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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知识是创新的基础。经济的全球化和网络化，使得人才、

技术和知识的流动加剧，组织创新越来越具有开放性特征，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企

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利用外部分散的知识网络来实现产品创新。威客模式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新的互联网应用模式，威客模式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创新的提

供方和需求方结合起来，其中创新的提供方-威客团队，通过为企业或个人解决

问题而将自身的智慧、知识、能力、经验转化为创新产品，从而实现知识的价值

化。可以看到，对于威客团队等以创新为主要目的团队而言，团队的知识基础对

团队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团队的知识结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对

于促进该领域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团队知识结构包括两个维度，即团队知识异质性和团队知识专业性。其中团

队知识异质性是团队知识结构的重要特征，它可以为团队带来广泛的资源，扩大

团队的知识总量，为团队成员提供多样化的视角和观点，进而激发团队成员的创

新潜力。团队除了需要具备多样化的知识基础以外，还要对特定领域的知识有深

刻的理解，即需要具有一定的知识专业性。知识异质性和知识专业性分别从横向

和纵向反映了团队的知识结构特征，两者共同决定了创新可能的空间和范围，对

两者同时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团队知识结构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以往的研究多是从团队冲突、知识共享等中介变量的角度来研究知识对创新

产生作用的中间路径，而忽略了影响知识发挥作用的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为了

弥补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本文在知识产生作用的环境层面引入团队创新氛围（团

队合作经验、团队资源投入、团队工作负荷）来研究其对团队知识结构与创新绩

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等方法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团队知识异质性与团队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 

（2）团队知识专业性与团队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团队知识专业性对团队

知识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3）团队创新氛围中，团队资源投入和团队工作负荷均对团队知识创新起

到正向调节作用；而团队合作经验的调节作用并未通过检验。 

 

关键词：知识结构；创新氛围；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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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The soul of an enterprise is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is the foundation of 

innovation. The globalization and networking of economic increased the flow of 

talent,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pen. And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t is possible for 

enterprise to realize product innovation by using external distributed knowledge 

network based on the internet platform. A new internet application come into been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at is Witkey model, it connect the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of innovation via the internet platform. The supply side is Witkey team, their 

wisdom, knowledge, ability and experience convert into creative products by solving 

problems for enterprise or individuals. So for teams like Witkey teams that aim to 

innovation, team's knowledge base plays a vital role in team innovation.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eam's knowledge structure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Team knowledge structure includes two dimensions, namely, team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and team knowledge specialty. Team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eam knowledge structure, it  bring a wide range of resources, 

expand the knowledge base of the team, provide diverse views and perspectives for 

the team members, thereby stimulating the innovation potential of the team members.  

In addition to diverse knowledge base, team also needs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ledge in specific area, namely knowledge specialty.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and knowledge specialt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m knowledge 

structure from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ide respectively, and both of them decide the 

possible space and scope of innovation. So studying both of them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team knowledge structure to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ore comprehensively.  

Previous studies all focus on mediating variables, like team conflict, but ign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contextu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eam knowledge base. 

To make up for the insufficiency of relevant study, we introduce the tea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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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tmosphere (team cooperation experience, team resource input, team workload)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to study its regulating effects on team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eam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and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2) Team knowledge specialt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ea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t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m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3) At the team innovation atmosphere level, the team resources input and team 

workload all hav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to knowledge innovation, bu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am cooperation experience has not been tested.  

 

Keywords: Knowledge Structure; Innovation Atmospher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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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新产品、新技术或新思路时刻改

变着各行各业的发展轨迹，创新能力成为决定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了迎合竞争和创新的需要，组织结构越来越扁平化，各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也不

断涌现，如网络组织、虚拟组织。这就催生了跨部门、跨职能，甚至跨组织、跨

学科团队的形成。团队形式不仅灵活，且可以整合多样化的知识和技能，推动创

新实践。经济的全球化和网络化，也加速了人才、技术和知识的流动，组织创新

越来越具有开放性特征。互联网的发展使开放式创新平台成为可能，基于互联网

平台企业可以利用外部分散的知识网络来实现产品创新，这也充分调动了企业外

部大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威客模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新的互联网应用模

式，威客模式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创新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结合起来。威客模式中创

新的提供方即为威客团队，威客团队通过为企业或个人解决问题而将自身的智慧、

知识、能力、经验转换为创新产品，从而实现知识的价值化。可以看到团队的知

识基础对团队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威客团队的知识结构对创新

的影响对于促进该领域创新发展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如何有效利用团队知识，提高团队的创新能力，进而实现更高的团队创新绩

效也一直备受管理领域学者的关注。创新的本质是对知识进行重新组合或者创造

新的知识，因此创新不可避免的要与其知识基础相联系。团队的知识结构是影响

团队创新的重要因素，包括知识异质性和知识专业性。 

知识异质性作为团队知识结构的关键特征是激发个体和团队创造力的重要

源泉。邓今朝和王重鸣认为，团队的多样性首先表现为知识的多样化，面对特定

的问题，人们往往会习惯性的相信并依赖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知识和经验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式[1]。因此，知识异质性对于有效的团队运作尤其重

要。而事实上，团队知识异质性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非常复杂，目前

学者并未形成一致结论。如王颖和彭灿的研究发现，团队知识异质性的不同维度

会对创新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团队成员的知识技能与职业经验异质性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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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教育背景异质性则会对知识创新绩效产生

负面影响[2]。知识异质性就像一把双刃剑，有的学者认为知识异质性会给团队带

来更多的想法、观点、知识和经验等，有利于激发创造性思维，对创新和绩效有

积极的影响[3]，但也有学者提出知识异质性可能会导致误解、降低决策速度，影

响团队过程，对团队绩效产生不利影响[4]。可见，知识异质性可以使团队成员接

触到不同的知识背景，但是如果团队成员不能有效地理解、沟通、分享彼此的专

长，则团队就不能充分利用成员的异质性知识。也就是说知识异质性为团队提供

了创新的潜力，但这种潜力是否能够被实现还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在目前的多数

实证研究中，团队知识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仍未被验证[5]。人们对

于“团队知识异质性如何影响创新”以及“哪些条件可能会增强或减弱知识异质

性对创新影响”等问题仍然没有清晰的理解与结论。 

团队除了需要具备多样化的知识基础以外，还要对特定领域的知识有深刻的

理解，即需要具有一定的知识专业性。目前学者大多聚焦于对知识异质性的研究，

而忽视了对知识专业性的研究。知识异质性和知识专业性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反映

了团队的知识结构特征，两者共同决定了团队创新可能的空间和范围，因此只有

对两者都进行研究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团队知识结构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现有研究多是从团队冲突[6]、团队沟通[7]和知识共享[8]等内部过程的角度来

研究团队知识异质性作用于创新绩效的中间路径，而较少关注影响创新绩效的情

景因素，忽视了知识产生作用的外部条件。因此本文在知识产生作用的外部环境

层面引入团队创新氛围（团队合作经验、团队资源投入、团队工作负荷）来研究

其对团队知识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1.2 基础概念定义 

在本文中，团队知识结构包含两个维度：知识异质性知识专业性，为了更好

地理解其概念的来源及内涵，现做如下具体解释说明。 

本文对团队知识结构中知识异质性和知识专业性的定义，来源于对组织知识

基础研究中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的概念。 

组织知识结构涉及知识的宽度和知识的深度，体现了知识在横向和纵向上的

发展特征，两者共同决定了组织创新的空间和范围。知识的宽度，是对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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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的测量，是指企业对知识或技术领域的覆盖范围，即反映了企业拥有的知识

或技术领域的多样化程度；知识的深度，是对知识垂直维度的测量，是指企业对

特定知识或技术领域的理解程度或熟悉程度，反映了企业在特定领域的知识积累

[9-10]。 

面对日益复杂以及快速变动的竞争环境，组织为了实现长远的生存与发展，

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知识的多样化。相比于从市场获取知识，企业拥有

较宽的知识基础将会获益于知识分享，进而更有可能带来突破性创新[11]。企业拥

有的知识越广泛，则其能够重组的知识元素也越多，每种知识要素都包含独特的

机会，这会为企业带来意外的收获，这提高了知识交叉利用(Cross- fertilization)

的概率，即借助于某一领域的知识，将其应用到另一个领域之中。另外企业拥有

的知识越广泛，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市场信息，则能够更好地识别出现的新技

术或新市场的潜力[11]，即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能更有效地进行信息处理，更快速

地识别市场机会，并通过对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重组或整合，及时调整创新的方

向或路径，因而对不确定性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Nesta & Saviotti对医药行业的

研究显示，企业知识基础的宽度与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2]。  

组织除了需要具备多样化的知识基础以外，还要对相关领域的知识有深刻的

理解，即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深度。只有构筑深度的知识基础，才能洞悉相关知

识元素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这有助于提高企业对相关知识资源的整合和利用

能力[10]，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D'Este 的研究表明知识深度的提高有利于创新绩

效的提升[9]。事实上，很多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企业知识基础的深度和宽度特征会

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9, 11, 13]。 

本文也从这两个维度来描述团队的知识结构，并称其为：知识异质性和知识

专业性。团队知识异质性，即团队知识的广度，是指团队拥有的与任务相关的知

识类型或领域的异质性；团队知识专业性，即团队知识的深度，是指团队对相关

知识类型或领域的理解程度，反映团队对相关领域知识的积累与反复应用程度。

本文会在第二章理论综述模块对团队知识异质性和团队知识专业性的相关理论

和研究现状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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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1.3.1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规范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首先基于

相关的文献研究，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然后运用 SPSS 等统计分析

软件对收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文献分析。通过检索、阅读、分析和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该领域

的理论知识、研究进展有了详细的了解，为本文理论框架的构建及研究假设的提

出奠定了基础。 

（2）实证分析。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威客网站的二手数据，运用 SPSS 等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对本文的理论模型

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以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 

1.3.2 研究框架 

第一章 绪论。首先指出团队知识结构对于团队创新管理的重要性，即现实

背景；然后简单分析了团队知识结构对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的不

足，即理论背景。并在此基础上，理清本文的研究方向，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

然后以此为切入点，明确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研究回顾。首先对开放式创新理论作简单介绍，并引出

威客模式，然后对团队知识异质性、知识专业性、创新氛围和创新绩效的定义、

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总结和梳理。 

第三章 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和理论模型。 

第四章 实证分析。首先，进行样本选择并对相关变量进行测度；然后，对

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最后，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多层次分析，以验证各研究假设。 

第五章 讨论与结论。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分析和总结。基于主要研究结

论，提出策略性的管理建议。并指出本文的研究贡献、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

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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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研究框架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 梳理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为构建理论模型奠定基础 

第一部分：绪论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基础概念、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第三部分：研究设计 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 

 

第四部分：实证分析 
样本选择及变量测度，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假设检验 

 

第五部分：研究结论 研究结论、管理建议、研究贡献、研究局限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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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理论和研究回顾 

2.1 开放式创新 

2.1.1 开放式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长期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传统的封闭式创新(Closed Innovation)模式

下，企业主要利用自身的人力和财力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进而将其市场化，获得

利润回报。但是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人才、技术、知识的流

动性加剧，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仅仅依赖企业自身的人力、财力已无法应

付技术的日新月异，在高技术密集度和技术融合的行业尤其如此。如思科被认为

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企业之一，但它很少进行内部研发而是从外部获取其大部

分的技术资源。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外部资源进行创新，或通过外部渠

道把自身的创新成果市场化。针对这一现象，哈佛大学的 Chesbrough 教授在 2003

年提出“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概念，指出创新不必总是囿于企业

的边界之内，应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来实现创新[14]。 

与封闭式创新相比，Chesbrough 总结了开放式创新的六个基本特征：并不是

所有的聪明人都在为我们工作，因此我们需要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所有聪明人进

行合作；外部研发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我们应该分享；企业并非只能通过内部

研发才可以获利；建立一个更好的业务模式远比把产品推向市场更为重要；充分

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所有好创意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我们应当从他人使用我们

的知识产权中获益，同时只要能够提升或者改进我们的业务模式，也同样应当购

买他人的知识产权[14]。 

近年来，开放式创新在实践中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将开放式创新

作为自身研发和市场化努力的补充。具体而言，依据知识的流动方向开放式创新

可以划分为两类，即引入型开放式创新（Inbound Open Innovation）和输出型开

放式创新（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引入型开放式创新，是指在创新的探索阶段从外部获取创新观点、知识、方

法、解决方案等，如一些大型制药企业（如 Eli Lilly）从生物技术公司等外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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