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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的知识基研究述评及展望

●陈佳媛

　　

[摘要]现有研究认为知识基是一个由相近知识元素构成的集合,是创新的基础,创新过程依赖于特定的知识

基.知识基的相关研究立足于分析知识特征及知识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定量化分析知识配置对创新的作用

和互动关系,实现了对以知识增值为基础的创新过程的客观描述.目前,相关理论正逐渐趋于成熟,并已成

为创新研究中的新视角.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分析了知识基的内涵和特征,探究了知识基的结构和

分类,论述了知识基在产业、区域和企业等不同层面对创新的作用,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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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过程中的知识演化和增值是一个涉及多个拥有知

识资源的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复杂过程。 对知识特

征及知识间互相关系的刻画和测度成为描述和分析创新过程

中知识演化和增值的一个基础。 现有研究认为，知识基是

一个由相近知识元素构成的网络，对于产业、区域和企业层

面的创新和创新绩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聚

焦于以下一些方面，如知识基分类、知识基演化、知识基结

构和测度，以及知识基与创新的关系，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创

新管理领域一个新兴的分析知识存量和特征的新视角，已取

得了重要进展。

然而，关于知识基的理论研究面临一定挑战。 首先，

知识基的内涵不够清晰。 尽管很多学者阐述了对知识基的

认识并给出了定义，但仍未能完整概括知识基的内涵。 其

次，关于知识基的结构与分类，不同学者依据研究情景得到

了不同的结论。 再次，关于对知识基进行科学的测度并分

析其动态过程缺乏系统的结论。 最后，知识基成长对创新

的作用，以及推动这个过程的机制都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

针对上述不足，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有关知识基的研究进

行梳理。 第一部分分析知识基内涵，阐述知识基的特点及

基本属性。 第二部分梳理知识基的结构与分类，探讨知识

基的维度与测量，包括定性化分析和定量化方法。 第三部

分分析知识基对创新的作用与影响，并试图揭示其中的机

制。 第四部分则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进行

展望。

知识基的内涵与特征

Nelson& Winter最早提出知识基的概念，认为知识基

可以视为一簇相近知识元素的集合，如专利、研发成果，这

些知识元素通过一定的关系(如知识应用、转移和共享等)联

结在一起。 后续的学者们都认同知识基是相近知识元素的

集合，但在有关知识基理论的应用层面和领域上，现有的研

究存在一些差异。

(一)内涵

第一类研究使用知识基来分析和表示某个领域内或产业

内的知识分布和知识水平。 Smith指出，由于特定区域或

产业内成员共享特定的科学和技术参数，对技术特征、表现

形式、应用领域等都有趋于一致的理解，这种共享的知识集

合就是这个区域或产业的知识基。 因此，产业的知识基也

即表现为一种知识(在产业内)的分布和配置。 沿着这个思

路，这一类的研究提供了这样的观点：产业内的知识分布和

配置是由不同类型甚至是跨部门的组织拥有的知识而构成，

具有异质性和系统性特征，成为社会和产业创新的基础。

第二类研究将知识基理解为区域创新系统中知识的配

置，因而知识基也成为影响系统内知识流动最关键的因素。

这一类研究强调创新系统与知识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方面，魏江等基于案例研究发现，知识基对区域创新体系

的构建也具有重要影响，为了充分促进和提升创新系统内的

知识增值和创新产出则必须考虑知识基的作用，因此需要考

虑创新系统中创新主体构成与知识基之间的匹配程度，这种

匹配程度决定了创新系统的功能与质量。

而当前受到更多关注的第三类研究则用知识基来分析和

表示组织内的知识水平和配置。 学者们认为知识基主要源

于组织以往的知识和经验，是组织生产和运行过程中为了实

现组织目标而应用的知识集合。 Pablo认为，企业知识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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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是构成企业间异质的基础性因素。 因而，依据这种战略

性分析可知，知识基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原因。 另一些

研究则把知识基视为一个由相近知识元素构成的网络，认为

知识不但存在于知识基中每一个知识节点，还存在于各个节

点间的联结中。 因而一些学者使用复杂网络的分析方法来

刻画和分析知识基的结构与作用。 从总体上看，知识基的

分析方法还不够完善。

(二)特征

通过对知识基内涵的分析，学者们试图总结和梳理知识

基的特征，发现知识基具有复杂性、粘滞性、路径依赖性和

动态性等特征。 首先，知识基与特定的情景和背景密切相

关。 例如Paoli&Prencipe研究了复杂产品系统和开发过程

中知识基的作用，发现知识基根植于特定的产品背景中，知

识基基于该背景发挥认知环境和推动产品创新的作用。 其

次，知识基受过去的组织记忆的影响，组织内的信息采集和

存储方式、资源投入、企业家精神、组织结构和沟通渠道设

计都对知识基的水平具有影响，因而具有路径依赖性。 最

后，知识基将随着创新活动的推进而演化，因而具有动态

性。 Krafft等人则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知识基的演化代表

了知识的创造和演化过程，协同方知识基的初始结构状态将

影响协同创新知识演化的过程。 同时，根本性创新将造就

新知识基并意味着进入新的技术轨道，而在渐进性创新中，

知识基将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

知识基的结构与分类

(一)结构

随着对知识基结构认识的深入，学者们推动知识基的定

性化分析向定量化描述发展。 Cantner等人从两个方面来测

度知识：以区域内某段时间内的专利申请量来测度知识基水

平，以区域内拥有专利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来测度知识基互补

性。 最新的研究是，Krafft等人开发了知识基结构特征的

表达函数，从适用度、协调度和相似度等维度刻画知识基之

间的互相关系，通过实证研究描述了上述维度在创新主体探

索型和利用型学习中的变化趋势。 Krafft等人的开创性研

究使得知识基结构的描述得以量化，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

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二)分类

得益于知识基结构的研究，针对知识基分类的研究逐步

展开。 知识基分类研究是对相关内涵研究的深化，也是探

究知识基功能和作用的基础。 整体看，知识基的分类研究

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 首先，依据知识创造的特性，

Asheim & Coenen将知识基划分为解析型知识基(与显性知

识相关)和综合型知识基(与隐性知识相关)：解析型知识基

指的是支持全新知识创造而形成知识增值的知识配置集；综

合型知识基指的是支持现存知识应用或知识新组合而形成知

识增值的知识配置集。 一些学者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产

业内的知识基类型。 基于对知识基结构的认识，Zhou& Li
则基于知识基的宽度和深度来对知识基分类，其中知识基宽

度是指企业拥有的知识涵盖的跨领域程度，即异质性水平，

而深度是指在核心领域知识的精细化和复杂化水平。

知识基与创新及创新系统的关系

探究知识基在创新及创新系统中的角色和作用，是知识

基研究的起源也是最终的指向。 很多研究在创新管理领域

分析知识基对创新活动和产出的影响与作用，学者们一致的

认识是，知识基是创新的基础，创新过程依赖于特定的知识

基。 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学者们分别从产业、区域创新

系统和企业等层面分析知识基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一)产业层面

在产业层面，学者们的研究发现，知识基的结构和水平

对产业的结构以及发展形成影响，进而影响知识系统的动态

创新能力，最终对整个产业内的创新产生影响。 产业内的

知识流动和创造过程都会作用于知识基，而知识基又将反过

来影响产业整体的知识流动和创造。 基于互相作用的机

理，知识基在产业内多主体参与的创新活动过程中，通过知

识共享过程和知识创新过程获得知识增值，构成产业内创新

的主要价值来源。

(二)区域创新系统层面

在区域创新系统层面，学者们同样从知识基的结构和类

型入手分析与区域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 Cantner等人运用

社会网络视角基于德国和法国的区域创新系统的实证研究表

明，知识基互补性(多样性)越高，则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创新

网络结构越碎片化，同时能吸引更多的创新主体加入该系

统。 Asheim & Coenen的研究发现，当知识基与区域创新

系统相匹配时，有利于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和发展。 徐颖

基于系统协调理论和知识整合理论表明，提升知识整合水平

能够帮助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形成核心竞争力。

(三)企业层面

在企业层面，综合现有研究发现创新就来源于以知识基

为基础的知识交互性活动，知识基从机会搜寻、知识学习、

创新行为和能力等方面对单个企业的创新产生影响。 首

先，就单个企业而言，知识基是机会识别以及实现机会利用

的必要条件。 这是因为，知识基的水平决定了企业能够利

用外部知识的可能性，企业必须在现有的知识基基础上搜寻

外部知识，并将新知识应用到创新中去。 知识基会约束企

业行为和影响创新类型。 从积极方面看，高水平的知识基

放大合作创新带来的收益，包括更大的外部学习视野，更高

的外部学习效率。 而通过整合异质性知识，进一步降低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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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外部知识的障碍，从而降低研发和创新成本，最终促发更

多的创新。

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结论

知识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

众多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根本性问题。 尤其在创新研究领

域，学者们普遍关注各创新主体和主体之间的知识资源配置

关系对创新产出的作用。 知识基的相关研究反映了创新中

知识创造和知识增值的本质，知识基的研究正成为一个重要

的研究热点。

知识基的研究遵循从分析内涵结构向分析作用及与创新

的互动、从定性化分析向定量化描述的演化脉络，相关理论

正逐渐趋于成熟，并已成为一个有助于反映创新尤其是协同

创新核心内容的新研究视角。 当前，在合作创新或协同创

新的相关研究中，知识转移、社会网络和复杂网络等视角较

少考虑各主体异质性，而知识基的视角则将创新主体拥有知

识的特征作为异质性表征并纳入理论框架，通过定量化的描

述来分析知识配置对创新的作用和互动关系，实现了对以知

识增值为基础的创新过程更客观和准确的刻画与描述。 这

是知识基概念和方法的最核心价值。 此外，现有研究表明

创新也对知识系统的配置和分布提出了匹配要求，即不同的

创新目的和创新模式对创新主体的知识具有特定的要求。

知识基相关研究在这方面同样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和更为有效

的分析方法。

本文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理清知识基的概念和方法，辨

识知识基与创新及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对企业、高校和科

研机构等创新参与者和创新管理者更好地推动基于知识增

值，进而促进创新产生和改善创新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作

用。 同时，也对创新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

有助于产生对创新内在机理的新认识。

(二)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本研究的梳理和结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一些方

面展开：(１)进一步完善知识基的表征方法。 定量化的知识

基表征方法是构建客观研究创新中知识增值的方法基础。

完善的知识基表征方法，使其不但包含知识的内在特征，还

需要包含不同创新主体知识的互相关系。 这是构成合作创

新中主体差异和知识异质的主要来源，不同创新主体知识的

互相关系影响了新知识形成的可能性和最终价值，创新主体

之间将通过内在的匹配来共同影响创新产出。 实现以知识

特征和知识间互相关系为基础的知识基分析框架，有助于理

解作为客体的知识与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分析知识

增值过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可操作的分析方法。 (２)分析

创新与知识基之间的作用机制，揭示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

当前的研究已经分析了知识基与创新类型之间的匹配对应关

系，然而并没有揭示两者之间匹配的机制。 通过探究创新

与知识基之间的互相作用机制，分析并揭示两者互相加强和

互相依赖的耦合关系，从动态视角识别创新与知识基之间交

互作用的积极因素和甄别潜在风险，可以为理论上分析提升

创新绩效提供新方法。 (３)分析知识基演化的规律和数量特

征。 依据知识特征和知识间互相关系的作用，通过分析知

识基演化路径和动力机制，打开过程“黑箱”。 基于知识基

的量化分析手段，可以定量化分析创新中知识增值的非线性

过程的边界条件和驱动因素，加深对创新中知识增值的本质

认识，分析知识创造和增值的过程与条件，为创新管理决策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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