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    密级      

学号：17620061151293                                          UDC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隐性知识显性化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cit 

Knowledge Explication and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陈丽雪 
 

指导教师姓名：何燕珍  副教授 

专  业 名 称：企  业  管  理 

论文提交日期：2009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2008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2008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09 年 4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04835?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

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

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

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

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

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

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

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

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

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

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

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

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摘 要 

自波兰尼 1958 年在他的《个人知识》中首次提出隐性知识理论以来，隐性

知识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近年来更是成为知识管理领域的一个热点话

题。 

对隐性知识的研究，早在波兰尼提出“隐性知识”这个概念之前就已经存在，

如中国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就是对“隐性知识”的 好写照。但自

波兰尼 1958 年正式提出这个概念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地对隐性知识刮目相看。

人们逐渐认识到隐性知识对企业的重要性，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完善、更能创

造价值是知识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袁庆宏，2001）。因此，如何开发和利用隐

性知识，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归纳总结了影响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因

素、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测量维度及组织绩效衡量指标，提出了研究三者之间关

系的概念模型，分析了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企

业性质、企业规模对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隐性知识显性化影响因素及其各维度与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显著正相关。 

2.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与组织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3.隐性知识显性化影响因素通过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影响组织绩效。 

4.企业性质与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及组织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不

同性质的企业在总体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知识流程化/系统化水平上存在显著

差异。 

5.企业规模与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及组织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知识流程化/系统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隐性知识；显性化；组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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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Polanyi proposed his tacit knowledge theory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Personnel Knowledge"in 1958, the tacit knowledge had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by scholars of all countries aroun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t already existed for the research on tacit knowledge as early as in that the"tacit 

knowledge" was be concept proposed by Polanyi. For example, there is a folk say 

like"Only may get an idea cannot say"in China.After this concept was proposed by 

Polanyi officially in 1958, the people then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it truly. People 

gradually real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acit knowledge in enterprises.It is an 

important viewpoint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that the tacit knowledge is more 

perfect and can create more value than explicit knowledge.Therefore, how to develop 

and utilize tacit knowledge,and promote the explication of tacit knowledge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in research. 

B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factors 

for measuring the explication level of tacit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and which influence and the explication level of tacit knowledge, as well as raises a 

conceptual model for further studying of their relation, then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lication level of tacit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nature and scale.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xplication level of tacit knowledge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explication level of tacit knowledge. 

2.The explication level of tacit knowledg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3.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xplication level of tacit knowledge affect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explication level of tacit knowledge. 

4.The nature of enterprises is not significant related to the explication lev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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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it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but the explication level of tacit 

knowledge and the systematical degree of knowledge have been significant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nature of enterprises. 

5.The scale of enterprise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explication level of tacit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systematical degree of knowledge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scale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Tacit Knowledge; Explication;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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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自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于 1996 年在其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中首次提出知识经济这一概念以来，知识管

理越来越受到学术、企业各界人士的关注，知识管理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研究的热

点。知识对人类而言，已经变得像食物、空气和水一样不可缺少，知识对于人类

的价值日益提升。在管理领域，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哈佛大学的学

者们认为，当前企业管理已经进入第六个阶段，即全球化和知识化的阶段。在这

个阶段，持续成长成为管理的目标，知识管理成为管理的主题[1]。知识作为企业

竞争的资源和管理的对象，其重要性日益突现。 

为了使企业产生持续的竞争力，许多公司和组织积极采取对策，加强对知识

的管理，搭建自己的知识管理系统，努力提高对组织内部已有知识的应用效率，

例如，惠普、IBM 等公司先后组建了自己的信息数据库，实现组织知识共享[2]。

国内外学者也纷纷对知识管理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前对知识管

理与组织绩效的研究颇多，知识管理能够有效促进组织绩效也已被理论和实证方

式予以证实。 

根据知识能否清晰地表述和有效地转移，可以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这两类知识之间的相互转化产生的

新知识[3]，即形成创新力，从根本上说，组织的创新力来源于组织的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知识类型，对于知识的创新和价值的创造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是个人和组织发展迈向成功的基石。隐性知识之父波兰尼认为隐性知识

是人类所有显性知识的“向导”和“主人”。 

在知识经济中，隐性知识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就学术领域

来讲，隐性知识的概念与理论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充分关注，相关的研究很

少。目前对于知识管理的研究也都主要集中在对显性知识管理的研究，而对隐性

知识的研究甚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显性知识相对来说是可见的，易于管理的，

而隐性知识则是具有默会性质的、较难于管理的。然而，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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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更能创造价值，隐性知识的挖掘和利用能力，将成为未来个人和组织成功

的关键。因此，对隐性知识的研究，特别是对隐性知识如何促进组织绩效的提高

并 终决定组织成败的研究迫在眉睫。 

隐性知识是构成组织持久竞争力的根本源泉，然而，由于隐性知识如个人的

经验、技能等通常依附于个人，具有个人垄断性、不易表达等特点，不便于传递

与普及，而组织绩效的提高 终取决于组织团队每个成员的高绩效，因此，只有

促使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即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才能使隐性知识发挥

大的作用，实现 大的价值，更好地为组织服务。 

回顾国内外文献，目前仅有的少量对隐性知识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对隐

性知识的概念、理论、转移路径、转化模式、度量方法等的研究，且大部分处于

理论研究领域，实证研究较少。然而，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隐性知识都能实

现显性化，要实现隐性知识的完全显性化是不可能的，在学术、企业各界孜孜不

倦地追求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中，如何界定组织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水平，换言

之，组织中可以显性化的隐性知识究竟是否已经得到显性化，这个水平如何界定，

以及组织隐性知识的不同显性化水平是否会影响组织绩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组

织绩效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国内却几乎没有人进行过研究，实证研究更是没有。 

本文抓住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及组织绩效这两个关键点，以隐性知识问题的

提出、隐性知识显性化问题的研究为主线，归纳了目前关于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影

响因素以及隐性知识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假设模型，

对不同企业隐性知识的不同显性化水平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后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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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 

1．探讨企业隐性知识显性化程度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隐性知识管理是

知识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隐性知识只有得到显性化才能 大程度的传播，将个人

知识转化为企业共有的知识。然而隐性知识显性化只是隐性知识传播的一个途

径，不同的隐性知识显性化程度对企业组织绩效的影响程度如何，是本研究力图

探讨的主要议题之一。 

2．探讨企业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影响因素与隐性知识显性化及组织绩效之间

的关系。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员工知识储备、企业制度、企业

文化等等，这些因素是否会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若产生影响，是直接影响还是

间接影响？这种影响与通过影响隐性知识显性化进而影响组织绩效之间是否有

差异？差异多大？这些也是本研究力图探讨的重要议题。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1．以国内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与组织绩效为

基础进行研究，丰富了隐性知识显性化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方面的实证研究。 

2．从提升组织绩效的角度探求促进企业隐性知识显性化的途径。 

3．为隐性知识显性化理论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二）实践意义 

1．当前对知识管理的研究是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对于知识管理中

的隐性知识的实证研究却少之又少，本文致力于从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角度，研究

其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从知识管理的角度为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提供一些借鉴。 

2．本文试图从提升组织绩效的角度来体现隐性知识对组织发展的巨大促进

作用，提高学术界及企业界对于隐性知识的理解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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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本研究正文共分为六章，研究框架如图 1-1，主要研究内容体系如下： 

第一章——导论。通过对隐性知识理论与实证研究现状、隐性知识显性化研

究面临的问题的分析阐释本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并对研究方法与架构进行说明。 

第二章——文献回顾。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作为本研究架构与假设

的基础。 

第三章——研究设计。对研究构思的说明，介绍研究变量的设计与界定、量

表的编制、数据分析方法的选择。 

第四章——初步测试与分析。对初步形成的问卷进行试测，并进行信度、效

度分析，进一步完善问卷结构， 终形成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的正式问卷。 

第五章——正式施测与测试结果分析。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讨论，包括

样本分析、信度效度检验、统计结果分析， 后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提出建议。 

第六章——研究总结。论述研究贡献点、研究局限及对未来研究发展的展望。 

 

 

 

 

 

 

 

 

 

 

 

 

 

图 1-1：研究流程图

研究背景与研究框架 

隐性知识文献回顾 

研究构思与设计 

问卷设计与初测 

正式问卷发放与回收 

研究结果分析 

数据处理与分析 

结论与建议 

正
式
问
卷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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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回顾 

第一节 隐性知识相关研究 

一、知识与隐性知识 

1958 年英国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在其代表作《个人知

识》中首次提出了“隐性知识”这一术语，引发了学术界对知识问题研究的热潮。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对知识问题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为知

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知识的分类

问题。根据知识能否清晰地表述和有效地转移，目前管理学界通常将知识分为隐

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和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两类，但是对这两

个概念却尚无明确统一的界定。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于 1996 年在其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中首次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并将知识区分为四

类：Know-what：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why 关于自然的原则、规律等科学知

识；Know-how：完成任务的能力和技能；Know-who：知道并了解其他人的特长。

并将前两种知识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两种知识归为隐性知识。 

根据维娜·艾丽（Verna Alee）的描述，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远远大于显

性知识。我们可以把员工的知识比喻为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冰山，露出海面的可见

部分为员工的显性知识，而沉入海水中的部分为员工的隐性知识。而且，透过海

水还可以看到海平面下冰山浸入海水中的一小部分，这一部分相当于可被转化的

隐性知识，还有一部分为不可转化的隐性知识，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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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知识的分类 
资料来源：张雯，齐捧虎．隐性知识研究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8 年 3 月，第 13

卷，第 2期． 

 

在传统经济社会中人们只注意到显性知识的作用，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显性知

识的管理和利用上。而事实上，在茫茫的知识海洋中，人类的显性知识只是浮出

水面的冰山一角，隐性知识则是我们未见的冰山的主体。隐性知识是大量存在的，

波兰尼用一句经典的话概括了隐性知识：“我们所认识的多于我们所能告诉的。”

[5] 

二、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内涵与特点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又密切相

联，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也会发生转化。 

（一）显性知识的内涵和特点 

1．显性知识的内涵 

根据波兰尼的定义，显性知识即指“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

的”[5]知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用以利用知识的工具越来越丰富，显性知识

的范围也得到了扩大，后来的学者们进一步对波兰尼的知识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

展，对显性知识的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 

Nonaka 和 Takeuchi 把显性知识定义为：可以用文字、数字、形式化和系统

化的语言来表达的知识。 

Hedlund 将显性知识称为有条理的知识，指可以通过口头、文章、电脑程序

或图画等表达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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