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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转移激励管理》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对知识转移激励的基本内涵和相
关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提出了知识转移的前导激励因素、中间影响因素、效果绩效因素之间相互关
系的相关命题假设；构建知识转移激励的相关关系结构模型和统计模型，设计了知识转移激励的潜变
量和观测变量；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探讨了知识转移前导激励因素、中间影响要素和效果绩效要
素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分析了前导激励因素与中间影响要素以及效果绩效要素之间的传导机理，
包括激励因素的内外协调机理，组织氛围的环境诱导机理，组织制度的需要满足机理以及组织结构的
渠道支撑机理等；制定了知识转移激励的管理策略研究，包括基于内部动机的氛围激励，基于外部动
机的制度激励，基于能力提升的结构激励，基于知识立方体的整合激励以及基于职业生命周期的发展
激励；最后对《知识转移激励管理》的主要结论和创新进行了总结，指出了研究局限和完善建议。
　　《知识转移激励管理》丰富了知识转移激励理论和知识型员工管理理论，为加强企业员工关系管
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为组织提升组织成员的知识转移绩效和能力，增强企业的动态竞争优势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促进企业组织成员的职业发展和价值的实现等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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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知识转化　　随着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相关学者对组织知识转化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最具代表性的是Nonaka（1991）的SECI模型，企业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知识创造有机体，隐性和显
性知识总是附着在各个知识载体之中，个体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基本单元，团队则是最小的知识创造组
织单元，组织知识转化主要发生在个体、团队和组织层次主体中。
　　①个体知识转化。
个体知识就是个体拥有的学识、技能、经验等很难被其他个体掌握的高度个性化知识，个体知识既是
知识转化的起点又是知识转化的终点。
个体知识总是首先产生于个体头脑中，很大程度上难为他人所用，是独有和隐性的。
以个体隐性知识作为起点，对某些可显性化的技能、经验和诀窍等隐性知识经过挖掘、记录、整理和
总结等能够外化为用数字、符号、文字和语言表达的个体显性知识。
同时，个体知识必须在不同个体间交流、反馈、共享与转化，再通过个体体会、理解、消化、吸收和
储存，最终才能转变为个体自己拥有的知识。
　　②团队知识转化。
团队是以团队任务为导向，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由知识和技能互补的个体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决策权
的工作单元①。
团队知识就是团队拥有的文化、经验以及问题处理能力等，它是个体知识的集成者和组织知识的提供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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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转移激励管理》由陈耘著，知识经济下，知识既是竞争优势和知识创造的源泉，又是知识转移
的对象和知识创造的成果。
而在知识社会中领头的将是懂得怎样把知识分配于生产用途的管理人员、经营人员、技术人员。
个体知识的转移直接受制于转出方与接受方的转移能力和转移意愿，所以要实现知识的有效转移，组
织必须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措施，而要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措施一方面必须识别影响知识转移的
前导激励因素、中间影响因素以及效果绩效因素；另一方面要洞察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传导机理。
基于此，本书旨在识别影响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探究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制定相应
的激励机制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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