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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隐性知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和核心能力的关键，隐性知识转移

成为企业日益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互惠性偏好环境为情境因素，构建了交互记忆系统与隐性

知识转移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在互惠性环境下，交互记忆系统对团队隐性知识转移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同时互惠性偏好有利于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和隐性知识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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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隐性知识成为知识创

新和价值创造的源泉。实现团队内部隐性知识共

享和转移，成为提高团队学习能力有效的方式。

交互记忆系统作为一种团队知识管理系统，它的

存在很好解释了团队成员怎样彼此依赖，用以获

得、存储和运用来成员的分布式专长去展开团队

内部的合作。

相关学者缺乏对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隐性知

识转移这个团队行为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因

此，本文从隐性知识转移的微观层面，对交互记忆

系统这个知识处理机制展开研究，同时引入互惠

性偏好情境因素，构建以交互记忆系统为核心的

理论模型，尝试打开团队内部隐性知识整合的“黑

箱”，有效挖掘团队成员头脑中的隐性知识，提高

个人隐性知识在团队内部的转移绩效。

一、相关理论

（一）隐性知识转移

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Ｐｏｌａｎｙｉ
［１］根据知识能

否编码和能否被表达的性质，将知识划分为显性

知识和隐性知识，首先提出了隐性知识的概念。

知识转移是指知识客体以不同的方式在知识主体

之间的转移或传播，包含知识转入方、知识转移内

容和知识转出方三个基本要素。本研究将团队的

隐性知识转移定义为团队成员将在某一情景下获

取的隐性知识以合适的方式转移给团队中的其他

人，使其在另一种情景下也能够得到应用。

　　 （二）交互记忆系统

交互记忆系统最初用于研究社会心理学，

Ｗｅｇｎｅｒ首先提出交互记忆的概念，它是作为一

种群体的信息处理机制和知识协调方式提出的。

Ｌｅｗｉｓ
［２］认为交互记忆系统是“学习、记忆和交流

团队信息和知识的合作性分工系统”，结合以前的

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和严格规范的量表开发程序，

开发出的交互记忆系统量表，包括专长、可信、协

调三个维度。

　　交互记忆系统是一种知识处理机制，它强调

成员之间分布式专长的利用和整合，给学者提供

了研究团队成员互动过程的工具。交互记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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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团队成员迅速获得各领域更广泛的专业知识

和信息，从而实现、改善并提高知识的整合过程的

观点也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互惠性偏好

１．互惠性偏好的内涵

互惠性偏好理论最初用于研究生物学。哈佛

大学生物学家Ｒｏｂｅｒｔ·Ｔｒｉｖｅｒｓ提出了互惠利他

理论。此后，Ｒｏｂｅｒｔ·Ａｘｅｒｏｄ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ｍ

ｉｌｔｏｎ合作发展了这一理论。Ｒａｂｉｎ
［３］在构造博弈

模型时，引入互惠性偏好，发现了有别于传统理性

均衡的“互惠均衡”，确立了互惠性偏好研究在行

为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具体到管理理论中，刘敬伟等［４］认为互惠性

偏好作为一种管理策略，包括互惠性文化和互惠

性行为两个方面。互惠性文化表现为互惠性意

识、思想和价值观，互惠性行为体现的是实现互惠

性管理策略的方法、策略和技巧。

２．互惠性偏好在团队内部知识市场运行机

制中的作用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和Ｐｒｕｓａｋ
［５］将市场机制引入组织

内部“知识市场”，在知识市场中存在知识的买家、

卖家及联系买家、卖家的经纪商。组织内部的知

识交易不是通过正式契约来进行的，信任、互惠、

声誉以及利他主义的心态在知识市场中起支付机

制的作用，是团队内部知识转移主体的最优策略。

在团队内部，信任与互惠的网络关系是成员

之间知识转移的基础，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成员

关系使得知识更容易转移。声誉机制在知识转移

双方关系维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愿意与大家分享

知识的个人声誉更能实现知识流动的互惠性。利

他心理和行为会抑制知识转移主体的保守和投机

行动，避免将受到惩罚。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程序与样本结构

本研究接受问卷调查的对象为中原经济区多

家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团队成员。样本特征如表１

所示。

　　 （二）研究测量

１．互惠性偏好变量的测量

结合刘敬伟等人［４］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的互

惠性偏好问卷共８个题项，采用利克特７点量表。

表１　样本特征（犖＝２００）

题项 内容 比重／％ 题项 内容 比重／％

性别
男

女

７０．４

２９．６

年龄

３０岁以下

３１－４０岁

４１－５０岁

５０．７

３３．８

１５．５

学历

本科

专科

硕士及以上

高中以下

６９．６

２２．１

６．２

３．１

从业年限

４年以上

１－２年

１年以下

２－３年

３－４年

３８．６

２２．９

１７．６

１１．５

９．４

职务

基层人员

中层人员

高层人员

５２．１

３５．７

１２．２

专业

经济管理

科学工程

法律

其他

４７．８

３１．４

１３．２

７．６

职业

背景

生产制造

行政管理

金融财会

市场营销

５０．３

４１．７

６．１

１．９

互惠性偏好量表包括互惠性文化和互惠性行为两

个维度。分别是团队认为互惠性思想是一种重要

的企业文化；团队认为互惠性企业文化建设有助

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能够提高团队的持续性竞争

优势；团队认为互惠性回报的思想是一种主流价

值观念；团队能够将互惠性观念以守则、章程、奖

惩条例等格式化的形式加以规范；自利型员工在

团队运作过程中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团队极力避

免对员工合理物质利益的损害；团队能够给予骨

干型员工以较多的物质关怀；团队能够实施有效

的策略来刺激互惠性行为的发生。

２．交互记忆系统变量的测量

张志学等人的研究［６］表明，Ｌｅｗｉｓ开发的交

互记忆系统量表中的有两个题项不理想，修订后

的１３个题项的交互记忆系统量表具有较好的信

度和结构效度，其内部一致性为０．８１。因此本研

究采用张志学等人［６］修订后的量表测量交互记忆

系统。

３．隐性知识转移变量的测量

隐性知识转移测度体系由四个项目组成。分

别是团队成员能够主动传输自己的隐性知识给其

他成员；团队成员能够积极接收其他成员传输的

隐性知识；自身从团队成员学到了很多管理知识

和经验；学到的知识促进了自身技能和能力的提

高。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首先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６．０对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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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偏好、交互记忆系统和隐性知识转移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检验信度效度，然后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

软件对变量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初步验证假

设是否成立，最后用ＡＭＯＳ５．０结构方程模型软

件验证互惠性偏好、交互记忆系统和隐性知识转

移关系模型。

三、研究模型的设计

（一）模型的构建

通过前文的综述，互惠性偏好作为组织文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会影响团队的隐性知识转移，相

应的机制会引导和作用于团队隐性知识转移，交

互记忆系统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知识整合机制，

但是从理论到实证很少有将三者整合起来的相关

研究。因此，本文引入互惠性偏好作为情景因素

研究交互记忆系统和隐性知识转移的关系。理论

模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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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互惠性偏好、交互记忆系统和隐性知识转移模型

　　（二）假设的提出

１．交互记忆系统与隐性知识转移

交互记忆系统被众多专家学者作为理论框架

用来分析和解决知识型团队动态的知识加工和处

理等相关问题。Ｗｅｇｎｅｒ
［７］把交互记忆系统看作

是一个知识转移的网络，即交互记忆系统与其个

体记忆系统间知识转移的网络。Ｌｅｗｉｓ、Ｌａｎｇｅ和

Ｇｉｌｌｉｓ的实证研究
［８］表明，交互记忆系统的专长、

可信、协调三个维度与团队创新以及知识转移之

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杨华［９］通过对５８个

团队的研究发现，在整个团队知识分享和群体智

力发展过程中，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作为一个关键

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验证了交互记忆系统

与群体智力的关系模型。

假设１：交互记忆系统与隐性知识转移存在

显著正相关。

２．互惠性偏好与交互记忆系统

在一个相对友好的环境中，成员会更加团结，

彼此之间相互信任、配合和鼓励。Ｌｅｗｉｓ的研

究［２］表明，当团队小组成员之间相互了解专业知

识背景、彼此信任和合作的时候，就表明该成员之

间的交互记忆系统已经形成。互惠性偏好的存在

会大大促进团队内部相互信任和合作氛围的形成

和实现，成员也更加愿意为团队及其团队成员奉

献自己的知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观念会

强化互惠性行为，成员对这个团队充满着良好的

情感和充分的信任，这种信任会增加彼此之间的

交流和沟通，从而更加容易和快速地完成任务，有

助于交互记忆系统的发展。

假设２：互惠性偏好与交互记忆系统存在显

著正相关。

３．互惠性偏好与隐性知识转移

林昭文等的研究［１０］发现，企业的互惠性偏好

对知识转移效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推动和促进作

用，互惠性偏好在提高知识提供者知识转移主动

性的同时，能够增强知识接收者知识接收的信心。

互惠性偏好环境下，基于知识转移与组织学习的

创新体系出现更为显著的管理效应。［１１］个体间隐

性知识的转移效率在互惠性环境下要显著高于理

性经济环境下的知识转移效率，改善了知识转移

主体的利益支付，同时也为组织隐性知识转移的

演化博弈分析创造了条件［１２］。

假设３：互惠性环境与隐性知识转移存在显

著正相关。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信度效度分析

从表２中各变量的α值可以看到，各个主要

变量的α值均大于参考值０．７，通过了内部一致

性检验。

表２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和量表犆狉狅狀犫犪犮犺α系数系数

变量 指标 α值

互惠性偏好
互惠性文化

互惠性行为

０．７３４

０．７２７
０．７８３

交互记忆系统

专长

可信

协调

０．７８９

０．７６８

０．７２５

０．８３６

隐性知识转移 ０．７５２

本研究利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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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犓犕犗值，如表３所示。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达到显著水平０．０００（狆＜０．０５），因此各变量并非

各自独立。对调查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

此来检验问卷的建构效度。

表３　犓犕犗检验和犅犪狉狋犾犲狋狋球形检验结果

变量 犓犕犗值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分布 自由度 Ｓｉｇ．

互惠性偏好 ０．７２３ ２２３．７６３ ２３ ０．０００

交互记忆系统 ０．８２６ ３９４．１５２ ４２ ０．０００

隐性知识转移 ０．７０２ ４１．２３９ ９ ０．０００

　　（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对互惠性偏好、交互记忆系统、隐性知识转移

３个变量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４

所示。交互记忆系统与隐性知识转移之间的相关

系数是０．７９２（狆＜０．０１），表明交互记忆系统与

隐性知识转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１

得到了初步支持。互惠性偏好与交互记忆系统的

相关系数为０．６１２（狆＜０．０１），假设２得到初步支

持。互惠性偏好与隐性知识转移之间的相关系数

为０．７９２（狆＜０．０１），假设３得到了初步支持。

表４　相关系数表

互惠性偏好 交互记忆系统 隐性知识转移

互惠性偏好 １

交互记忆系统 ０．６１２ １

隐性知识转移 ０．６７８ ０．７９２ １

　　注：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２

ｔａｉｌｅｄ）。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互惠性偏好、交互记忆系统、

隐性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利用样本数据进行拟

合检验。从结构模型的拟合度指数（如表５所示）

可以看出，模型的χ
２／ｄ犳 小于２，测量模型的

犌犉犐、犖犉犐、犚犉犐、犐犉犐、犜犔犐五个指标均大于０．９，

模型中犚犕犛犈犃值小于０．０８，说明关系模型整体

拟合情况较好。

表５　模型整体拟合度指数

指标 χ
２ ｄ犳 χ

２／ｄ犳 犌犉犐 犖犉犐

指标值 １４．８３７ ２３ １．６１８ ０．９０６ ０．９３１

指标 犚犉犐 犐犉犐 犜犔犐 犚犕犛犈犃

指标值 ０．９１８ ０．９５９ ０．９４３ ０．０５１

　　（四）结果分析

１．交互记忆系统对隐形知识转移的影响

假设１认为交互记忆系统与隐性知识转移存

在显著正相关。本研究验证了交互记忆系统对隐

性知识转移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０．５４，

狆＜０．００１）。

专长是形成交互记忆系统的关键因素，交互

记忆系统的本质特征就是对团队专长分布的共

识，并且改善知识的整合过程。只有管理团队成

员对彼此具有的知识和专长有清晰的认识，并对

团队成员的知识和能力充分的信任，知识接收者

才更愿意倾听、吸收和应用知识提供者传递的信

息和知识，更准确地定位和利用知识发送者的专

长。团队成员间有效的协调有利于协调和管理彼

此的专长，充分发挥团队成员专长的潜力。

２．互惠性偏好与交互记忆系统

假设２认为互惠性偏好与交互记忆系统存在

显著正相关。本研究验证了互惠性偏好对交互记

忆系统的维护和发展会产生积极影响 （β＝０．３５，

狆＜０．０１）。

钱峻峰等［１３］就管理者—员工纵向信任行为

的问题展开研究，结果发现：如果企业员工是完

全理性的或互惠动机不够大时，管理者的不信任

行为会引起员工不信任行为的出现；员工互惠动

机足够大时，员工会选择实施信任行为回报管理

者的信任行为；若互惠动机置于不够大或者足够

大这种两者之间的状态时，员工会以一定概率实

施信任或者不信任行为。这个结果同样适用于管

理团队成员之间的横向信任。当团队中存在很强

的互惠时，团队成员相信他们的知识贡献会得到

回报，因此产生基于回报的个人努力和贡献。换

句话说，互惠性偏好和交互记忆系统可以相互促

进，因此组织应创造有利条件，促进管理团队成员

之间的密切交往，形成信任合作关系，久而久之，

合作经验和信任会不断积累和增加，最终形成良

性循环。

３．互惠性偏好对隐形知识转移的影响

假设３认为互惠性偏好与隐形知识转移存在

显著正相关。本研究验证了互惠性偏好对对隐性

知识转移产生积极影响，互惠性文化和行为维度

对隐性知识转移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０．４７，

狆＜０．０１）。

隐性知识具有非编码性、垄断性、抽象性、高

８１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７卷　



度个性化等特点［１４］，决定了团队间隐性知识转移

存在诸多困难，直接影响着隐性知识转移的实现，

而基于互惠性偏好的隐性知识转移的优化机制是

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方式。互惠性偏好的存在，

使隐性知识转移过程更加顺畅，有效改善隐性知

识转移的效果和效率。采取互惠合作的态度促进

隐性知识转移，有利于增强成员间的亲密度和互

惠服务，缩短彼此的情感距离，同时可以避免隐性

知识转移过程中由于阻碍产生的猜忌、不信任和

机会主义行为等不利于知识转移的破坏性问题。

　　五、结论

通过分析得出：交互记忆系统这一知识整合

机制有助于隐性知识的转移；互惠性偏好作为情

境因素，有利于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能够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

基于以上结论，得到的启示有：第一，组织内

部工作团队及员工之间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合

作，有利于形成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因此，要维持

团队的稳定，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员的流动，促进信

任、协调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稳定合作，有利于隐性

知识转移。第二，从组织文化建设的角度出发，互

惠性文化环境对员工的行为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要加大在制度、理念及员工行为塑造方面的力度，

营造有利于隐性知识转移的文化氛围和环境。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问卷数据是在同一

时点获得的，属于横断面研究，而交互记忆系统在

团队中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时间效应；隐性知识转

移也是动态过程变量，是知识存量与流量的统一；

长时间合作的团队和陌生人组成的新团队的作用

过程也不同。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入时间变量，采

用纵向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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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语

随着朔黄铁路扩能改造的快速发展，２５ｔ轴

重的２万ｔ牵引列车运营在即，重载运输对桥梁

的安全运营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建立集检查检

测、评估与快速维修加固一体化的桥梁安全运营

保障体系（图３），提出桥梁科学维管的对策，尽快

完成桥梁的全面普检与定期评估，实时掌握桥梁

的运营状态，结合有效的病害整治措施，才能做到

桥梁的科学维护管理，确保运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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