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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知识完备性的假设，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尝试从制度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不同制度模式促进知识

发展创新的机制和特点，对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理论进行新的探索。

文章先对制度和知识的作用机制进行总揽性的论述，认为制度框

架所建立的激励结构在规范知识的形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

知识最终会体现在活动中，制度决定了知识起作用的条件，规定了不

同活动发生的环境和约束，进而产生不同的绩效，从而引导着知识向

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接着文章依次从市场机制、企业组织以及模块化

与特许经营这两种混合组织形式进行，分析了这几种制度在促进知识

发展创新中的机制特点。

文章认为，市场制度提供了一种可以有效发展并非整体赋予每一

个人的知识的机制，鼓励不同知识主体运用各自的知识进行大胆尝试

和竞争，形成了市场竞争趋动的学习机制和检验机制；企业组织的特

性使组织能够进行自我学习和提高，通过建立一种长期契约关系和对

内部分工与知识专业化的良好界定，能够有效地聚集知识，并引导知

识的进一步发展；模块化为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转移吸收提供了协

调机制，并能够不断引入新知识，为创新提供了更多可以选择的知识

储备，也提供了检验知识的机制：特许经营把默会的知识明晰化，通

过一系列标准化的建构和安排，为知识的复制创造一种简便的途径，

使得知识的发展创新能够顺利进行。

本文把上述几种制度模式统一在知识发展的框架内，试图为建立

完整的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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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cle breaks through the hypothesis of knoⅣ1edge

entirety in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tries to adopt an

institution perspective to deal with the mec}lanism how

different institutions proⅢ0te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t0

explore neW about the kno’rledge—based view of the fi阳．

The article firstlv discusses the Drocess mechanisⅢ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knowledge as a whole，shows the incentives that

are built into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play the decisive

role in shaping the kinds of knowledge that pay off． Since

different knowledge will embody in different activities， the

institutions decide the condition that knowledge work， shape

activities’ constraints and that result in different

perforr昭nce， so that induct the direction of knowledge

develoDment． Then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how they promote the developⅢent and

innovation of kn(ywledge including markets， firms， modularity

and士．ranchising in turn．

Markets provide mechanis用to deyelop effectively knowledge

not giving to everyone as a whole， and encourage different

people using knowledge respectively to experiment and co呻ete，
so to learn and test through market competition．Fir哪s can learn

and improve kno霄ledge by themselves， establish a 10ng—term

cOntract and make good arrangeInent about inner division and

knowledge specialization to attract and pro邛ote kno霄1edge

developⅢent． Modularity prOvides mechanism fOr the

transmission and absorption of knc啊ledge锄ong different firms，

introduces new ideas and knowledge into the modular syst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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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s more choice of knowledge reserve for innovation，and

盈akes the knowledge test． Franchising provides series of

standardizing arrang伽ent and archi tecture to transfo硼tacit

knowledge into explicit knowledge，making knowledge be easily

dupl icated and transmitted， so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can go well．

The article abstracts different institutions discussed

above in the fra朋ewOrk of knawledge development，to further the

study of the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f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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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绪论

1．1．问题提出

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正如Spender和Grant在1996年“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8nagement Journal)冬季特刊“知识与企业”的综述中所说：“对

知识与其管理的兴趣的爆发反映了一种面向‘知识工作’及信息的时

代，和认为知识是经济租的首要来源的趋势。”‘11

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忽略了知识在经济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经

济产出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要素来决定的，企业只是一个没有

内在结构的黑箱，一个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在其中所有的

知识都是给定的、明确的和不存在转移成本的。随着人们对企业认识

的不断加深和对企业家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经济学家们在经济产出

模型中引入了企业家这一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对知识的分

析。企业家是不同于劳动的生产要素，用奈特的观点来说，企业家实

际上就是运用自己的对不确定性判断的知识承担风险投入到企业的

生产管理来影响经济产出“1，他并且试图从知识难以转移的观点来解

释企业的存在。到现在，更多的经济学家更充分地认识到了知识在经

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提出应该把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来分析经

济活动。企业能力理论更加认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源泉在于企业拥有

的不同的知识。⋯

知识构成了现代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对于知识问题的研究也

是企业能力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企业能力理论对于知识豹探

索由于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都只是认识到企

业的一个或者几个方面，因此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

空间。本文就是从制度这个视角出发，来探讨不同制度模式和知识发

展的作用机制，对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理论进行新的思考，尝试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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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整的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理论进行有益的探索。

1．2．研究背景

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说明了人们

对于企业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角色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总结。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主要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研究企

业。而最近兴起的企业能力理论，则是从知识的角度来研究企业。一

系列的文献著作都试图对知识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层面上的

探索和思考。

对知识在经济问题的分析理论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种

思路是从管理学方面来研究知识问题，探索知识的形成与传播机制，

以图寻找有效的知识管理的途径。另一种思路则认为知识的出现具有

不确定性的特点，不同的制度鼓励和决定不同知识的出现和发展，这

种思路是为了探索究竟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促进知识的发展。本文的研

究正是沿着第二种思路进行的，即探索不同制度对知识发展的作用机

葡I。

企业的分化、整合与扩张，都源于其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能力的

变化，而这种变化都是以该企业的结构和制度安排对知识创新和发展

的适应性而产生的。市场是信息交流的场所，同时也是知识交流、反

馈、发展和创新的依托和制度安排。知识的分散性、多样性和易变性，

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头脑能够随时全部掌握它们，因此为了让

分散的个体知识服务于社会，让各种知识能够进行大胆试验，就只能

依靠市场这一超越个体的收集信息和传递发展知识的制度。同时，当

今世界大量的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混合制度形式已经给经济发展

带来重大影响，为知识的创新与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模块化

的组织制度和产业建构方式以其灵活性正在震荡着现存产业和企业

组织的结构，特许经营模式这个全新的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制度模

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对于传统经营模式的看法，为知识的创

新和传播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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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中进行的，需要一定的制度环

境作为支撑。在知识发展的不同环境中，什么类型的制度结构更加有

利于知识的发展创新，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促进知识的发展

创新，这是探讨知识在经济中的作用时必须说明的问题，对于建立完

整的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理论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本文所试图

探索和回答的问题是：市场机制、企业组织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模块

化模式和特许经营模式等制度安排，它们在促进知识的创新与发展上

各自都具有哪些特点?它们是怎么样促进知识的发展和创新的?

1．3．研究意义

自从“知识之门”开启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广泛地关注知识的相

关问题，包括知识的特性、知识的表现形式、知识与决策权配置的关

系、知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等，而把知识和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则是

从诺斯开始的，但是时至今日这个问题还是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希望

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对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裨益。

第一，希望本文对制度和知识作用关系相关理论观点的陈述与梳

理，能够为建立完整的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素

材，能够为进一步探索和建立有利于知识发展与创新的制度安排提供

有益的思考。

第二，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实现新的组织和制度变革，为知识的

创新和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培育自主创新意识，提

升企业能力和竞争实力，实现知识的共享与企业的协作双赢已是刻不

容缓。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有利于我国相关企业重视制度安排对于知

识发展创新的作用，重视分散性知识和特殊知识的作用，建设知识型

企业，明确自身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培植起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对政府来说，本文研究的意义有二。其一，政府应该尊重

知识分布的分散性特点，注重进行有利于知识创新发展的制度性建

设，完善市场机制和相关制度环境，更多提供公共服务与进行知识平

台的建设，为企业的自主创新刨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其二，由于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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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许经营等中间组织形式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会有大量的中小企

业出现，政府应该顺应这种趋势，在财政、信贷和税收等各种政策上

支持中小企业，为其发展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促进产业组织的良性

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持续宦Ⅱ新。

1．4．理论综述

对于各种不同制度如何有利于知识的发展与创新的研究历来就

是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诺斯认为，制度框架所建立的激励结构在规范技能和知识的形式

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制度框架将勾勒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方

向，同时另一方面，这一方向将是该社会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

个组织中的成员可以获得的各种知识、技能和学习机制，将反映内含

于制度制约中以激励为形式的报酬支付。不同的制度结构会产生对不

同的知识和技能的激励结构”。。诺斯构建了一种制度理论的框架和方

向，对制度结构能够促进知识的发展机制进行了总揽性论述，作了开

创性的研究。然而，诺斯的研究偏重于从宏观角度来研究制度对社会

发展的作用，虽然他提及了组织在知识发展中的作用，但他只是把组

织作为一种载体，并没有意识到企业组织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同

时，他并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包括市场机制以及各种介于企

业和市场之间的制度如何促进知识的发展做进一步的论述。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企业拥有完全的知识和预见，它总是遵循边

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生产。奈特对这种观点进行批判，他

通过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来说明了企业利润的来源，并提出，在不确

定性假设下，所有的生产决策是在知识有限的情况下作出的，企业家

基于其所拥有的知识，通过承担风险获得剩余，企业家的出现是基于

不确定性下知识不完备性的现实情况。“1从而开创性地把知识分析引

入到微观经济分析中来。

在把知识引入到经济分析中的过程中潘若斯也起着很重要的作

用，她明确区分了投入资源和服务的概念，指出了知识在经济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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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严格她讲，生产过程中的‘投入’绝不是资源本身，而是

该资源所提供的服务。资源提供的服务是资源使用方式的函数——同

样的资源用于不同的目的或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或与不同数量或类型

的其它资源相结合时，所产生的服务或服务集合是不同的。⋯⋯知识

的增加总是会增加从资源可以获得服务的范围和数量”。。。Nelson和

winter更把企业看成是特定生产知识的集合，认为企业的知识存在于

该企业日常和可预期的行为模式中，具有路径依赖性，决定了企业生

存和发展的轨迹。⋯这些都动摇了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为把知识引入

企业分析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然而不管是奈特、潘若斯还是Nelson

和winter，他们都是在企业框架内说明知识的作用，而对于企业组织

这种制度安排对于知识发展的作用却鲜有涉及。

Hayek最早指出分散的知识对经济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他的

深刻见解是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迅速适应特定时间和地点环境的

问题⋯。Hayek把知识的不完全性和预期的不确定性归结为知识的分

散性，从而把奈特的不确定性问题转化为决策中知识的利用问题。

在Hayek看来，由于存在知识分散性基础上的知识不完全性，经

济协调效率的关键是谁来充当决策豹主体，即经济效率取决于决策权

威和有关这种决策的重要知识的匹配程度。与特定时间、地点相关的

知识，由于其性质是无法进入统计数据的，因此也就无法以统计数据

的形式传递给中央权威机构。根据统计资料制定的中央计划，本质决

定其无法直接考虑这些有关具体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因而中央计划者

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在现场者”来做这种关于具体情况的决策。

在知识分散存在的条件下，解决变化及其不确定性引发的经济问题的

合理的或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秩序首先是把决策权分散给拥有相应知

识的个体，而不是集中计划者。Hayek的结论是，社会经济问题更主

要的是要解决适应性的问题。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相关联的知识是分散

存在的，很难转移给中央决镶部门，而又由于决策的效率取决于能否

有效地利用这类知识，所以必然需采取分散化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事实上，Hayek是在论证以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市场这种制度安排运行

的效率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市场机制对知识发展的促进作用问题。他

提出了经济挢调中的知识约束闯题。这种约束对分析企业组织协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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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制度安排同样重要。

Hayek假定市场自动将决策权转移给具有相关知识的代理人，并

假定这些代理人将正确行使决策权。遗憾的是，Hayek从未讨论过这

是如何发生的。

Jensen和Meckling的文章所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弥补这种缺憾

的重要步骤。H町ek的先驱性工作为分析在知识约束条件下，分散的

知识如何影响组织结构提供了一个起点。如果说Hayek在整个经济运

行的层面上提出并讨论了分散的知识对于效率的影响，Jensen和

№ckling则是在市场和企业的两个层面上更加详尽地讨论了分散的

知识、控制及组织结构的关系”1，进一步发展了Hayek的思想。

Jensen和Meckling按照知识在代理者之间进行转换的成本高低，

将知识分为专门知识和一般知识，并在Hayek的基础上引入了转让权，

详尽的分析了分散的知识由于转让权的存在是如何实现有效控制和

影响组织结构的。Jensen和№ckling对于分散的知识对于组织内部

层级体系的影响的分析，应该说是有些问题的。Jensen和Meckling

强调的在企业组织的设计中的权衡，即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之间的均

衡的性质在不同的企业中会有所不同，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企业之间

以知识为基础的能力之间的差异。

在各种制度安择中介于市场和企业组织之间的模块化因其具有

很大的灵活性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Sanchez和Mahoney明确提出了模块化的产品设计和组织设计对

于整体建构知识和模块层次知识的学习有积极的作用，并且认为实现

模块化的产品设计和组织设计能够把企业的资源与能力同外部网络

的资源与能力连接在一起形成产品和企业发展的“资源链”，可以更

灵活更广泛更快捷以更低成本应对环境的变化⋯，但Sanchez和

Mahoney的论述只是站在一个企业的基点来论述模块化对于产品设计

和知识发展的影响，没有从更广层次来论述企业与企业之问的模块化

制度安排对于知识发展的影响。

卡利斯·鲍德温和吉姆·克拉克则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产品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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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模块化设计中的“明确规定的设计规则”和“隐含的设计参数”，

并且指出。明确规定的设计规则”包含结构、界面、标准，最好在开

始设计的阶段就能确定“⋯。事实上，鲍德温和克拉克所定义的模块化

过程中“明确规定的设计规则”正好发挥了这样的知识引导的平台作

用，这样提供一种稳定的知识界面结构与技术标准，能够实现各模块

之间的“背对背”竞争和知识的深化与创新。在鲍德温的另一著作中，

他又列出了模块化的三大特点：第一，能帮助我们处理事务的复杂性；

第二，使平行操作成为可能；第三，有利于对付事务的不确定性。““

而他们都没有进一步指出这所有的特点都在于模块化利用了各种专

业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分散性特点，创造了一种有利于知识的利用、融

合与创新的机制，并且这种机制是具有正反馈作用的。

Langlois提出模块化的系统在创新中具有很大的优势，模块化能

够同时进行多种不同的方案，引起进行快速的试错性的学习过程，这

种创新在技术急剧变化和技术与市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显得

尤为重要“⋯。Lan910is还试图通过在相互协作的模块组成部分之间划

分权利来创造一个企业的模块化理论的框架“⋯。然而Langlois没有

对模块化如何有利于知识的发展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只是提出了一

个方向。

青木昌彦则从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模块化如何促进产业发

展的机制““。他认为模块化的设计不仅包括系统的分解，明确规定的

设计规则与隐含的设计规则的制定，模块化也包括事后的比较与选

择，对各模块阶段性成果的总结，也就是“模块集中化”，并认为。模

块集中化”不仅足以弥补各领域内研究开发竞争造成的重复投入资源

的成本，而且会大大提高研究开发的水平。但是青木昌彦并没有在研

究中阐明模块化的制度安排和知识发展的作用关系，以及这种作用关

系影响知识发展的机制。

以上这些学者已经做过的研究工作将是我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

的基点，我将探讨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知识创新发展的不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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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基本内容和结构

文章将以经济研究演进的路线为基础，根据人们对于经济制度认

识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本文的第二节将以诺斯的观点为基础从总的方

面论述制度对知识发展的作用机制，为分析不问制度促进知识发展的

机制建立一个基本框架。接下来按照人们对于各种经济制度认识的顺

序进行分别论述，即第三节从市场模式的特点出发讨论其利用知识、

促进知识发展的机制，第四节将阐述企业组织这种制度形式促进知识

发展的特点和过程，第五节和第六节将分别研究模块化和特许经营这

两种新兴的介于市场和企业的中间组织形式促进知识发展创新的机

制，我在文章的摄后部分将对全文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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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对知识发展的作用机制

2．1．知识概述

自有人类以来，知识的问题就随之产生了，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

是知识发展的历史。一直以来，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知识一直是外生

于经济决策之外的，所有的知识都是给定和明确的，是不需要人们加

以研究就能直接利用的。随着企业黑箱的不断揭开，人们渐渐认识到

了企业家的作用，而企业家参与企业管理运作的也正是其自身拥有的

各种知识。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不断加深，专业化的程度不断

深化，实际上分工和专业化所体现的正是知识的分工与专业化，各种

交流机制的建立与发展，知识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受到市场发展的影

响，而同时也更深地影响着市场的发展。现代经济知识正起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提出知识是人类最有力的生产动力。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识是人对客观对象的理解和应当怎样做才能

达到目标的一种信念，知识总是和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或行为相联系，

同时也只有人的行为或者活动才能体现一个人所能拥有的知识，是个

体通过与其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后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反映与观念

的总和，它通过一个符号系统得以表达。‘不同的人具有不周的信念和

经验，对于同样的管理原理，企业家和在校大学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因而他们就有不同的知识。

波兰尼把知识区分为明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默会知

识(tacit knoWiedge)两类。‘嘲明晰知识是指可用书面语言、蠲表

或数学公式表达的知识：而默会知识是一种菲系统阐述，只能由个人

掌握。波兰尼指出，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可以被明晰表达并相互

交流，而后者由于其固有的“个人化”而难以交流。事实上，无论是

’参考余光胜， 《企业发展的知识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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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或企业，其所拥有的可被明晰表达的知识只占整个知识存量的极

小部分，其余绝大部分均以默会知识的形式存在。

哈耶克认识到知识分布是具有分数性的，社会上关于资源的知识

从来都不可能被一个单一的头脑所拥有。“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

以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性质，是因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关于具

体情况的知识，从来不以集中的或者完整的形式存在，丽只是以不全

面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科学知识并不是全

部知识的概括，还存在“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

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可能称为科学的知

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

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

的决策只有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

用”。“社会经济闯题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丽是如何确保充

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

才知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

问题。““这就从根本上变革了人们对于经济问题的看法，也从知识的

角度提出了探索经济问题的新思路。

世界上的物质存在是一个既定数量，但是人们的知识和能力是在

不断进步的，也就是说对于事物之间的联系的认识是不断增长的。由

此，由既定的物质资源所能够产出的服务或效用得以不断增长，从而

社会经济便不断增长。原来认为是无用的东西，由于知识的增加可以

变成有用的东西：原来用处较少的东西，由于知识的增加可以变成用

处更大的东西。比如，远古时代的矿石，对当时的人而言，只是无用

的东西，甚至对于建造房子、城墙来说也没有别的石头好用，但对于

现代的人而言，这些石头却可以冶炼金属；造纸术发明之前，树叶、

废旧的渔网和布匹等只能是废品，造纸术发明之后，这些东西就可以

用来造纸。显然，远古时代的矿石和现代的矿石并没有多少差异，造

纸术发明前后的树叶、废旧的渔网和布匹等也没有多少差异，差异在

于人类的知识发生了变化，导致同样的资源能够带来的效用大为不

同，由此社会的生产便能得到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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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2．制度决定知识发展的机制

2．2．1_制度概述

制度是广义的概念，市场机制、企业组织、模块化模式、特许经

营模式和各种非正式的安排都体现了一种制度。诺斯认为，“制度在

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

来减少不确定性”。Ⅲ制度既是稳定的，同时又是处于不断变迁之中的。

2．2．2．制度促进知识的原理

制度中体现了知识，但又可以促进知识的发展。制度促进知识的

重要性在于为知识提供一个发展的机会，同时决定了检验知识的标

准。诺斯认为，制度框架所建立的激励结构在规范技能和知识的形式

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一方面，制度框架将勾勒获取知识和技能的

方向，同时另一方面，这一方向将是该社会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组织中的成员可以获得的各种知识、技能和学习机制，将反映内

含于制度制约中以激励为形式的报酬支付。不同制度对组织中的个体

提供了不同的激励形式，黑手党的制度能够使黑手党成员开发与通用

汽车的决策者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商人冒险家(15世纪的羊毛衣出口

商)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显然不同于现代纺织

出口企业要获得成功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对知识和技能的需

求反过来又会创造对知识存量和分配的追加需求，而且需求的性质会

反映为获得不同形式的知识而支付的报酬的现行观念，从而进一步需

要更进一步的制度框架来适应和激励人们的观念。

诺斯认为，制度促进或者阻碍知识的发展创新是通过组织来实现

的。制度加上标准经济理论中的制约因素，决定了一个社会中的机会，

而组织的设立就是为了捕捉这些机会，组织是制度得以贯彻实施的载

体。Ⅲ一种制度安排是促进或者阻碍知识的发展，在于这种制度所提

供的框架和安排是促进或者阻碍了组织创造和利用知识的过程，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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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或者提高了组织创造、使用知识和传搔知识的成本，是有利还是阻

碍了组织重视知识氛围的形成。美国十九世纪的经济增长就是很好的

例子。美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在十九世纪初就开始演进了，形成了宪法

和西北法案以及为辛劳工作付酬的行为规范，这个基本制度框架极大

地诱使了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发展，议会、地方政治团体、家庭农场、

商人协会和造船企业相继成立，这些组织的最大化活动直接或者间接

地诱致了对教育投资的需求，知识和教育的增加使预期报酬增加，诱

使了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农业与工业活动中应用研究的公共与私人

投资，各种知识在全社会范围内广为传播，新的知识不断刨造出来，

从而促使生产率大大提高。正如诺斯所说的：“知识市场加上行为者

的主觋观念恰好使得对知识的私人与公共投资接近于社会报酬率”。“1

组织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是和组织的最大化目标相一致的，知识

存量的增加和技能的增长意味着组织具备了实现最大化目标的更加

充分的条件。要想突袭成功，就必须要掌握大量关于海战的信息以及

关于商船的贸易路线、兵器、索具、可能牺牲的船员数和相关的船只

市场的知识。成功的偷袭还要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这些活动将

会大大提高突袭者和牺牲者对海战技术的需求。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越

多越充分，就越可能达到偷袭成功的最大化目标。又如，在20世纪

初，美国的一个化学制造商要想获得成功，他必须要有关于化学和在

不同的中问品和最终品的制造中化学原料的使用以及市场和大规模

组织问题的知识。成功的化学制造商会增加对应用化学和理论化学研

究的需求，以及对市场，还有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的新组织形式的研

究的需求。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知识便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2．2．3．不同制度结构对不同知识的激励结构

不同的制度结构会产生对不同的知识和技能的激励结构。如果基

本的制度框架使得海盗突袭更加有利于更有利可图的经济机会的实

现，那么像前面所述20世纪初的化学制造商这类提高生产率的经济

机会的知识和技能的发展就不会实现。知识的发展始终决定于其所在

豹制度框架，不同的制度结构会导致不同类型知识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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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斯看来，同样是在教育投资的问题上，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

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误导的。”1因为市场是不完全的，私人报酬率非

常低，教育的公共投资没有人承担或者被误导了，这不仅表明高昂的

交易费用导致不完全市场，而且不完全的知识和理解还建立了行动者

的主观主义模型。这种主观主义模型进一步使得有利于知识创造与发

展的制度的建立更加的困难，因而知识的发展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之中。

2．2．4．制度引导知识发展的方向

制度框架中所内含的激励结构会导引边学边做的进程以及默认

知识的发展，后者将个人的决策过程引向不断演进的系统，以使之不

同于开始时的情形。不同的制度规则对默会知识将产生不同的激励，

特定的制度不仅决定有利可图的和可行的经济活动的方式，而且会确

定企业内部结构及其他受蒌l管制、进入壁垒、控制结构和组织灵活性

的适应性效率。尤其是促进默会知识的发展和利润的规则以及促进创

造性企业经营能力的规则对于有效的组织也将是重要的。”。这说明了

以组织为载体的知识的发展和形态都决定于它所在的制度环境的特

点和结构。

不同的知识最终会体现在不同的活动中，制度决定了知识起作用

的条件，规定了不同活动发生的环境和约束，使不同的活动产生了不

同的绩效，从而引导着知识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2．3．知识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

人们实践知识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关于产权方面的知识，促进了

排他性产权制度安排的建立，其结果是通过获得有关资源的知识提高

了收益率，扩大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一方面，知识的发展有了更大

范围的劳动分工与更深程度专业化实施的可能，而劳动分工与专业化

的深化又需要～系列的制度来保障，并随着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化促进

了知识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正的循环效应。正如诺思在《西方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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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文献中充分论证了知识财产权制

度是产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的观点，正是较为充分地界定了产

权，改善了要素与产品市场，结果使得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由此导致

了更高程度的分工与专业化，而更高程度的分工与专业亿必然会增加

交易的费用。而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变迁使得

更加有利于知识创造、吸收、维持与共享的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

随着制度的建立和时间的推移，个人和组织随着知识的创新、深化和

组织惯例的完善，交易费用不断降低，从而更加刺激了市场的扩大，

进一步导致了分工与专业化，分工与专业化的继续又促进了知识的进

一步发展，如此循环反复，从而促进了社会的不断发展。

2．4．本节小结

本节阐述了制度和知识之间的作用机制，对制度规范促进知识发

展的机制进行了总揽性的论述。制度框架所建立的激励结构在觏范技

能和知识的形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制度结构会产生对不同

的知识和技能的激励结构，会导致不同类型知识的产生与发展。制度

为知识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引导着知识发展的方向，又决定了检验知

识的标准。同时，知识与制度变迁存在着正反馈的作用机制，以此推

动着知识和制度的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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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在知识发展中的作用

前面一节我从总的方面论述了制度在促进知识发展创新中所起

的作用和途径，从这一节开始我将在这个总体框架内，分别从市场机

制、企业组织、模块化模式和特许经营制度等几种制度安排来讨论各

种制度形式在促进知识发展刨薪中的作用和所体现的特点。

市场是一种价格的机制，通过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来协调蜜源的配

置，这是人们对于市场机锘《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通常看法。市场是

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以供求双方为基础的价格平衡机制是其核心，

本节将从知识的视野出发，在制度和知识作用的框架内来探寻市场机

制作用的特征，透过这只“看不见的手”考察其中的知识要素，分析

市场制度对于知识发展创新的作用机制。

3．1．传统经济学对市场机制的认识

自从亚当·期密提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以来，新古典经济学

在研究市场经济问题的时候都不外乎从价格配置资源的机制出发，从

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互相作用所形成的价格均衡来解释市场的作用

机制，探求对经济问题的解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由于市场

中的企业是一个个的黑箱，企业会根据市场中价格机制自动生产产

品，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于市场竞争有三个

假设前提：(1)完全信息，(2)较大数量，(3)产品同质。这使得在

一定时间内，既定市场上的相同商品只有一个价格，买卖双方没有讨

价还价的余地。买卖双方都不能显著地影响价格，只能是价格的接受

者。任何两个厂商的产品之间能够发生完全替代。这三个条件的经济

思想根源是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和利己性概念，从本质上看，是为了简

单抽象的需要而对有关信息和知识的理想假定，“⋯从而体现出新古典

主义的思想核心——静态局部均衡。在其中，信息和知识是完全的和

明确的，是不存在转移成本的，人们只需要知道价格是什么，丽不必

明确的，是不存在转移成本的，人们只需要知道价格是什么，而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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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探究价格机制后面蕴藏的意义。对于参与者来说，市场就象是人们

生活中的空气，决定了市场行为的环境，丽人们却说不出所以然来。

自从企业这个黑箱被经济学家们逐步揭开之后，人们对市场机制的理

解有了更多的认识。

3．2．从知识角度对市场机制的认识

哈耶克在理解市场机制的作用时，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对市场机制

认知的范畴，不是从供给和需求这两个传统的考察市场机制的方面出

发，而是从更深层次的知识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并做了开创性的分析。

哈耶克在1937年发表了《知识与经济学》，用“一种更具有经验

主义色彩的方法”，从知识的角度“对价格和利润指导生产活动的观

点进行了迸一步的探讨”n73，把“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

有效地利用分立的、零散的知识”作为讨论市场机制的出发点。

在他的另一篇经典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中，从知识的角

度分析，哈耶克将“价格”的作用视为经济地利用了各种知识的结果：

“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

内，⋯⋯将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其运转所需的知

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

取正确的行动。”但他并不认为“这种机制是人类精心设计的结果”，

而应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虽然人

类远非已经学会充分地利用它)。通过价格体系的作用，不但劳动分

工成为可能，而且也有可能在平均分配知识的基础之上协调地利用资

源。““因此，他充分肯定了自发的价格体制的优越性，反对一切将决

策权集中于个人的独裁形式。

哈耶克也认识到知识分布的分散性：“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

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

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这决定了“社会

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如何配置给定的经济资源的问题，而是如何确保

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的问题，因此是一个如何利用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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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进而，他提出选择一种经济体

制应依据的标准是该体制能否使现有知识在实际状态下得到最充分

的利用。在这个标准之下，经济理论研究应该从知识的特性出发，不

仅要比较“不同种类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更可能为特定个人所

支配的知识重要呢?还是那些我们认为更会被经适当挑选的专家所

组成的权威机构所掌握的知识重要?”而且应该重视“许多非常重要

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把为了“适

应具体时问和地点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经济问题的决策权分配给

“那些熟悉这些具体情况并直接了解有关交化以及立即可以弄到应

付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同时，“人类的知识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

需要一种不断交流和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一个经济体中哪种制度

安排能更好地提供这种途径，就应该采用哪种制度安排。哈耶克把如

何使有益于人类的知识得到开发利用，视为判断该种制度有利与否的

重要的标准。

在市场机制中，经济行为主体没有必要知道他做决策的环境中的

每一个细节，仅仅需要知道市场中的相对价格就可以了，这既是市场

机制对竞争主体进行分工和专业化行为的约束，更是因为市场制度能

以均衡的相对价格的简单形式传递一些关于经济环境的知识，而这种

知识正是价格机制的实质所在。

市场制度是这样一种机制，为其中各个不同的企业提供了选择的

空间，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选择。对于同样的市场机会，不同企业

可能会使用类似的生产要素，但因为各个企业拥有不同的知识，因而

会对相同的市场机会有不同的看法。由于拥有不同的知识，各个企业

会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流程，会形成不同的行为模式和判断标

准，对相同的市场机会采取不同的战略。而每个企业的知识是不完全

的，市场促进知识创新发展的机制就在于其允许各个企业在平等的基

础上进行尝试，运用各自企业的知识去创造价值，最后回到市场，由

市场制度来检验各个企业的绩效和成败。熊彼特所认为的企业家的创

新成果也是如此。企业家尽管有一种“特殊的职能”““，这种职能归

根结底是以企业家的知识为基础的，但企业家的创新都存在失败的可

能，因此，创新的成果要通过市场来检验，并且只有经过市场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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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才能证明企业家的知识的价值，鼓励着各种知识的创新。

同时，在市场体制中，决策权的自愿交换原则也解决了决策权与

知识搭配的问题。当决策权可以转让时，决策权通过交易原则被拥有

专业知识或者能够以最低成本获取知识的人获得。在这个过程中，市

场的自愿交易原则保证了决策权由那些能高效利用其价值的人们获

得，这些人拥有专门知识，又具有充分运用权利的能力。权利的购买

和出售会使知识和决策权相匹配，使得决策权在相匹配的知识的作用

下发挥最大的效用。而知识的所有者因为具有了决策的权力能够使知

识的价值得以体现，并进一步投资于知识的发展，因面能够不断推动

着知识的创新。

3．3．市场中有效的产权和交易规则的作用

为了达成交易，发挥知识的作用并促进知识的发展，人们必须确

定交易规则。没有交易规则的市场是难以想象的。价格一致性的确定，

度量衡，产品质量的测量，以及对伪劣产品出售者的制裁，合同的裁

定，再到证券、期货交易所的规章等等，这些规则为人们的交易活动

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凝聚了企业特殊知识的技术一旦产生，就非

常容易被廉价复制，如果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和保护，那么他们就

没有动力来改进技术和开发形成新的知识，市场促进知识创新发展的

机制就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因此，市场机制中有效的产权制度在促

进知识创新发展中就是必要的。因此，只有依靠浮动性价格、有效产

权制度和各种交易规则等基本要素，市场制度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广泛

分散的知识，利用各种资源解决人的知识的不完备性问题，鼓励市场

主体具有的各种知识进行充分竞争，为各种新知识的创造和发展提供

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知识的发展创新。

3．4．本节小结

知识是分散的，不同的分工主体拥有不同的知识，市场制度能够

更有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提供了一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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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发展并非整体赋予每一个人的知识的机制，鼓励不同知识主体

运用各自的知识进行大胆尝试和竞争，形成了市场竞争趋动盼学习机

制和检验机制。市场经济促进了分工和交换，分工与交换促进了知识

的发展深化和存量的增加，这样又进一步促进了分工与专业化的发

展，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无限上升的循环过程，知识就是在这样的枫

制之下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的。关于特定时I剐寺定地点特定人和资源

的配置与使用的知识会通过企业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在市场机制下

接受竞争与检验，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或者创造出新的资源使

用方式，不断实现知识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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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织促进知识发展机制

前面一节我论述了市场机制在促进知识发展创新中所起的作用

和途径，这一节我将着重介绍企业组织这种制度安排在知识发展创新

中的特点，探索企业组织促进知识发展的机制。

4。1。企业概述

新古典的企业理论把企业看成一个没有内在结构的黑箱，一个反

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在其中，知识和信息都是完全的。奈特

通过引入不确定性，实际上根据知识难以转移的假定来解释企业的存

在：“当存在不确定时，做事及实际执行活动只是现实生活的次要部

分，而首要的问题是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去做⋯⋯，企业的存在是不确

定性的直接结果”“1。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引进

了交易成本的概念，认为“企业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企业能力

学派则把企业看成以适当的能力，即知识、经验和技能进行各种活动

的组织，这些活动涉及发现和评估未来的需求，进行研究和设计，实

旋和协调物质生产转换过程以及商品营销过程。企业所拥有的特殊资

产是解释企业绩效差异和持续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这些资产就是“与

知识相关的、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能让大家都感受到的、难于买卖和在

企业内各部门可分割的企业‘资源’或‘能力”。。1Nelson和winter

则把企业看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特定生产知识的集合。”1

4．2I知识在企业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制度，企业组织同其他制度形式一样，它的发展和知识

进步具有正的循环作用，因而要理解企业组织如何促进知识发展创

新，我们可以先来了解知识在企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马歇尔明确指出了知识和组织的重要性：“知识和组织是资本的重要

组成部分。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引擎，他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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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满足我们的需要。组织则为知识提供支持。”“”潘若斯认为，生

产要素提供的服务是该生产要素使用方式的函数，知识起着重要的决

定作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因为具有不同的知识和技能的人使用而会有

不同的使用方式，并最终提供不同的服务。“⋯知识的增加总是会增

加从资源可以获得服务的范围和数量⋯⋯企业的规模取决于企业管

理者拥有的知识和管理能力。“”Nelson和winter把企业看成是具有

路径依赖性的特定生产知识的集合，他们认为企业的知识体现在惯例

和各种可以预期的行为模式上，认为惯例起着基因在生物成长中同样

的作用，决定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轨迹。。。

知识因素是企业出现的原因之一。将不同的知识集中起来用于决

策，明显扩大了机会集合。跚

知识是影响企业产出的重要因素，在企业的行为模式中有重要的

作用。在其中，企业家的作用更是引领着知识创新的大潮，推动着企

业的前进。在熊彼特所阐述的经济发展之中，“企业家”担当了推动

经济历史车轮向前运转的关键作用，“企业家精神”““则被视为具有

甚至超出经济解释范围的神奇力量，从而成为实现“创新式毁灭”的

最主要因素。

熊彼特定义的“企业家”和“企业”都是为刨新服务的：

“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

们称为‘企业家’。⋯⋯而这个观点也并不是与传统理论完全违背

的，⋯⋯在循环流转中的趋势是，企业家既不获取利润，也不遭受损

失，也就是说，他在那里没有特殊的职能，他简直就是不存在；但是

代替他的是，有一种不同类型的厂商头目或企业经理，我们最好不用

企业家这个名称去称呼他们。“

可见，熊彼特的“企业家”是肩负经济发展使命的，与均衡之下

的“厂商”等管理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一种“特殊的职能”：

“领导是一种特殊的职能，与只是等级上的差别有所不同，它将

会存在于每一种社会实体中，不论是最小的或是最大的，它的出现一

1约瑟夫·熊搜特，《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97，p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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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同社会实体结合在一起的。⋯⋯

只有在新的可能性表现出来时，领导的特殊问题方才产生，领袖

类型的人物方才出现。⋯⋯他的职能并不包含去‘寻找’或‘创造’

新的可能性。⋯⋯而领袖的职能就在于‘做这件事’。如果不去作，

那么可能性就消失了。”1

。企业家式的领导，⋯⋯自然要带上它所特有的条件的色

彩。⋯⋯他‘领导’生产手段进入新的渠道。⋯⋯通过购买生产手段

或它们的服务，然后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利用它们。⋯⋯吸引其

他的生产者跟随他进入他的生产部门。⋯⋯最后，他提供一种服务，

但要充分欣赏这种服务，就需要对这件事情具有专家的知识。”2

从知识的角度，领导职能使企业家将或许不属于自己的创新与自

己独特的执行力相结合，从而组成在生产技术或组织知识上优于旧企

业的新企业。可以说等级命令只是领导的初级涵义，在深层次上的领

导就是对一种特定创新的信仰，即知识水平上的突变性飞跃。创新本

身就是与知识高度相关的一个概念，企业家的领导职能作为一种知识

层面的突变，为旧经济体带来了富有效率的变异，使经济得到了跳跃

式发展。

4．3．企业对知识发展的作用

知识是企业发展的源泉，而企业组织也为知识的发展创造了一种

制度安排。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知识，在其使用类似的生

产要素进行生产时，会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运作流程，以及不同的

行为模式，进而具有不同的成本和绩效水平，形成不同的企业能力。

在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理论看来，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投入是知

识，但知识又是由个人掌握并且专业化于某一个特定领域里，因为知

识的专业性决定了生产活动需要拥有不同类型知识的个别专家的共

同协作，有效的生产要求有某一个制度能够起到协调个别专业人员知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97，p95-99

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章，商务印书馆，1997，唧—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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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功能。由于知识的产权很弱，签约和实施都很不容易，使得市场

不能在其中承担协调的作用，因为市场在协调过程中可能因为默会知

识难以流动以及明晰的知识可能被盗用而失效。因而企业作为一种协

调不同个体知识、促进知识发展的制度就出现了。

“经济问题的产生总是且只能是变化的结果”“。。同时，经济问

题随着变化的减少而减少。特别地，当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存在学习

活动时，交易成本将会不断下降。原因在于，交易成本归根到底是一

种信息成本，随着企业这种稳定组织形式的建立和关于企业生产交易

和相关环境知识的增加，会有利于交易双方获得关于对方行为的更加

确切的知识。因而随着交易时间的延长，交易双方将会发展或找到减

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

默会知识的交流、转移和共享需要组织内部频繁的接触，而实际

上企业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环境和条件。“组织的优点，即它的功能

之一就是用共同表达的方式进行交流，使得知识的交流、转移和共享

更为经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它避免了与市场

交换有关的交易成本，而且在于它用与市场完全不同的逻辑来管理某

些类型的经济活动的优势。“1将生产过程中很多不同个人的知识进行

一体化体现了这一逻辑。

企业组织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还发挥了一种长期契约的作用。

在Jensen和№ckling看来，采用长期雇佣契约，能够避免逐项订立

契约需要运用和学会各种知识的过高的交易成本，可以降低限制有价

值的专有知识外流的成本，激励个人参与者投资于企业专用性知识，

这种知识对特定组织有用外，对其他组织价值很小。‘印

企业是生产活动所需知识的获得、运用和积聚的有效制度，尤其

是它通过提供大规模的学习过程馒褥生产所需的默会知识得以积聚。

由于企业中知识的积聚是拥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多个个人在生产过程

中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由此形成的有关知识资本是企业拥有的而不

仅仅主要被个人所拥有。企业拥有比其中任何单个个人拥有的知识的

总和还要多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体现在企业的惯例当中。企业惯例

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知识在企业内部社会化的过程。正是惯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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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企业这一制度在生产过程中协调个人知识和组织合作方面其

有和市场不同的作用，也决定了企业成长的过程呈现路径依赖的特

征。

4．4．知识存量决定了企业的边际搜寻和路径依赖

西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谓“有限理性”是指“愿望合理，

但只是有限地做到。”马奇在西蒙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认为，决策过程

实质上是在面临外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逐步试错的搜寻过程，而搜寻

总是从边际开始的，即决策者在原有方案的附近寻找新的方案，因此

企业决策方案的搜寻过程并不是随机的，它总是在当前绩效和期望绩

效之间差异的驱动下，在企业过去所使用的方法中寻找答案，很大程

度上过去的“组织记忆”和成功的惯例会决定企业未来的选择。。

而边际搜寻倾向的结果往往表现为企业行为的路径依赖性。企业

行为不是随机的，它往往沿某条路径行进，企业的历史积累而成的企

业知识存量决定了这～路径的方向，这个知识存量包含了未来可能的

行动方案，企业的活动范围一般不会超过这个知识存量的边界。

企业组织通过鼓励非常专业化的知识的发展，在某个框架内促进

了知识的发展，深化了对于某方面知识的发展创新，但是这种对于某

方面知识的专注可能限制了其他方葱知识的发展。例如，IBM对于大

型商用电脑的知识的高度专注，使得IBM在大型商用电脑市场上始终

进行着知识创新，不断推陈出新取得进展，牢牢把握着大型商用电脑

市场的主动权，然而另一方面也限制和阻碍了公司在个人电脑上知识

的发展，最终将个人电脑市场拱手相让。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明企

业制度具有致命性的缺点，或者得出企业组织不能促进知识的发展的

结论，只能说明在企业组织的框架内，由于路径依赖等作用，企业在

专注于某方面知识发展的同时可能限制了其他方面知识的发展，而这

种限制对于形成凝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作用可能是正面的。

参考余光胜，《企业发展的知识分析》，E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p44_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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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企业的学习活动

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其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学习是～种

包括重复和试验的过程，通过学习过程可以使得工作被完成的更快、

更好，并能发现新的生产机会“⋯。西蒙认为；“所有的学习发生在个

人的大脑中，组织只能通过两种方式学习：(1)通过组织的成员学习，

(2)通过吸收由新成员带来的组织此前所不具备的知识学习。但是，

组织中任何一个人头脑中储藏的知识必然与其他人头脑中储藏的知

识相关，这种关系体现在组织如何运转上。”““一般地，企业的学习

有如下的几个特征：第一，学习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在一个时期所学

到的知识是建立在此前所学到的知识之上的。第二，企业的学习涉及

到组织的而不是个人的技能。尽管个人的技巧是相关的，但是其价值

依赖于使用他们在特定的组织背景。学习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和

集体的现象。学习不仅通过在个人之间的模仿(如老师一学生、熟手一

生手之间)进行，而且体现在理解复杂闯题时的联合贡献。第三，通

过学习活动获得的知识存在于组织的“惯例”和标准运作程序中。第

四，体现在惯例中的知识具备一种不能表达的维度，通常不能以语言

的形式表达。原因在于，组织的惯例是一类非常复杂的一体化的组织

活动，是不能通过语言表达的，因而存在很强的默会性，因而组织管

理是很难模仿和复制的。因而，组织知识的传递也是很困难的。第五，

组织学习的速度和方向受到组织可以利用的技术机会的制约。比如基

础研究上的突破、供应商和客户的技术仓《新都会影响到企业的学习速

度和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学习是一种外生的现象，因为企业自己

可以通过投资扩大自己和产业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企业

拥有不同的核心能力，这些能力上的不同是决定企业学习的核心因

素。第六，组织学习可以使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克服特定个人的有

限理性。这种克服不是自动实现的，要实现这个目的企业必须要有相

应的机制。因此，企业的学习活动是企业获得知识、提升能力进而提

高效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也是防止陷入低效锁定状态的自我修

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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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企业内部的不同分工专业化与知识发展

哈耶克的结论是，社会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要解决适应性的问

题。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相关联的知识是分散存在的，很难转移给中央

决策部门，而又由于决策的效率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利用这类知识，所

以必然需采取分散化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同生产和管理的职务

的分工和专业化正是考虑到了这种知识分散性的特点。事实上，哈耶

克是在论证以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问题。他提出了

经济协调中的知识约束闯题，这种约束对分析企业组织协调方式和分

工安排同样重要。

Jensen和Meckling则认为，由于人类智力的有限性以及生产、

转换知识的成本(知识的有效转换不是瞬间发生的。时间的重要性使

拖延行动的成本很高，甚至包括机会的完全损失。此外，在转换知识

往往容易转换一部分将来未必使用的大量知识)，与所有决策相关的

知识，从未集中于单个人和单个专家团体的身上。因此，必然存在一

个体制，把决策权转让给具有知识和能力的个人，或者转让给能以较

低成本获得和生产它们的个人。“。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实现转让权的转

移，而企业则通过建立一个分权和控制的体系，设计一组博弈规则来

实现。在整个组织中，将决策权分配给代理人来解决权利安排问题，

并通过创立一个控制体系，确定度量绩效以及确定绩效与奖惩之间的

关系来解决权利的控制问题。企业还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信息

优势以及专业化等来抵补由牺牲转让权引致的损失，并通过长期的契

约安排和更科学的组织设置来吸引知识的集聚，引导更科学的分工，

以此促进知识的专业化和创新。

管理的本质在于协调分工，企业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是获取知识

最大化效用的手段。有效的企业制度是更节约使用知识、使各种知识

更加专业化和深化的专业化组织。钢铁企业在知识存量和设备上的专

门化，与化学产业和投资银行是不同的，就是在同一产业如钢铁业，

所依赖的知识和设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产业详细教给

其雇员关于其他产业的知识是不经济的。钢铁企业使用化学产品，没



企业组织促进知识发展机制

有必要了解它是如何生产的，同样的钢铁产品的生产也是这样，钢铁

具有大量的衍生物，在一个产业中没有必要给下游使用者充分的知识

教育，因为这就牺牲了专业化学习的优势。同样的在某一特定企业内

部，需要很多知识，既需要管理知识，也需要生产知识和其他技术知

识。对于很多技术知识拥有者来说，管理者的指挥替代了教育。行动

的执行者并不一定需要关于某一行动的更深的知识，他只需要执彳亍管

理者的命令就可以了，但是他在管理知识的指挥下就可以发挥专业化

知识的优势，从而有利于总体知识的最大化效益的实现。这就说明了

企业内部的这种分工与专业化对于知识利用与发展的很好促进。

企业可以发挥协调分工与控制的关系，以此促进知识的专业化，

以不同于市场的形式促进知识的发展。而当知识的创新有可能是系统

性的，当一个产业出现系统性重组的时候，包括各个方面以及各个层

次的知识都有一个根本变化的时候，分散的自发的形式就较难以应付

这种局面，结果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垂直一体化，将各种知识创造和

价值创造的活动都纳入到一个企业的组织机构内部，两这种一体化将

使分工与专业化在一个更为确定的基础上进行，从而促进知识的发展

刨新。

4．7．本节小结

知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企业拥有不同的知识，其发

展也有所不同。知识存量决定了企业的边际搜寻和路径依赖，企业家

的领导职能作为～种知识的运用，也为旧经济体带来了富有效率的创

新与发展。在鼓励和支持非常专业化的知识在某个框架内发展的同时

可能会使其他方面的知识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企业组织本身的特性

使得组织能够进行自我学习和提高，防止陷入低效锁定的自我修复过

程的状态之中。同时，企业组织通过建立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和对内

部分工与知识专业化的良好界定，能够有效地聚集知识，并引导分工

与专业化向纵深发展，也为知识的发展创新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制度安

排。当创新是系统性的时候，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能够更好地容纳知识

创造和价值创造的活动，并引导其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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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促进知识发展机制

前面一节我阐述了企业组织和知识的相互作用机制，把知识的发

展轨道纳入了企业的框架之内。作为微观经济活动的基础，同时作为

和市场相对应的制度模式的一端，对于分工、专业化和管理的协调，

也对于知识发展，企业组织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知识的发展总要

求不断的制度创新，来适应急剧的变革的要求。当今世界大量的介于

企业和市场之问的混合制度形式已经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为知

识的创新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模块化就是这样一种介

于企业和市场之间、能够应对不确定性、更具灵活性的促进知识创新

发展的机制。

5．1．模块化概述

青木昌彦指出：“当今，‘模块化’的概念不仅是经济学、经营学

专家之问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且它还有可能彻底改变现存产业、企

业的结构，具有十分强大的冲击力。““。他更认为“模块时代”是“新

产业结构的本质”。模块化系统是由各单位(或模块)构成，虽然它

是独立设计的，但它和统一的系统一样可以发挥作用。设计者通过区

分“看得见(明确规定)的设计规则”和“隐形的设计规则”“”来实

现模块化。“看得见韵设计规则”是影响下一步决策的决策，最好在

开始设计的阶段就能够确定，可以分为结构、界面、标准。隐形的设

计规则(也叫做“隐藏起来的信息”)是一种仅限于一个模块之内、

对其他模块的设计没有影响的决策。这种模块内的决策可以被替代或

者事后再选择，也没有必要和该设计队伍以外的人商量。模块化不仅

是一种设计复杂产品或过程的战略，也是一种组织设计的制度原则，

它不同于企业那种具有管理权威的集中形式，也不同于市场那种自我

发现和自我转化的机制，是兼有两者的特点又不同于两者的作用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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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模块化有利于知识发展创新的特点

模块化的制度形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有利于知识的发展创

新，下面我将来分析模块化促进知识发展仓Ij新的机制。

5．2．1．实现了明确设定规则和隐含参数的统一

模块化的产品和组织设计方式，首先确定了整体结构，规定什么

是模块。同时规定了明确的设计规刚，也KF确定了各个模块之问相互

作用的共同界面，确保了各个模块之间的兼容性。各个独立模块只要

在遵守该设计规则，确保模块之间能够正确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可以自

由发挥设计与创作的自主性，自由广泛尝试各种方法，集中于单一模

块，可以充分利用专业化知识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分工

与专业化的作用。因为模块化的安排规定了明确的设计规则，各个独

立模块可以在自身知识的框架内，根据专业化的知识确定最有利于利

用明确设定规则的隐含参数，这样可以加速创新的步伐。“一个确定

和可预见的模块化可以加速创新”。个人电脑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随着I酬个人电脑的出现发展，微型计

算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确定，或者说缓慢变化的结构、界面和标准

的模块化系统。因为个人电脑具有变化极其缓慢的基本结构，各个模

块制造者，包括微处理器、主板、硬盘、调制解调器、软件等，可以

预见到整体模块建构方式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他们可以在这样的建构

知识和信念的框架内，自主加速模块内部的知识利用、深化与创新。

在这样的模块建构过程中，通过各个模块设计的不断改进和功能的不

断增强，整个个人电脑行业经历了长期的价值增长和成本下降的历

程。

5．2．2．系统内部各个模块之间有很强的独立性

各个模块之间都是在遵循明确规定的设计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知

识的创造的，可以节省与其他平行模块进行协商的成本，使各个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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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独立于环境的变化。而且各个模块主体之间都对各自的信息是严格

保密的，各个模块的竞争主体是“背对背”的竞争。虽然总体环境是

变化的，但是模块内部也具有其结构的稳定性。尤其是要改善或者提

升系统的整体性能时，只需要改进或者变更某部分模块的操作和运行

规贝Ij，或者进行重新细分，一部分模块的调整即可达到目的，而不必

要对整体系统进行调整，其他模块也具有相对稳定性，这样就可以保

持系统原有的性能甚至实现系统整体性能的提升，从而可以使得知识

的创造和应用不断得以继续和深化。

5．2．3．开放的系统结构

模块化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结构，它可以允许同时尝试多种不

同的方法，可以迅速进行试错学习，产生更多的选择价值，具有更大

的灵活性。这样的创新方式在技术条件迅速变化和当技术与市场环境

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尤显重要。系统是开放的，只要符合明确规

定的设计规则的要求，可以有更多的新进入者加入模块的建设，而不

拘泥于原有的知识形式和工作方法，这样能够为整个系统带来新的思

想和知识，并尝试不同的选择，使得模块化系统可以获得更快的技术

进步和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处于市场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很高的时期。

5．2．4．证明和检验知识的有效方式

在模块化系统结构中，很多企业瞄准同一个模块进行设计，在遵

循“看得见的设计规则”的前提下，在各种假设前提下同时展开众多

的试验，使得平行操作成为了可能，这一方面为对付未来的不确定性

预留了几个可以选择的余地。因为在现阶段和现在的知识认知的情况

下，其他的设计方案在现有的界面和标准下可能是次于最后被选择的

方案的，但是随着人们对于知识认知的深化和对于次优模块认识的加

深，在环境变化的时候次优的选择对于未来的模块建设可能就是最优

韵，因此，模块化实际上就是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知识储备和预案保留。

我们可以用下图来描述模块化后系统所增加的选择余地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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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之前的系统 模块化之后的系统

圈5—1模块化产生的选择

参考卡利斯·Y·鲍德温的《模块化的成本与价值》，载自《模块时代一新产业结

构的本质》，p57

另一方面各个企业存在竞争，具有“淘汰赛”的刺激效果，存在

竞争这样激励所有的模块制造商能够倾尽所能进行知识的创造和深

化，可以促进知识的深化发展。因为只有最优的模块才能胜出，也即

最有利的知识才能胜出获得当期的全部所得利益，也可以证明模块化

实际上就是证明知识检验知识的有效方式。

5．2．5．能够对付事物的复杂性

模块化把决策方式从集中管理转变为对每个模块的管理，通过良

好的分工，能够对付事物的复杂性。Lan910ise认为，由于现代技术

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使得模块化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待复杂性的一个

办法就是减少系统中不同元素的数量，把元素归集到较少数量的次级

系统中。“”制作手表的过程就是～个模块化应付复杂系统的例子。两

个制作手表的工匠制作具有复杂系统的手表，所处的工作环境很容易

受到外接环境的影响和干扰。其中的一个工匠没有把整个制作系统分

成不同的功能模块，从头到尾依次进行制作组装，以至于每次受到干

扰的时候他都必须把工作放下，所有已经完成的工作付诸东流，一切

都得从头开始。另外一个工匠则把整个制表过程各个部分分成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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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系统，分成不同的功能模块，再把各个独立的功能模块组装成完

整的系统，这样每次他受到环境影响必须停止工作的时候，都只是影

响到他最后的一道工序，各个独立的功能模块都具有其独立的完整

性，之前已经完成的工作都不受影响，下次继续装配的时候就只是需

要根据已经做好的各个模块，来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就可以了。模块化

使得事物的不确定性得以很好应对，减少了对知识迸一步深化发展的

影响，为知识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和可预期的环境，因而能够促进

知识的发展。

5．3．模块化突破传统企业认知的范式

亚当·斯密说过：“当我们处于某种范式之中的时候，我们就很难

想象其他的范式。”1因为人的有限理性，过去的知识存量决定企业未

来决策与战略的选择范围，企业的活动具有边际搜寻的倾向和路径依

赖的特征，各种运用成功的“组织记忆”和惯例会指引企业未来发展

的方向。当然，企业现在和未来中要应对的某些方面和某些事情与过

去中的相应方面和相应的事情有较大的相似性，并且成熟的组织记忆

和惯例可以提供处理很多事情的有效方法。在环境稳定的时候，企业

的知识存量积累越多，可以表现出较强的能力。但是，当外部环境迅

速变化的时候，由于惯性的作用。企业的先前知识就会成为适应新的

环境的障碍。由于路径依赖的特征，会强化先前的惯例和组织记忆而

导致镄定状态，从而不自觉地阻碍了刨新和企业知识的积累以及能力

的提高，并且在新的环境下可能造成企业的彻底失败。这不仅是源于

中国古代成语所说的“墨守成规”，更重要的是成功企业对于一直以

来获得成功的组织记忆和惯例的过度自信。当中国的TcL去并购汤姆

逊的彩电和阿尔卡特的手机的时候，因为是这些跨国公司在彩电与手

机战场上拥有的知识不如中国公司有优势，中国企业遵循一直以来赖

以成功的企业惯例，并想以此惯例拓展企业的经营领域。这一并购的

成功要点在J：TCL能够向对方证明自己在彩电、手机这些业务上拥有

的知识上的优势。那么TcL凭什么证明自己比对方具有更加出色的知

莉兹·克拉克-‘变摹≥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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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呢?自然就要使出拿手的习惯运作也就是企业获得成功的“组织记

忆”。而TcL在国内的习惯运作，在西方市场未必适用。不适用，对

方自然就不会听你的，所以TCL出现了“失控状态”。TcL的国际化的

亏损说明，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原有的企业认知模式可能成为企业发

展的障碍，因为企业没有从更广的层面上来应用新的知识。

而模块化的制度安排可以打破这样的低效锁定的状态。模块化的

系统是开放的，只要符合明确规定的设计规贝4韵要求，可以有更多的

新进入者加入系统各个模块的建设，各个新进入者都具有各自独立的

知识储备和不同的技术特点，他们的进入可以为系统带来新韵思想和

知识，成为整个系统保持创新动力的源泉。这些新进入者又对原有企

业的守旧势力造成巨大压力，成为企业原有势力摒弃惯性思维、进行

知识更新与创造的助推器，形成沙丁鱼效应。源源不断的新进入者的

加入使得模块化系统可以获得更快的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与创新，尤

其是处于市场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很高的时期。国际化的出路就是不断

建立起如何与“国际消费群”沟通、迸行真正国际化管理的知识库。

通过对市场的把握不断引进外部的知识，形成对外部文化的较好理

解，实行本国与国际在公司总体战略的框架下的模块化差异化管理与

运作，这也是支撑自身发展、整合别人的源泉，也是模块化能够带来

的企业知识与能力的提升。

5．4．模块化有利于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转移吸收

在传统意义上，由于企业拥有的特质知识有助于其获得竞争优

势，企业就没有动力去促进自身拥有的默会知识的明晰化，也不会促

进自身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转移吸收了。正因如此，在一般市场环

境中，企业问的知识转移难以有效实现。而模块化则能够突破这一点，

而使得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能够很好进行交流和转移吸收。浅沼万里

指出“⋯，日本汽车竞争力重要的源泉来自于核心企业与重要零部件供

应商之间存在的一种设计上的模块化。美国的汽车企业为了维持自己

的核心知识和竞争优势，全部自己设计图纸而让零部件供应商制造，

这个过程知识的流向是单方面的，核心企业和供应商之问的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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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他发现F1本汽车企业采用的框架不同于过去美国汽车工业里常

见的核心企业把设计图纸借给零部件供应商去加工制造，同本汽车企

业尤其是丰田公司的作法是在确定了一般的共识和界面以后，放手让

供应商去设计图纸，由核心企业认可，他把这种方式叫做“认可图纸

方式”，结果使生产系统里各个模块的设计能够屙时进行，大幅度缩

短了改造车型的周期。在这种模块化的组织模式中，核心企业和模块

(供应商)之闾，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是模块和模块之间不断地交换经

常发生变化的系统信息和进行密集的知识交流与转移。在各个模块的

活动开始之后，核心企业和供应商之间会根据具体操作过程中产生的

问题适时对联系规则做出细微的调整，从而确保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和

保证了结果的有效性。在其中，知识的交流是双方面的，被两方面所

利用，这样在核心企业竞争能力增强的同时，也使得供应商的知识和

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也正是日本的汽车产业能够不断实现发展的

制度安排的因素。日本汽车核心企业和供应商在模块化设计基础上知

识交流与转移的过程可以用下图来描述：

图5屯 日本汽车产业核心企业和模块供应商知识交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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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蓟的手”的“握手”

在知识时代，因为专业化分工远远超过了企业原有的界限，企业

内和企业间专业化的多维性和知识的分散性与多样性，使企业在动态

的市场环境中对知识、经验和信息等多方面的搜寻和学习过程是在同

其他企业的密切联系中共同作出的。企业间分工尤其是创新活动面临

着不确定性、不可分性和不可独占性所产生的收益和成本不对称等多

方面的外部性问题，这就需要实行一种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模块化

对于相关企业来说就是克服这种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手段，它通过模块

问知识转移与共享的交互机制，提供了一种合作与共同学习和竞争的

框架，使得人力资本和知识生产的过程更加社会化，实现了拉森

(Rikard Larsson)所说的“握手”。1

5．6．模块化应随知识的发展而变化

模块化的制度安排，不仅能够实现“模块创新”㈨，也能够实现“建

构仓4新”‘2⋯。在其中，模块不变，变化的是连接各个模块的建构方式。

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知识的增长，看得见的设计规则可以变化，也可以

是各个模块之间的重新组合创新。

模块化不仅是～个趋势，而且也是建构设计的必然。不管是有意

识的还是没有意识的，随着人和组织的知识的增长以及分工专业化程

度的加深。模块化的创新不仅包括模块本身的创新，也包括模块建构

方式的创新。在经常性变化不是很重要的时候，非可分解性系统(也

就是一体化系统)的利益会支配着模块化，亨利·福特的T型车生产

系统从整体上来说就是一个非可分解性系统，其流水线大规模生产特

征适应了当时人们比较稳定的无差别需求，在对人们对于低价格汽车

消费的无比渴求的巨大市场的知识支配下，T型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拉森在研究了组织间关系理论之后，建议用市场、维织问协调和科层的三级制度框架替代传
统的市场和科层两极制度框架，遵循亚当-斯密和钱德勒把市场和企业科层分别称作看不见

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隐噜，他形象的把纰织问协调称作“握手”。参见Rjkafd l甜ss∞’’rhc

IIⅢI如bake bc㈣抽visiblc蛐d visiblc H碰心’，肺．smdies ofM醇＆org，voJ 23，№．1，p87-106
MEs啦。舢．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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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获得了成功。然而，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的步伐从来就没有停止

过，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环境也是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人的需求

也随着人的知识以及环境的变化变得更加差异化，福特T型车的原始

低成本经营策略和对于需求环境认识的知识，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的变

化和企业知识、消费者知识的发展，在多变的市场需求下已经变得很

力不从心了，而更加具有模块化生产制造特点的通用的战略知识不断

占了上风，并且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对于市场多样化需求的知识的

较好把握，通用实行了更大程度的模块化分解结构产品和组织的建构

方式，从而培养了更强的企业能力。这些都说明了模块化应随知识的

发展而有所变化。

5．7．模块化结构中的成本

传统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把经济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

认为市场是无摩擦、具有完备信息和无逆向选择与道德域险等问题的

存在，因而交易成本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中就被理所当然地忽视了。

以科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把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

位，认为经济机构将促进交易成本的节约。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认识为

我们提供了一把比较不同制度安排体系的钥匙，即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更有利于减少多余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其实就是与交易有关的制度的运行成本，在促进知识发

展的过程中是存在的。这种成本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制度运行的

必要交易成本，另一部分是制度中存在的应予以消除的非必要交易成

本。现实中交易成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制度创建与创新所扬弃的正

是不利于制度效率的那部分非必要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制度的效率，

推动制度的进步，以促进知识的发展。在模块化的制度结构中，决定

模块化结构的成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

第一，界定模块的成本。为了把系统模块化，模块化系统的设计

者，必须在精通产品和整个生产过程的内部作用基础上，确定整体结

构，明确界面，规定什么是模块，把握所有重要的依赖关系，界定模

块的大小，使得模块能够在“看得见的设计规则”下独立地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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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需要成本的付出。

第二，协调模块的成本。大多数模块是构成一个大系统的不同的

部分。尽管模块的设计、制造是独立的，但它们是作为整体一起发挥

作用的。若试图调整复杂的整体系统，应该先把系统分解为模块，通

过各模块内部的局部调整，可以节约信息处理、传递的费用。而且，

由于各模块能够专门从事局部的设计与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发挥它的

专业化优势。然而，随着调整的局部化，会或多或少牺牲整体的最优

化。在动态的生产系统中，我们无法保证预先设定的看得见的设计规

则完善地概括了所有系统环境的信息，而这种信息会对所有模块的活

动成果产生影响。系统的结构越复杂，事先设计的联系规则越容易有

缺陷。如果把系统的模块分得过细，就必定造成模块间技术上、性质

上需要协调的互补性部分的增多，包括协调各模块的活动方向、活动

水平、产品的规格等，这样就会失去模块化的优势。所有这些模块化

进行过程中需要付出协调的成本。

第三，集成模块的成本。模块化结构中，整体系统的改进和创新

不仅取决于事先的指挥——“看得见的”设计规则，还要通过事后将

经过独立改进的各模块联系起来从而达到进化和发展的目的。企业在

每个模块的设计和改进上展开创新和竞争，在创新和竞争过程中，联

系规则或衔接每个模块的界面的标准化进程都会发生改变。因此，集

成模块，把各个模块统一起来，装配成整体系统，可能产生小矛盾。

为解决各模块之间遗留下来的小矛盾，集成模块必须要检验模块是否

与整体系统有兼容性，设计这种检验方法和进行检验需要成本。兼容

范围的大小决定整体规则的整合，进而影响生产系统的范围。

5．8．企业家在模块化中的作用

人是知识的载体，而企业家的知识，指引着企业发展的方向。在

模块化的制度安排中，除了模块化的制度框架建构安排之外，企业家

也起到了很好的创造、吸收、转移和促进知识共享与利用的作用。一

方面，企业家可以根据他自身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决定把哪些外部活动

内在化以及参与模块化分工的程度，获得自身企业在模块化分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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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并获取外部的知识，减少由于建构框架的不明确性而导致合作

关系的下降以增迸合作。男一方面，企业家也可以实现在熊彼特思想

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青术昌彦教授所

称朐“硅谷现象”。事实上，IBM在设计上的模块化战略导致了电脑产

业结构的飞速升级和持续创新。只要遵循明确规定的设计规贝Ⅱ而使模

块之间能够正确发挥作用，各个独立的企业就可以根据自身的知识和

企业优势使用具有默会性的方法来开发自己的模块，也可以设计和制

造与毋M兼容帕外接的模块，如打印机、存储器、软件甚至是cPu。

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数以万计的优秀工程师纷纷从IBM

辞职跳槽，雨后春笋般创办能为360和370系统提供兼容性模块的自

己的公司，这其中就包括了第一批离开肖克利实验室的八个“背叛者”

之一的高登·摩尔，也正是他在1968年的时候创办了举世有名的英特

尔公司。1正是这些跳槽优秀工程师所具有的对于模块建构规则知识的

很好把握，和他们所具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良好的实践经验，促成了

硅谷集群中知识在不日企业的吸收、转移和共享。而对于日l度软件和

中国台湾地区芯片的模块集群现象，也是因为两者都有一大批曾在美

国的软件和芯片研发企业工作或者与美国相关企业共同合作过的人，

他们拥有软件和芯片制造业的相关知识和运作经验。“”当他们在本土

创办企业时，他们就很熟悉所办产业模块建构的规则，能够和世界其

他地区的相关模块分工很好协调，并发挥自身的默会知识和其他优

势，从而达到了知识的利用而造就了所办产业的成功。

一方面是大企业以其强大的核心能力延伸拓展业务领域不断吞

并其他企业以实现外部增长，另一方面，大量的由原有公司的那些熟

悉技术规程和模块建构规则的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自立门户创办各

种小企业的不断出现，在模块化的建构环境中，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

嵌入到原有的模块化分工中，以实现“创造牲破坏”。正是在这样的

过程中，知识实现了不断的发展仓U新。

1参考张军在《模块时代一新产业结构的奉质》所作中文版导读，导读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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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政府在模块化中的作用

知识是分散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的，对于不同时问不同地点的

知识的把握是能够顺利正确作出决策的关键。据此，分散的、拥有必

要的地点知识的决策者将很容易适应变化。模块化的制度形式的实行

是以特定时问特定地点的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的知识为基础的，在鼓励

不同模块在“明确规定的设计规则”下大胆尝试各种可能的想法和知

识进行仓Ⅱ新，并允许其成果得到检验的情况下，各个模块组成部份可

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这种腿险甚或会大到使模块组成部份进行知识

创新的努力难以为继。对此，我们应该不断探索完善模块化的作用机

制，使得各个模块组成部份在模块化系统内部能够得到合理的对待。

而同时，政府在其闯也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为各个模块组成部份的

大胆尝试和知识创新提供更为有效的制度支持。而无论采取何种制度

形式，政府的作甩都应该在于能够为知识的创新、利用、传播和共享

创造一种便利的环境，而不是限定和指引工业企业的发展，应该允许

和鼓励企业发展最能利用各自知识与能力体系、最适合于他们特定环

境的组织形式。

5．10．模块化在应对变革方面的适应性

在h1910is看来，一体化的组织模式在处理根本性的系统变革方
面具有比以市场为基础的网络模式的优势而经常被运用，但有一些新

的，或者是不确定性的变革，庞大的一体化组织模式是不能很好应对

的。·对于这种带有不确定性的根本性变革，一个分层的网络模式就能

够更好地来应对。我们对这些从渐进的到发生根本变革的体系进行分

类，以确定其对应的制度模式。如表所示；

RichardN．Langlois和PaIIlLR0bcn30B'Fi肿号MarktsandEcono删cC蛔学鼻1995，p135



表5一l 变革不确定性程度和对应的制度模式

参考砌chard N．Landois和P鲫I LR0ben∞Il，“Fims，Marke忸and Ec咖砌ic

Ch锄ge”，1995，p136

在表的左端我们可以认为只是涉及到参数变化，也就是在一个已

知框架内某些己知变量的变化。例如，对某个季节布料的品种和瓦片

的款式盼需求将是高度不确定的，但是对于某一品种布料或者是某一

款式瓦片的生产者来说，他只需要在自己的能力和现有知识基础上，

对布料或者瓦片的生产参数进行规划，应对这种不确定性他们都是胸

有成竹的。对于这种不确定性，马歇尔式的制度结构将能很好解决应

对。表的中问是带有不确定性的更深层面的变化，我们称作是战略层

面的。战略层面上的问题涉及到在一个已知的边界内，以一个不同的

方式来重新配置组织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垂直一体化的企业就比纯

粹的市场网络组织更加具有优势。例如，在动态随机存储器芯片的生

产中，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就能够更加坚决果断地在战略层面上利

用他们的知识，重新引导配置他们的能力进行大生产。从而取得市场

的优势地位，而不具一体化的美目企业则缺乏这种能力。表的最右端

是结构性的变革，模块化可能是应对这种结构变革的有效的制度安

排。个人电脑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自例子。在其中，模块化的创新型
网络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广泛而又多样的信息信号，在一个总的看得见

的设计规则的制度框架内，其中的模块组成部分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分

工的作用，各个模块能够根据知识交流的结果进行迅速的变动，迅速

进行多样的尝试与创新，并很快得到市场成果的检验。

在原来的制度框架下，从电的发明到四处传播应用花费了人类几

十上百年的时间，从交换机的发明至4微电子仪器设备的发明使用也用

了超过40年的时间。这种创新成果的产生到它获得广泛传播开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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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们的广泛应用所用的时间越长，创新者就越难获得应该属于他的

利得，这样的制度安排必然很大程度上降低创新者盼信心和热情，从

而不利于新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发展。而应对结构性变革的模块化制

度形式能够及时地使得创新者得到利益的补偿，使他们的知识的价值

迅速得到市场的认可和实践的检验，即使这种结果不是一锤定音式

的，但是至少这种创新的知识迅速的引致了新的色Ⅱ新型知识的产生，

从而促进知识的发展。

5．11．模块化的不足方面

模块化制度虽然在促进知识创新与发展上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

其本身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j模块化系统的设计比起可以相互

对比的联系型系统的设计要困难得多。模块化系统的设计者为了确定

能够使模块发挥整体作用的看得见的设计规则必须精通产品和整个

过程的内部作用，具有全面的知识，而且必须事先设计这种规则，但

是如果设计者本身的知识深度和广度不够，或者太早确定看得见的设

计规则，那么会使这个模块化设计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而且模块化

设计并不是越小越好的。

很多时候，在每个模块的独立设计过程中一切表面上看上去都很

顺利，但是不完全、不彻底的模块化带来的问题往往是在把各个模块

集中起来统一为整体时才暴露出来，它表现为整体系统的运转不灵，

这样的结果给整个模块的构筑带来了困难。

同时，因为模块化立足的基点更多地在于各个模块层面上，各个

模块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就比较难以进行系统的铋新，同时

可能破坏各个模块之间的兼容性。

模块化也具有它的相对适应性，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模块

化，模块化制度形式的选择与竞争环境的稳定程度、产业的发展成熟

度、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市场中的潜在模块供应者的知识水平紧密相

关，也和所在环境的非正式制度，比如人们的行为模式、文化习惯和

历史传统等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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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本节小结

本节论述了模块化制度的特点，阐述了模块化制度促进知识创新

发展的作用机制，指出了模块化不同于市场机制、企业组织的促进知

识创新的过程，把模块化制度在促进系统性变革中的适应性和一体化

组织进行了比较简单比较，也指出了模块化实施中存在的成本和不足

之处。模块化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为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转移吸收

提供了协调机制。模块化系统能够不断引入新的知识，突破企业知识

认知的路径依赖特性，鼓励不同知识的优胜劣汰和自然选择，为创新

提供了更多可以选择的知识储备，能够应对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也提供了检验知识的机制，使得知识创新的主体能够及时获得创新的

利益，并引导着更深层次的知识创新。正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不

同知识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允许不同知识的竞争与选

择，从而促进了知识的发展创新，而成为当前经济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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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经营促进知识发展机制

和模块化形式相类似，作为介于市场制度和企业组织之问的一种

中问组织形式，特许经营模式以一种全新的企业联系与组织模式震荡

着人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对于知识创造与转移的模式

的认识，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创业和扩张方式。本节将对特许经营这

种制度安排进行简单探讨。

6．1．特许经营概述

特许经营在国际上被称为第三次商业革命，它具有很多的优势。

对社会而言，引进有特色的特许经营项目，就等于直接引进了先进的

商业管理经验和知识。对特许者而言，通过特许这种方式，能够不断

扩大企业的规模。

传统经济理论对特许经营的解释，主要偏重于品牌与文化，把特

许经营企业看成是“品牌租赁公司”““。其实，特许经营是一种对企

业内组织知识进行“基因克隆”的运作模式，是通过对特许企业内组

织知识的整合、转移和营销的经营管理模式。特许的本质是一种知识，

它是赋予了一种所有权归属的组织知识。这种知识与人类社会的发

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但是，科学与技术本身并不能承载知

识的价值，只有当它与特定的经济活动相联系时，才能间接地表现出

价值。这种知识包含着“系统化的程序，标准化的投入与产出和集中

化的功能(统一的会计、人员培训和信息系统)”“⋯。导入特许经营

模式是对知识价值的认同和体现，它使得企业的组织知识经过提炼和

结构化标准化后，成为推动企业创新和增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一个

知识能够被多次复制，复制一次，就扩大一次规模，从而不断实现低

成本扩张，实现知识的贯彻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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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特许经营促进知识传播过程

组织知识的转移是特许经营制度的核心内容，要实现知识的顺利

转移，需要进行不同知识的整合，而知识的整合方式很多，—比较直接

就是把复杂的过程简单化，把简化的内容再量化，把量化的因素流程

化，把流程化韵事情制度化。

人类的知识既包括明晰的知识，也包括默会的知识，其中大部分

的知识是以默会知识的形态存在的。默会的知识由于其固有的个人化

特点而难以迸行表述和交流，其传播也是困难，以至于需要高昂的成

本，这严重制约者知识的发展与创新冉勺进程，而特许经营制度则突破

了这样的障碍。特许经营企业运用自身在品牌、产品、服务、管理和

经营理念等方面上的知识优势，将集聚自身知识优势的各个方面的默

会知识明晰化，通过制度支持和标准化管理支持，开发出一套设计科

学、流程合理、高效运转的、标准化的、可以复制的知识系统，这个

系统可以放到任何地方去复制，使得特许企业的知识能够得以顺畅地

贯彻和传播。

特许经营企业通常具有广泛的销售网络，强大的销售能力，所以

特许者可以从供应商那里获得较多的数量折扣和累计数量折扣等优

惠条件，降低进货成本，进而可以降低商品售价，增强企业的竞争能

力。由于特许者无须处理各分店在日常经营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因而可以集中精力改善经营管理，开发新产品，挖掘新货源，做好后

勤工作，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促进知识的专业化水平，深化知识创新。

特许经营对受许者来说，各种先进的默会知识已经进行明晰化和

标准化，这大大方便了受许企业对先进知识的接受和吸收。同时，受

许企业可以得到特许方的系统的指导，迅速获得对于先进知识的认

知，提高了受许企业成功的概率。一个企业在创业初期通常很难形成

良好的企业形象来得至口消费者的认同，在竞争目趋激烈的市场环境

中，创业成功的概率很小，但如果加盟特许经营企业，就可以立即得

到特许者极具优势的知识和系统的管理培训与指导，获得一系列的管

理技巧、经营诀窍和业务知识经验，实现知识的迅速复制、传播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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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同时，受许者还可以直接从特许者处得到许多帮助，有些特许者

甚至还会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帮助受许者解决企业在开业之初和经营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之集中精力以最有效的方式管理企业，使得受

许者很快掌握最先进的管理知识，这一切必将使企业成功的机会大大

提高。

受许者可以利用特许经营企业在品牌、服务和管理上的优势知

识，节省产品的开发成本。受许者加盟了特许组织，就可以分享特许

经营品牌的无形资产，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迅速稳固市场地

位。同时，一个新产品从研究、开发到上市，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但受许者可以直接从特许者那里得到已经成功的产品，这就使被特许

者大大节省了开发产品的成本。受许者获得的不仅仅是商品的销售权

和商标使用权，而且是整个商业模式的经营权。特许方具有较强的组

织能力和充足先进的经营管理知识，为受许方提供产品、管理和服务

等方面的知识，以维系整个特许经营系统的运转。

同时，受许者可以获得特许者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特许经营企业

将从各受许者收集上来的信息数据加工后及时反馈给各受许者，并随

时对周围的各种环境作市场调查和分析，使各受许者能够迅速获得各

种有用的知识，及早采取对应措施。

特许经营总部拥有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这是

专家们不断研究、开发的成果。作为中小企业，是没有能力开展这项

工作的。通过特许经营这种安排，总部对加盟店授予特许权，使卓越

的包含先进的经营方法和技术的知识被广泛应用，使得知识以最快的

速度进行传播和扩张，受许者短期内就可以变成标准的加盟店，在产

品、管理、经营和服务等方面都能够迅速有骄人的表现。

在特许经营领域，麦当劳对这个制度的运用是比较具有代表性

的。⋯1麦当劳公司通过将企业自身极具先进性韵默会知识明晰化和标

准化，为受许者提供了完善的制度支持和标准化管理支持。提供标准

化的产品线规范，制定统一的服务规范，制定详细的程序、规则和规

范的作业方式，在饭店的装潢、食品质量、饭店清洁度、饭店的营运

作程序以及友善礼貌的柜台服务方面都执行严格的标准。同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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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技术、设备方面的支持，大大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及劳动强度，保证

食品品质稳定统一，而且极大地提高了食品生产速度，也降低了受许

人学习新知识的难度。

在培训方面。麦当劳有～套培训和知识传授的方案及实施计划，

还通过汉堡包大学为特许经营者、管理者和管理助理提供的培训，使

他们在其中学习麦当劳最先进的知识，并把麦当劳的经营理念传播到

各个地方。

麦当劳还在信息系统上提供强大的支持。麦当劳全目各地的分店

不仅要向总部汇报信息，还要彼此交换需求信息，以保证物资及时合

理地调配。麦当劳公司通过管理信息系统，能够实时知道每一种商品

的销售情况，对各种资源进行协调。阿时，使员工们在统一的信息平

台上交流信息，能够反映各地的情况，既实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

交流和经验共享，也扩大了特许经营总部的视野，丰富了特许经营总

部的知识，能够更进一步地促进总部默会知识的发展创新，而有利于

整个特许经营系统的良性循环，从而不断推进知识的发展。

6．3．本节小结

知识具有默会性的特点，默会的知识是难以表述的，其传播也是

困难的，成本是高昂韵。把默会的、难以表述的知识明晰化，通过一

系列标准化的建构和制度安排，为知识的传播创造一种简便的途径，

使得知识的复制和传播能够顺利地进行，并有效地进行管理，这是特

许经营这种制度形式有利于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的生动体现。特许经营

制度建立了一种知识平台，通过对品牌的复制，经营模式、文化和知

识的复制，使得知识得以有效传播和贯彻，以不同于企业组织和市场

制度的方式来实现知识的快速创新和发展。这种运作方式，使得知识

创造和传播的成果惠及整个社会，使得不何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地

区的人都能够共同享有知识创造和进步的成果。同时，知识的交流是

双向的，各受许者也具有各自的作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在位者的知

识，他们在复制、学习、使用特许者标准化和明晰化的知识的同时，

也把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知识与特许者进行反馈交流，不断扩大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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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视野，丰富特许者的知识，再通过知识的不断专业化和明晰化，

不断推进知识的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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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束语

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已经

不能限制于在新古典的框架内，把知识这个要素外生于经济模型之

外，否则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和预测将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有问题的。

知识既是分散韵，又是默会的，也是特殊的。企业能力理论认为知识

是构成企业核心能力并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企业、不同

的组织都具有不周的知识，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企业能力，出现不词

的企业模式，选取不周豹演进路径，采用不同的发展战略，进而出现

不同的成本和绩效水平，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竞争性的世

界。知识的发展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中进行的，需要有良好的制度平

台来保障，不同的制度模式将鼓励和支持发展不同的知识。人类的知

识不可能是完全的，各种知识总是不断在交流、总结、尝试和创新，

如何使人类获得知识交流、仓t新和尝试的途径，使有益于人类的知识

不断得到开发利用，应该成为判断各种制度是否有利于知识发展的重

要标准。

同时，考虑采用何种制度安排来促进知识的发展，不能只是以静

态的观点来看待，更要结合时间盼演进，考虑人以及组织的学习和知

识的增长。随着人们知识的增长和实践经验的增加以及对制度安排的

不断认识，原来适合知识创新与发展的制度结构可能变得过时以至于

阻碍知识的进一步怠Ⅱ新和发展。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促

进知识创新与发展的组织结构应该有所不同，因而制度的选择应该随

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市场机制、企业组织和模块化与特许经营模式都是本文探讨的制

度安排，它们在促进知识发展创新上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为便

于比较分析，把几种制度促进知识发展的机制特点做如下的概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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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不同制度模式促进知识发展创新特点比较

制度模式 制度模式促进知识发展创新中体现的特点

类别

市场机制 为各种不同阿知识交流提供平台；以价格的形式传递相关知

识：充分利用知识的分散性；提供了自愿交挟的机制，有利

于实现决策权与知识的最佳搭配；提供备种知识进行实践创

新的机会；提供了知识检验的机制；提供了产权和交易规则

对知识创新的保护机制。

模块化 制度系统是开放的，在明确的设计规则下各模块能白由尝试

不同的知识，迅速进行试错学习，产生更多选择价值，进行

更大的知识储备#突破企业认知的路径依赖性，不断为系统

带来新的知识；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能够对付事物的复杂性，

提供了检验知识的机制；提供了企业间合作与学习的框架，

为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交流转移提供了协调机制；及时使

刨新者得到利益的补偿，能够引导进一步的知识创新。

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企业将集聚自身知识优势的各个方面的默会知识明

晰化，通过制度支持和标准化管理支持，建立了一种知识平

台，使知识可以放到任何地方去复制；已经明渐化的知识降

低了接受企业吸收的难度，更容易被传播和吸收；受许者能

够得到特许者的系统指导，并获得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知识

交流是双向的，形成知识发展的良性循环。

企业组织 协调不同个体知识。为默会知识的频繁接触提供保障；发挥

了一种长期契约的作用，实现知识的专用性发展；很多知识

体现在企业的惯例，使企业知识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

企业组织能够进行学习活动，克服特定个人的有限理性；不

同生产和管理职务的分T和专业化考虑和适应了知识分散性

的特点，同时更节约知识的使用，使知识发展深化能够进行；

建立一个分权和控制的体系实现决策权的转移，使知识与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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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策权相匹配：当一个产业出现系统性重组对企业一体化组织

能够更有利于各种知识的创造活动。

本文的研究在于把上述几种制度模式统一在知识发展的框架内，

从制度的视角出发，深入讨论了各种制度模式在促进知识发展创新中

的机制和特点，整合相关研究资源，从制度方面对基于知识豹企业能

力理论进行新的探索，为建立完整的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理论体系提

供有益的思考。并希望以此引起更多的人对于知识这个经济发展核心

要素的更多关注，为知识的创新发展探索有益的制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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