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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背景下，组织间合作已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本文从组织学习理论、社

会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不同视角对组织间知识获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构建了组织间

知识获取研究框架。此外，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

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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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正面临高度变化和不确定性

的经营环境。仅仅依靠内部知识，已经无法满足不

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普遍

缺乏创新能力，所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或处于某种情境时，必须从

外部获取知识，而通过构建联盟等组织间关系来帮

助企业获得所需知识成为大部分企业的理性选择。

关于组织间知识获取领域的理论研究，学者们

基于多样化数据，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分

析。但是，现有文献中关于组织间知识获取的研究结

论却不一致，阻碍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例如，知识

基础观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内部知识整合与外部知识

获取来实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Ｇｒａｎｔ，１９９６）
［１］。

企业在对内部或外部知识获取进行决策时主要考虑

交易成本和收益（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７５）
［２］，而通过联盟

获取外部知识可以降低内部创新成本，直接提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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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企业跨越了组织边界，扩大知识获取的范围，因

而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Ｃａｌｏｇｈｉｒｏｕ，

２００４）
［３］。此外，网络关系视角主要从网络特征来分

析其对知识获取和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与不同行

为主体合作，获取多样性知识，从而推动企业创新

（Ｗ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Ｒａｊａｌａ，２０１０）
［４］。Ｉｎｋｐｅｎ＆Ｔｓａｎｇ

（２００５）
［５］研究了不同类型的网络对企业知识转移的

影响，认为不同的网络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也不同。

另外，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许多研究表明企业所拥有

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实现组织间知识获

取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Ｌａｕｒ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Ｐｒｅ

ｓｕｔｔ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ＹｌｉＲｅｎｋ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６８］。

Ｌａｕｒ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８］的研究发现，社会互动频繁

的企业能够提高外部知识获取的有效性，从而更容

易实现产品创新。还有一些研究认为，社会关系能

够通过促进知识转移（Ｌｉ，Ｐｏｐｐｏ，＆Ｚｈｏｕ，２０１０；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ｕ，２０１３）
［９１０］和创新（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来改善企业绩效。李纲和刘益（２００７）提出社

会资本能够促进企业外部知识获取，从而影响产品

创新。简兆权等（２０１０）也指出，企业网络关系能够

正向影响知识共享。还有学者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分

析了组织间知识获取对企业的影响。

不同的理论视角、不同的调查样本，导致现有关

于知识获取影响企业绩效的结论不一致。因此，有

必要对相关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鉴于此，本文梳

理了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组织间知识获取研究，构建

理论框架并提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还进行了

未来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２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组织间知识获取

研究

２．１　组织学习理论

组织学习理论为回答组织间知识获取的影响作

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视角。现有文献中，学者主要

将组织学习理论运用在组织间知识获取的两个方

面。一方面认为，组织间知识获取对企业具有积极

意义，组织学习在知识获取过程中起到推动和保障

作用（朱秀梅等，２０１１）。组织学习可以保障组织间

的知识获取活动，是一种有效的流 程 或 机 制

（Ｓｃｈｎ，１９９６）。特别是在动态竞争环境中，组织需

要通过组织学习促进组织间的知识获取，继而创造

新知识，提高竞争优势（朱秀梅等，２０１１）。例如，组

织学习可以促进企业主动与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

等进行知识共享，目的是更好地适应消费者需求与

市场动态变化（Ｓｃｈｎ，１９９６）。另一方面认为，知识

获取是组织学习的起点，外部知识获取等组织学习

状态可以有效帮助企业提升绩效。基于组织成长的

视角，Ｃｒｏｓｓ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认为组织学习是组织获

取和应用相关知识和技能来促进组织发展的过程。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知识获取是组织学习的重要组成

部分，企业可以通过获取外部知识进行组织学习，进

而提升创新能力与绩效（郭润萍，２０１６；Ｚｏｌｌｏ ＆

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０２）。组织间知识获取可以帮助企业获

得新知识，打破旧传统，从而重塑组织能力（Ｚｏｌｌｏ＆

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０２）。

值得注意的是，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１）根据组织学习的

内容，将组织学习分为探索性学习（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与应用性学习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Ｋａｔｉｌａ＆Ａｈｕｊａ（２００２）提出探索性学习是企业对新

知识探索的范围，侧重外部知识获取，例如联盟伙伴

间的知识获取行为，而应用性学习是企业对现有知

识的应用程度，注重对内部现有知识的利用。相对

应地，Ｒｏｔｈａｅｒｍｅｌ＆Ｄｅｅｄｓ（２００４）基于联盟视角，认

为探索性学习是以获得新技术和新机会为目的的联

盟学习，而应用型学习是以提高现有技术和能力为

目的的联盟学习。综上所述，组织学习理论在指导、

解释联盟知识获取领域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２　社会网络理论

部分学者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了组织间知识获

取的前因研究，认为网络特征对知识获取具有重要

影响（Ｚｈｏｕ＆Ｌｉ，２０１２）。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学者

从网络结构维度（关系数量与网络中心度）、关系维

度（亲密度与信任）和认知维度（视野、文化距离）进

行重点分析，剖析网络特征对组织间知识获取的影

响。例如，Ｔｓａｉ（２００１）提出，在组织间网络中处于中

心位置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获取知识的机会，从而

促进组织创新和绩效提升。Ｚｈｏｕ＆Ｌｉ（２０１２）对中

国高新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高知识广度的企业

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更容易实现突变创新，高知识深

度的企业通过外部知识获取更容易实现突变创新。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社会网络理论在帮助解释网络

特征驱动组织间知识获取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指

导学者进行了深入分析。

２．３　社会资本理论

与上述社会网络理论较为接近，社会资本理论

主要解释组织间知识获取的前因，即强调企业所拥

有的社会资本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重要保障

（ＷｉｄéｎＷｕｌｆｆ＆Ｇｉｎｍａｎ，２００４）。基于此，企业才

能通过所获知识进行创新，提高竞争优势（Ｆ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Ｍａｕｒ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对德国工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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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个项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组织成员的

社会资本通过知识获取影响组织成长和创新绩效。

国内诸多学者也从结构资本、关系资本等社会资本

的不同维度探索了其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刘婷和郭

海，２０１３）。在研究对象方面，学者开始更多关注企

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社会资本与知识获取的

影响（熊捷和孙道银，２０１７）。部分学者还探索了社

会资本在组织间知识获取研究框架中的调节效应

（高展军和江旭，２０１１），发现网络连接、关系信任与

共享远景作为情境因素，具有重要影响。整体而言，

社会资本理论从资本的角度阐释了其对组织间知识

获取的影响，为学者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２．４　其他理论视角

除了上述主流理论，在组织间知识获取研究框

架中，学者还从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等视角进

行了深入分析。与知识基础观较为接近，资源基础

观认为企业所拥有的知识可以视为重要的资源，且

该资源具有重要价值、极为稀缺、不可模仿、不可替

代（Ｂａｒｎｅｙ，２００１）。因此，知识资源是企业获取竞

争优势的重要源泉，而企业通过组织间知识获取可

以显著提升企业绩效（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但是与

知识基础观不同的是，资源基础观强调知识的所有

权，即必须是企业所真实拥有的知识资源，而知识基

础观则认可知识的获取过程（罗珉，２００７）。因此，学

者在分析时需要谨慎对待上述理论的差异。此外，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从事内部知识创新需要付出

较大的创新成本，而通过外部知识获取可以有效地

降低成本，但与此同时又需要注意知识获取中发生

的交易成本（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３　组织间知识获取研究框架

经过文献梳理，现有组织间知识获取的研究主

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１）组织间知识获取的前因因

素，回答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组织间知识获取的问

题；２）组织间知识获取与绩效的直接关系，回答组织

间知识获取是否有利于组织绩效及发展的问题；３）

组织间知识获取作用效果的调节因素分析，回答组

织间知识获取在不同的情境下如何影响组织绩效的

问题。

３．１　组织间知识获取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关于组织间知识获取的研究，学者们针对

不同的研究问题构建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框架。同

时，大量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对理论进行了检验。在

组织间知识获取理论框架中，组织间知识获取的前

因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即企业进行组织

间知识获取的驱动因素是什么。现有研究中关于组

织间知识获取的前因变量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知识

特征的影响因素、组织特征的影响因素和网络特征

的影响因素。首先，研究认为知识的属性和特征是

随知识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Ｂｉｒｋｉｎｓｈａｗ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现有实证研究中指出知识模糊性（知识确定

性）是组织知识转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Ｓｉｍｏ

ｎｉｎ，１９９９）。知识模糊性是指关于准确认识知识结

构和来源时固有的不可削减的不确定性，是被转移

知识的内隐性、特有性和复杂性共同产生的效应

（ＶａｎＷｉｊ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知识的模糊性可以防止

知识被竞争者模仿，因此，阻碍了组织内和组织间知

识转移（Ｃｏｆｆ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对特有的知识源的理

解和学习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从而限制了知识转移

活动的最终效果，因此，知识模糊性负向影响组织间

知识转移。

其次，很多学者关注组织特征对组织间知识获

取的影响。尽管组织特征包含的因素无法一一罗

列，很多研究更关注组织规模、年龄、组织权利分化

及吸收能力的影响。在大部分实证研究中，组织规

模被认为是影响组织间知识获取的重要因素，包括

正向影响（Ｌａｕｒｓｅｎ ＆ Ｓ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６）、负向影响

（Ｍａｋｉｎｏ＆ Ｄｅｌｉｏｓ，１９９６）。少数研究认为组织规

模的影响作用不显著（Ｔｓａｎｇ，２００２）。另外，还有研

究认为组织年龄影响组织间知识获取，年轻的组织

比年老的组织学习优势更强（Ｆｒｏ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也有研究认为权利分化和吸收能力影响组织间知识

获取，因为权利分化拓宽了交流渠道，使组织内各单

元协调性增强，从而促进组织间知识获取的质量和

数量（Ｓｈｅｒｅｍａｔａ，２０００）。基于Ｃｏｈｅｎ＆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

（１９９０）的研究，吸收能力是指组织识别、吸收和应用

外部知识的能力。大部分研究认为吸收能力是一种

组织能力，能够促进组织间知识获取。

第三，随着组织间知识获取研究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研究基于双边关系视角和网络视角，提出了很

多重要的影响因素。首先，现有研究认为社会关系

对组织间知识获取和转移有重要影响（Ｒｅａｇａｎｓ＆

ＭｃＥｖｉｌｙ，２００３）。社会关系分为三个维度：结构维

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Ｉｎｋｐｅｎ＆Ｔｓａｎｇ，２００５）。

结构维度方面，关系数量增加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和

机会（Ｔｓａｉ，２００１），强化了组织信息处理能力（Ｈａｎ

ｓｅｎ，１９９９），正向影响组织间知识获取；网络中心位

置能够为企业提供接触外部知识的机会，网络结构

洞位置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异质性知识，因此，都可

以促进组织在外部网络中的知识获取（Ｗａｌｔｅｒ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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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２００７）。关系维度方面，关系强度反映了伙伴

间的 亲 密 度，能 够 促 进 互 动 和 交 流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从而正向影响组织间知识获取（Ｌｅ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也有学者强调了信任的重要作用，认为信任

增加了伙伴间知识交换的意愿，因此也对组织间知

识获取产生积极影响（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认知维

度方面，现有文献指出共有的视野和系统能够促进

伙伴间相互理解，为组织间知识转移提供了一个重

要的知识整合机制，有利于组织间知识获取（Ｌａｎｅ

ａｎｄＬｕｂａｔｋｉｎ，１９９８）；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因素提

高了交流成本，容易使伙伴间产生误解，不利于组织

间知识获取（Ｇａｎｅｓ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还有一些文献

从关系治理的角度，研究不同的治理机制对组织间

知识获取的影响作用（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还有部

分学者提出了制度特征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强调了

政府、母公司等制度性支持的重要作用（徐淑英和刘

忠明，２０１２）。

３．２　组织间知识获取的绩效产出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组织内知识转移和组织间知识

获取都对组织能力、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有重要影

响（ＶａｎＷｉｊ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８）。首先，学者从能力管理

的角度出发，关注组织间知识获取对组织能力的影

响。例如，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提出产业内知识共享能

够促进企业应用能力提升，而产业外知识共享能够

促进企业探索能力提升；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研究了开

放的创新联盟，认为联盟中知识获取能够提升组织

吸收能力；李艳华（２０１３）的研究表明，外部知识获取

有利于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且该作用受内部知识

获取的正向调节。

其次，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在形成创新能力的过

程中需要对自身知识和外部知识进行整合并获得新

创意和开发新产品（Ｖｏｒｈｉ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因此，

大量研究证实，组织间知识获取对创新有促进作用。

例如，Ａｌｍｅｉｄａ＆Ｐｈｅｎｅ（２００４）对跨国公司中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知识获取进行了研究，认为母公司的

技术丰富性、子公司和母公司的知识联系及母公司

的技术多样性，都可以促进子公司的创新。Ｊｉａｎｇ＆

Ｌｉ（２００９）对１２７个德国合作企业进行分析，结果发

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均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

升，而且二者在共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时是互补的。

Ｍａｕｒ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根据２１８个德国工程项目的数

据，发现知识转移（包括知识调动、吸收和应用）能够

中介组织成员社会资本对组织成长和创新绩效的作

用。类似地，在影响财务绩效的研究中，基于台湾电

脑与周边设备企业的样本，Ｌｉａｏ（２０１１）发现知识获

取可以促进创新与财务绩效的提升。

但是，还有研究显示外部知识获取可能会在一

定条件下对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Ｃｏｈｅｎ ＆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１９９０）提出过度搜索外部知识可能会使

组织对外部主体产生依赖，丧失自身核心技术能力，

从而不利于组织创新绩效的提升。Ｇａｎｅｓ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根据１５５个美国光学企业的数据，分析了不

同类型的知识获取对新产品开发的创意性和速度两

个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知识获取比生产知

识获取对新产品创意性的正向影响更大，生产知识

获取比产品知识获取对新产品开发速度的正向影响

更大；非编码知识获取正向影响新产品创意性，负向

影响新产品开发速度。Ｚｈｏｕ＆Ｌｉ（２０１２）对中国高

新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对于高知识广

度的企业，内部知识共享促进突变创新，外部知识获

取阻碍突变创新；对于高知识深度的企业，内部知识

共享阻碍突变创新，外部知识获取促进突变创新。

也有研究发现外部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之间的

关系是非线性的（Ｄｕｙｓｔｅｒｓ ＆ Ｌｏｋｓｈｉｎ，２０１１）。

Ｌａｕｒｓｅｎ＆Ｓ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６）提出外部知识获取的广度

和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倒Ｕ型的，而且上

述关系受到内部研发的负向调节。Ｇｒｉｍｐｅ＆ Ｋａｉ

ｓｅｒ（２０１０）的研究也发现，研发外包作为一种外部知

识获取的方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倒 Ｕ型的，而

且受到内部研发的正向调节作用。Ｂｅｒｃｈｉｃｃｉ（２０１３）

也认为外部研发活动所占比例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

系是倒Ｕ型的，而且受到研发能力的调节。

根据上述总结，目前组织间知识获取的结果产

出主要集中在组织能力、创新绩效、财务绩效等方

面。理论基础方面，主要采用知识基础理论、组织学

习理论和创新理论等。不同的理论基础，导致了组

织间知识获取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结论不一致，说

明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机制和情境的调节

作用。

３．３　组织间知识获取情境因素研究

在组织间知识获取研究中，涉及的情境变量主

要分为前因变量———组织间知识获取调节变量和组

织间知识获取———创新调节变量。首先，在组织间

知识获取的前因变量研究中，主要的调节变量是知

识的属性，包括知识模糊性负向调节可信度对组织

间知识获取的影响作用（Ｓｚｕｌａｎｓ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４），知

识可编码性负向调节关系强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Ｒｅａｇａｎｓ＆ ＭｃＥｖｉｌｙ，２００３），知识多样性正向调节

企业风险投资和新创企业知识转移的倒 Ｕ型关系

（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还有一些研究提出关系强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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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变量影响组织间知识获取的关系中发挥着调节

作用（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其次，在现有的组织间知识获取的绩效产出研

究中，调节变量主要包括组织内部因素、组织外部环

境因素和其他因素。首先，关于组织内部因素的调

节作用研究中，Ｚｈｏｕ＆Ｌｉ（２０１２）从组织资源的角

度出发，研究了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对市场知识获取

及知识共享对组织突变创新的调节作用，即知识的

广度负向调节市场知识获取和组织突变创新的关

系，正向调节知识共享和组织突变创新的关系，而知

识的深度正向调节市场知识获取和组织突变创新的

关系，负向调节知识共享和组织突变创新的关系。

另外，有学者从组织能力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吸收能

力（舒成利等，２０１５），知识整合能力（简兆权，２０１４），

研发能力（Ｂｅｒｃｈｉｃｃｉ，２０１３）等因素在组织间知识获

取和绩效关系中的正向调节作用。其次，组织外部

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主要包括环境因素、伙伴关系、

网络位置等。例如，Ｌａｕｒ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的研究指

出，社会资本高的地区，外部知识获取对产品创新的

正向影响更大；李林蔚等（２０１４）的研究表明，共同愿

景在联盟企业知识获取与知识应用、知识获取与知

识内化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吴楠等（２０１５）认

为，网络位置正向影响市场型知识获取和突破式创

新之间的关系以及联盟型知识获取与渐进式创新的

关系。Ｆｒａｎｋｏｒｔ（２０１６）认为，组织间技术相关性正

向调节联盟知识获取对新产品开发的影响，产品市

场竞争负向调节联盟知识获取对新产品开发的影

响。除此之外，Ｇａｎｅｓ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通过对７３个

企业的纵向追踪调查，发现随时间的变化，产品知识

获取和新产品创意性的关系，生产知识获取和新产

品开发速度的关系都有所增强。

３．４　研究小结

基于上述研究梳理和分析，本研究对现有组织

间知识获取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在理论基

础方面，主要涉及了知识基础理论、组织学习理论、

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等。不同领域的学者

通过不同的理论基础，分析了组织间知识获取的概

念模型，构建了现有的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

现有研究主要从组织间知识获取的前因、结果以及

相应的调节变量考虑，重点解决企业为什么要进行

组织间知识获取，以及企业通过组织间知识获取得

到的收益等问题。目前的实证研究无论是从框架方

面，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已经较为成熟，理论视角相

对丰富。总体来看，目前关于组织间知识获取影响

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由于受到不同理论基础、研究

目的和数据来源等问题的影响，目前研究结论不

一致。

图１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图１中实线部分

表示现有研究已经涉及的相关变量和关系，虚线表

示尚未涉及或者研究不足的变量和关系。组织间知

识获取的前因、结果研究相对较多，但是在情境的调

节因素方面尚存不足，缺乏进一步研究。

图１　组织间知识获取研究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根据现有文献整理

４　未来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现有组织间知识获取的

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首先，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组织间知识获取的

动机，即前因变量，重点回答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组

织间知识获取的问题。相对而言，知识获取影响绩

效的研究较少。学者分别从知识特征（知识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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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组织特征（组织规模、年龄、组织权利分化及吸

收能力）、网络特征（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

度）和治理机制出发，系统地探索了知识获取的前

因。但是，组织间知识获取是否有利于组织绩效及

发展的问题，结论不一致。学者从隐性知识的获取、

显性知识的获取、获取知识的深度与广度等进行考

虑（Ｌａｕｒｓｅｎ＆Ｓ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６），得出了不同结论。因

此，关于组织间知识获取是否有利于组织绩效及发

展的问题仍需继续关注。此外，以往关注组织间知

识获取的绩效产出研究大多集中在组织能力、创新

绩效方面。虽然部分研究也涉及公司财务绩效，但

是相关的实证数据较少。在上述企业中，知识获取

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是大多数学者关心的课题。但是

对于一般企业而言，知识获取究竟如何影响企业财

务绩效有待继续探讨。

其次，现有研究尚未考虑到组织间知识获取的

演变作用。基于知识基础观，以往研究都强调了知

识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性。联盟伙伴间可以取长补

短，共享知识。短期内，企业可以通过知识获取迅速

弥补自身知识的短缺，将联盟伙伴的互补性知识直

接用于自身经营。但是，为了维持企业的长期发展，

必须将伙伴知识和自身知识整合并创造新知识。这

说明随着联盟的发展，知识获取通过不同的知识管

理过程作用于企业绩效。而上述问题在现有文献中

较少涉及，在未来研究中可以重点考虑。

第三，以往研究中关于影响组织间知识获取对

组织绩效作用的调节因素考虑不多。上述结论不一

致，反映出情境研究的重要性。现有文献虽然从组

织内部因素、组织外部环境因素等初步考察了上述

关系（Ｂｅｒｃｈｉｃｃｉ，２０１３），但是情境因素的重要作用

尚未充分挖掘。特别是在外部的环境因素、伙伴关

系、网络位置和治理机制方面，仍需继续探讨。对于

情境因素的考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组织间知识获

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

第四，转型经济背景下的相关研究需求。以往

组织间知识获取的研究大多采用资源基础观、知识

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等，但是否同样适用于转型背

景下的中国企业尚未可知。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

中，本土企业面临着制度不完善、外部环境动荡、竞

争不断增强等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在不

同文化、制度背景下的联盟知识获取产出效率问题。

同时，通过跨文化研究对西方理论进行检验。

第五，虽然现有文献中已有不少相关研究，但是

通过梳理发现在方法部分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

以往大部分研究对象都是西方联盟企业，缺乏我国

企业的研究，现有研究大部分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

来收集数据，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较为单一。此外，

对于知识获取的定义和测量较为多样，不同的学者

采用了差异化的测量方式，这也是导致研究结论不

一致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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