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逐渐成为企业

的核心战略资源，对企业的竞争力产生至关重要的

影响。企业仅凭自己的力量单打独斗已经无法满

足市场的需求，为了保持原有的地位、获得竞争优

势，企业将会与拥有不同知识资源的企业进行合

作。伴随开放式创新的推进，使得企业更加善于对

外部网络知识资源的调配来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活动[1]。而作为突破性创新最终源泉和驱动力的知

识常常由合作联盟的形式来获取[2]。企业之间建立

知识共享联盟的目的在于利用企业外部知识来保

持与培育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3]。然而，企业

突破性创新联盟成员间竞合关系，双方合作过程常

因知识溢出风险而不利于知识有效共享，造成企业

突破性创新联盟合作效果不理想。Mendoza 等指

出，联盟管理者充分沟通能够有效促进组织隐性知

识的转移[4]。薛克雷等[5]认为合作成员间的信任有

助于更好地沟通与整合企业资源。Mani等认为联

盟间的信任水平有利于促进组织间知识转移[6]。当

前有关企业组织间联盟的研究成果较多。然而，企

业突破性创新联盟间知识共享方面的研究文献较

少。企业突破性创新联盟面临高风险、高投入、高

收益等特点。高投入常常使得企业更为迫切的组

建联盟来满足自身对知识资源的需求。而知识资

源能否有效获取又是企业突破性创新成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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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而要想实现突破性创新联盟知识的有效共享，就

需要深入分析研究企业突破性创新联盟知识共享机

理，实现突破性创新联盟组织间知识有效共享。本文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来分析企业突破性创新联盟知识

共享行为，以期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

1 模型假设与建模

考虑到参与突破性创新联盟企业的有限理性，本

文采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突破性创新联盟组织间知

识共享行为。为便于分析和研究，作如下假设：

（1）M，N:假设参与演化博弈双方分别为 M 企

业和N企业，本文将通过M、N双方的演化博弈来研

究企业突破性创新联盟知识共享时的一些重要因

素和必要条件。

（2）DM，DN：分别表示 M、N 两个企业进行知识

共享时双方的知识共享数量。企业确定知识的转

移量不仅体现了本公司对合作企业的诚信度，还决

定着对方企业知识的获得量，对方在整个知识共享

过程中获得收益有一大部分取决于对方知识的贡

献量，贡献的越多，说明企业双方的合作越有效。

（3）λM，λN：λ表示企业的学习能力以及从对方提

供的知识中能够获得知识的系数，通常λ越大，该企

业吸收知识的能力越强，在知识共享过程中该企业

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大。所以在知识共享过程，M、N

两个企业所获得对方的收益为λDM，λDN。

（4）P：当M、N双方均采取知识共享时，在获得

对方企业的收益时，由于双方的企业差异以及双方

的信任度，会额外获得一些收益，称之为合作双方

的协同效益，记为PM，PN。

（5）g:企业M方或者N方选择“知识转移”，而对

方选择“非知识转移”时，非知识贡献方便会出现搭

便车现象，其获得的效益将会远远超过知识贡献

方。因为对采取非知识共享的那一方，要有相应的

惩罚措施，g表示对采取非知识共享方的惩罚系数，

惩罚量用gDM，gDN表示。

（6）C：企业双方进行知识共享时会产生各种成

本，包括可控成本和不可控成本，企业只要花费成

本，就会对知识转移收益产生影响，成本控制越精

确，合作成果便会越好。

（7）π：无论联盟双方采取知识转移还是非知识

转移，在他们确定联盟协作过程中会互相借鉴一些

制度和系统，无形中会帮助它们提高企业的一些学

习能力以及竞争力，所以无论双方采取什么样的措

施和方法，它们在合作中都会获得战略效益。

根据以上假设条件，建立联盟知识共享演化博

弈模型见表1。

2 模型求解

假设企业M进行知识转移的概率为 x，进行非

知识转移的概率为1-x；企业N进行知识转移的概率

为y，进行非知识转移的概率为1-y。根据以上矩阵

模型，可得出

当企业M采取“知识共享”方案时获得的效益

是：

当企业M采取“知识保留”方案时获得的效益

是：

根据以上计算，可得出企业M的平均收益为：

所以企业M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当企业 N 采取“知识共享”方案时获得的效益

是：

当企业 N 采取“知识保留”方案时获得的效益

是：

根据以上计算，可得出企业N的平均收益为：

所以企业N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根据

表1 企业MN联盟知识共享演化博弈模型

知识转移

（p）

非知识转

移（1-p）

知识转移

πM＋λM*DN+PM-CM

πM＋λN*DM+PN-CN

πM＋λM*DN-g*DM

πN-CN

非知识转移

πM-CM

πN＋λN*DM-g*DM

πM-g*DM

πN-g*DN

企业

M

企业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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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出5个均衡点（0,0）（0,1）（1,0）（1,1）（x*,y*）

其中

当

或

或

此时（x*,y*）超出范围，企业M和企业N的策略

均为(非知识转移，非知识转移）

当 PN-CN + g*DN＞0，PM-CM + g*DM＞0 且

CN-g*DN＞0，CM-g*DM＞0时

根据局部稳定分析结果可以得到C（0,1），B（1,

0）为不稳定点，A（0,0），D（1,1）为稳定点，E（x*,y*）为

鞍点。根据以上分析，突破性创新联盟知识共享演

化博弈相位图见图1。

若两者初始状态在DCEB内，系统转移点便会

转移到D（1,1）,根据所假设M、N企业知识转移的概

率，企业双方此时都会选择知识转移共享。

若两者初始状态在ABEC内，系统转移点便会

转移到 A（0,0），根据所假设 M、N 企业知识转移的

概率，企业双方此时都会选择非知识转移共享。

根据以上两种分析，企业 M、N 将会有两种方

案，分别是（知识转移，知识转移），（非知识转移，非

知识转移），由此可见，以上分析的两种结果具有不

确定性，M、N两企业的最终方案是由E点所决定，

也就是SABEC’SDCEB所决定。

当 SABEC＞SDCEB，企业双方选择非知识转移的概

率会大于选择知识转移的概率；

当 SABEC＜SDCEB，企业双方选择非知识转移的概

率会小于选择知识转移的概率；

当 SABEC＝SDCEB，企业双方选择非知识转移的概

率会等于选择知识转移的概率；

也就是当 x*，y*的值越小，企业双方才会更偏向

于选择知识共享。

而由

易知，C 减小，x*，y*越小。g 越大，相应 x*，y*越

小，D 越大，x*，y*越小。P 越大，x*，y*越小。即 C 越

小、g越大、D越大和P越大，突破性创新联盟倾向于

知识共享的概率越大。

3 突破性创新联盟知识共享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企业可采取几种方式来改善目

前的联盟知识共享体系，提高合作能力，获取最大

价值。研究发现，x*，y*的值越小，联盟共享效益会越

高，针对突破性创新联盟企业合作及研究情况提出

以下建议：

（1）减少C的投入量。在合作过程中必不可少

会产生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资金成本，企业要

统筹规划好联盟共享的机制，做好事先的预算以及

过程中成本的控制。参与突破性创新的联盟企业

可以通过开展高水平的合作，实现在技术、管理及

信息方面的沟通，达到提高联盟合作的管理水平，

从而达到有效降低突破性创新联盟合作的成本。

（2）扩大惩罚系数g。在企业合作共享中，难免

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也就是只接受联盟企业的知

识，不贡献自身的知识，此举不仅会损失企业的形

象还会提高合作的风险。可以考虑构建奖惩完善

的奖惩制度，提高g的系数，用合作成果来监督企业

双方的贡献，有利于企业提高学习能力扩大知识量

以及赢得对方企业的尊重。对于参与突破性创新

联盟的企业来说，可以通过共享管理知识、技术知

识和组织文化方面的知识，以期推进联盟双方高水

平的合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减少企业失德

行为的发生，加大对违反合约的企业的惩罚力度，

让失德行为付出惨重代价，才能够有效避免企业的

投机行为，能够有效提高合作水平。所以扩大惩罚

系数有利于降低企业投机行为，能够提高组织间知

识共享的效果。

（3）加大知识贡献量D。当D越大，会发现企业

获得的收益U越大，收入和付出呈正相关比例，D的

数值越大，一方面是鞍点E（x*，y*）越接近于原点，双

方选择共享知识的概率大，另一方面，贡献值越大，

惩罚制度数值就会越高，就会降低企业选择非知识

共享的概率。因此，知识贡献量增大能够给予参与

突破性创新联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技术创新知识

资源，能够较好地吸引外部企业参与突破性创新知

识联盟，此外，较多的知识贡献量能够增加突破性

创新联盟的吸引力，从而使得参与方对联盟有更多

期待，从而有利于参与联盟企业更多地采取知识共

享行为。

图1 演化与博弈相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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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对突破性创新的财政补贴。以上三点

是我们通过演化与博弈计算出来的有效改进企业

双方联盟知识共享的改进方案，企业间要想达到预

期的知识共享合作效益，紧靠企业双方是很难实现

的，要想达到突破性创新的联盟知识共享，笔者认

为还需要政府的支持。除了我们要对于非知识联

盟方指定惩罚措施，还要对积极响应联盟知识共享

的企业的一些奖励，特别是对于合作方式创新化，

分享知识创新化，技术共享创新化这些不断进行改

革和创新的企业，政府要给与大力的支持，促进所

有企业不仅要知识合作分享，还要不断突破现有模

式与知识，要不断研发新的模式技术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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