们的部分知识共享成本，提高他 

们对知识共享的信心和收益预期，从而使企业获得由 

于知识共享产生的竞争优势，并逐步达到知识共享的 

帕累托最优．企业额外激励的提供可以参照激励成本 

相容和有利于知识共享进行的原则来确定．主要的激 

励形式有物质激励、关心激励、尊重激励、荣誉激励等． 

激励形式本身无优劣的区别，知识管理者应该根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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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共享参与者双方的不同需求，向他们提供各种相应 

的激励． 

4 结 论 

通过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知识共享博弈的分析， 

可以得出在知识接受者向知识拥有者提供激励的条件 

下，共享知识可能使共享参与者双方都获得共享收益． 

获得的共享收益如果能够补偿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的 

知识共享成本，知识共享就能够进行．但由于知识的价 

值信息不完全，企业需要知识管理者来确定知识是否 

有价值的先验概率和共享激励，制定相关的知识共享 

标准，并向知识共享参与者双方提供额外激励来促进 

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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