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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知识型企业的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

经验性地研究揭示了互惠性企业环境下心理契约对知识转

化激励的微观机理
8

研究结果表明#互惠性偏好在一定程度

上优化性地重构了知识型企业的心理契约)从而促进了知识

转化的实现)但这种激励机制存在片面性)有待改进和拓展
8

关键词#互惠性偏好'心理契约'知识转化'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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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性偏好是行为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互惠性偏好日益展露出

显著的经济学效应
8

行为经济学是运用心理学原理和试验方法验证

经济学基本行为假设*并在此基础上研究经济活动

规律的一门交叉学科
8

互惠性理论在行为经济学的

发展过程中尤其引人注目
8

互惠性偏好包括互惠性动机和互惠性行为
#

个

方面)互惠行为可分为
#

种类型)即对友善的行为给

予报答)而对敌意的行为给予报复)其中)友善的行

为称为正互惠行为)敌意的行为称为负互惠行为
8

#$$%

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将该学会的最高

奖(((

#

年一度的%克拉克奖!

57NXVa9KN7

"&颁给了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里克分校的经济学家马修拉宾

!

)N:CEaNYYR9O

")以表彰他对行为经济学基础理论

的发展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8

拉宾教授成功地将互

惠性利他偏好移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有力地

推动了以互惠性假说为基础的行为经济理论的

发展-

%

.

8

心理契约的概念最早是在
#$

世纪
A$

年代由组

织学家
+X

PZ

XCD

)

,9WCED6E

)

3TR9CE

等提出)他们将心

理契约描述为%未书面化的契约&)是员工与组织之

间相互期望的总和)是一种员工与组织间的交换关

系)是雇佣双方对雇佣关系中所包含的权利与义务

的主观理解-

#

.

8

心理契约的定义目前存在
#

种观点#一种以美

国学者
)6SDD9NS

)

)6:CED6E

和
a6XXCD6E

为代表)被

称之为%

)6SDD9NS

学派&'另一种以英国学者
/S9DY

)

\9XXC6Y

和
,9WCED6E

等为代表)称为%古典学派&

8

知识理论是管理学的前沿理论之一
8

知识管理

包括初级知识管理活动和高级知识管理活动)而高

级知识活动包括知识转化*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

行为-

!

.

8

知识转化是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

*6ENVN

"于



!

第
#

期 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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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在6论知识创造的动态过程7一文中首次提

出)是指在企业管理活动中隐性知识!信仰*隐喻*直

觉*诀窍*思维模式"和显性知识!可用规范化和系统

化的语言进行格式化传播的知识"的相互转化过

程-

>

.

8

知识转化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知识理论研究

的热点问题
8

知识型企业是指知识密集型的企业)在这类企

业中)知识资本是企业的主要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

的主要动力
8

笔者基于互惠性偏好文化战略的角度)

借助员工心理契约的传导机制)对知识型企业互惠

性偏好在知识转化过程中的经济效应进行经验性的

解析)揭示了互惠性偏好的微观运作机理)为知识型

企业进一步加强互惠性偏好文化建设*增强员工心

理契约的稳定性)从而最终提高企业的知识转化效

率提供理论借鉴
8

!

!

模型演绎

企业的互惠性偏好可解分为
#

个要素#互惠性

文化与互惠性行为
8

互惠性文化是指企业的管理文

化中存在的互惠性思想*互惠性观念以及对互惠性

经济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互惠性行为是指企业管理

活动中所实施的互惠性措施*互惠性方案与互惠性

策略
8

根据文献-

#

.的研究成果)心理契约可分解为
!

个要素#交易心理契约*关系心理契约和团队心理契

约
8

交易型心理契约是契约双方基于追求经济满足

为基础的短期性契约'关系型心理契约是契约双方

基于追求经济需求之外的社会情感需求满足为基础

的长期性契约'团队心理契约是指组织和员工注重

人际支持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契约
8

!#!

!

互惠性偏好对员工心理契约重构的促进功能

互惠性偏好文化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于提高企业

与员工之间的相互信任度)改善彼此之间的忠诚)在

增加对员工特殊关怀的同时激励员工对企业或者雇

主的回报
8

因此)企业的互惠性偏好首先通过改善员

工对企业的心理状态而提高员工的忠诚度)进而通

过员工对企业的回报心理来提高员工的敬业度
8

所

以)企业的互惠性偏好对员工心理契约的稳定性存

在着天然的维持与激励功能
8

知识型企业在企业运作的许多方面具有显著的知

识型特征
8

一般而言)知识型员工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对企业比较诚实守信)能够自觉地维护企业的各种利

益
8

其次)由于知识型企业的产品周期相对较长)员工需

要长时期的劳动投入才能取得必要的劳动成果)因此)

员工比较注重关系心理契约的稳定性以便充分发挥自

己的工作潜力'再次)知识型企业大多以团队的形式进

行工作)发挥集体的智慧来解决工作过程中的问题)因

此)知识型员工大都能够自觉地培育自己的团队合作能

力和合作精神)以充分适应团队工作的需要'最后)在相

同程度的互惠性偏好的企业环境下)知识型员工对企业

的互惠性回报的动机和行为相对比其他类型的员工更

加强烈*持久和稳定)因而能够产生更加明显的互惠性

经济效果
8

根据以上分析)得研究假设如下#!

.

%

"企业互惠性

文化对企业的互惠性行为具有正向的促进功能'!

.

#

"

企业的互惠性文化促进了员工交易心理契约的稳定性'

!

.

!

"企业的互惠性文化促进了员工关系心理契约的稳

定性'!

.

>

"企业的互惠性文化促进了员工团队心理契

约的稳定性'!

.

;

"企业的互惠性行为促进了员工交易

心理契约的稳定性'!

.

A

"企业的互惠性行为促进了员

工关系心理契约的稳定性'!

.

=

"企业的互惠性行为促

进了员工团队心理契约的稳定性
8

!#"

!

员工心理契约重构对知识转化的促进功能

在知识型企业运作过程中)员工心理契约稳定

性的增强有效地改善了员工的忠诚度和敬业度)增

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奉献精神)提高了企业的核心能

力与运作绩效
8

由于受到知识型企业本身的特征与

知识活动的特征的双重影响)员工对企业的回报行

为主要表现于自觉地提高企业的知识转化效率)即

通过知识转化效率的提高来改进知识管理的效率)

从而增强企业知识的资本性功能
8

相对而言)在员工心理契约的
!

种类型之中团

队心理契约对知识转化具有最强的促进功能)因为

知识转化行为都是在团队的环境下实现的
8

其次)关

系心理契约对知识转化具有较强的促进功能)因为

知识转化的实现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
8

最后)交

易心理契约对知识转化具有一定的促进功能)其促

进效果一般受到心理契约强度的影响
8

根据知识转化的内涵与特征可知)在理论上)交

易心理契约能够有效地促进显性知识的转化)因为

显性知识转化的环节相对较少)转化过程相对较简

单)时间周期相对较短
8

关系心理契约与团队心理契

约能够有效地促进隐性知识的转化)因为隐性知识

转化的环节相对较多)转化过程相对较复杂)周期相

对较长)并且隐性知识转化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员

工的能动性心理
8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

H

"员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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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心理契约的稳定性提高了企业的知识转化效

率'!

.

"

"员工关系心理契约的稳定性提高了企业的

知识转化效率'!

.

%$

"员工团队心理契约的稳定性提

高了企业的知识转化效率
8

"

!

研究设计

"#!

互惠性偏好体系的设计

#$$%

年美国克拉克经济学奖获得者拉宾教授认

为)互惠动机可以在以下的
!

种社会行为上得到反

映#

#

人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福利来帮助那些对自己

友好的人'

$

人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福利来惩罚那些

对自己不友好的人'

%

在自我牺牲的福利相对较小

时)或对他人的福利改善相对较大时)上面的
#

种心

理对人的行为将有更强烈的影响-

%

.

8

并且)拉宾提出

了具体的互惠函数来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互惠思想
8

在本质上)互惠不是纯粹的单方奉献)而是一种基于

回报的利他行为
8

互惠理论要求理性个体在追求自

身利益的同时必须受到他人利益的制约)个人利益

与他人利益*群体利益才能实现和谐的统一
8

根据拉宾互惠性理论的内涵和知识型企业本身

的特征)知识型企业互惠性文化要素分解为
H

个测

度指标#!

%

%

"企业认为互惠性的企业文化建设能够

有效地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

#

"企业认为对员工

合理利益的损害将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

!

"企

业将互惠性文化战略的培育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

个重要的目标'!

%

>

"企业能够认识到知识型员工往

往存在着更加强烈的互惠性意识
8

根据拉宾互惠性理论的内涵和知识型企业本身

的特征)知识型企业互惠性行为要素分解为
>

个测

度指标#!

%

;

"企业能够给予骨干型员工以较多的物

质关怀'!

%

A

"企业极力避免对员工合理物质利益的

损害'!

%

=

"企业能够较准确地判断出员工的互惠性

回报动机与互惠性回报行为的实施程度'!

%

H

"企业

能够实施有效的策略来提高互惠型员工的比重
8

"#"

!

心理契约体系的设计

心理契约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其具体内容

随着研究者对其不同的界定而变化)即使在同一界

定的基础上)由于受到雇佣关系特性的影响)心理契

约的内容也会存在差异
8

一般而言)知识型企业员工

的心理契约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
8

首先)知识型员工

会自觉地维持和加强关系心理契约和团队心理契

约)并容易把这
#

类心理契约作为心理契约的全部

内容'其次)知识型员工具有更加显著的交易心理契

约的实施行为)往往将交易心理契约的内容作为员

工单方应尽的责任)而不作为双方应执行的一种合

约来看待'再次)知识型员工的心理契约一般具有较

强的稳定性)其稳定程度不会在短时间内产生较大

的波动'最后)知识型员工在注重物质利益获取的同

时也比较注重自身劳动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8

根据心理契约的内涵及知识型企业的特征)知

识型员工交易心理契约要素可分为
>

个测度指标#

!

N

%

"员工认为企业应该提供有利的工作条件以发挥

自己的才能'!

N

#

"员工认为企业应该合理地衡量自

己的价值与贡献'!

N

!

"员工认为提供公平的工作环

境是企业应尽的责任'!

N

>

"员工认为努力工作也是

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形式
8

同样)知识型员工关系心理契约要素可分为
>

个测度指标#!

N

;

"员工认为企业应该提供长期的*稳

定的工作环境'!

N

A

"员工认为企业应该充分地肯定

自己的工作价值'!

N

=

"员工认为企业应该具有一定

的社会性)不能唯利是图'!

N

H

"员工认为自己应该自

觉维持对企业的忠诚度
8

最后)知识型员工团队心理契约要素可分为
>

个测度指标#!

N

"

"员工认为企业应该提供人性化的

工作环境'!

N

%$

"员工认为企业对员工的创新中错误

应该给予宽容'!

N

%%

"员工认为企业应该开诚布公地

处理大多数员工所关心的问题'!

N

%#

"员工认为自己

应该努力地维护企业的团队精神和团队能力
8

"##

!

知识转化体系的设计

*6ENVN

在
3250

!

D6TCN7CLNYC6E9FY9XEN7CLNYC6E

T6M:CENYC6ECEY9XEN7CLNYC6E

"模型中将知识状态之间

的转化分为
>

种基本模式#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

内隐化-

;

.

8

社会化是指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
8

知识主体通过共享经历*交流经验*讨论想法和见解

等社会化的手段使隐性知识得以交流
8

显性化是指

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
8

知识主体通过隐喻*类

比和模型等方式将隐性知识用明晰的概念和语言表

达出来
8

组合化是指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
8

知

识主体通过文件*会议*电话会谈或电子交流等媒体

产生的语言或数字符号将各种显性知识系统化的过

程
8

内隐化是指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
8

企业运

行中通过组合化产生的新的显性知识被组织内部员

工吸收和消化并升华为自己的隐性知识)即员工通

过学习新的显性知识)结合%干中学&和工作中培训

等形式实现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
8

根据文献-

AG=

.的研究成果)知识型企业知识

转化要素分解为
>

个测度指标#!

-

%

"互惠性文化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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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等#互惠性视角下的知识型企业知识转化机制
!!

境下知识型企业的知识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

-

#

"

互惠性文化环境下知识型企业的知识外显化程度显

著提高'!

-

!

"互惠性文化环境下知识型企业的知识

组合化程度显著提高'!

-

>

"互惠性文化环境下知识

型企业的知识内隐化程度显著提高
8

"#$

!

研究模型的确立

设知识型企业互惠性文化要素为
%

%

*互惠性行

为要素为
%

#

*员工交易心理契约要素为
&

%

*员工关

系心理契约要素为
&

#

*员工团队心理契约要素为

&

!

*知识转化要素为
-

)得研究模型如图
%

所示
8

图
@

!

研究模型

:'

9

A@

!

R".")&(3$#6"*

#

!

模型验证

##!

!

数据收集

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对
#>

个测度指标进行数

据收集)样本单位为我国境内的知识型企业
8

共发放调查问卷
!$$

份)受访人员为企业的高层

管理人员
8

调查时间自
#$$H

年
>

月
%

日起至
#$$H

年
A

月
!$

日止)历时
"%K8

收回有效问卷
#=A

份)问卷回收

率为
"#!

)满足调查研究中问卷回收率不低于
#$!

的

要求
8

样本在地域上覆盖京*津*沪*渝*苏*浙*粤*赣*

新*蒙*川*滇等
%#

个省市自治区)在行业上覆盖电子*

机械*化工*生物*医院*高校*金融等
=

个行业)在企业

性质上包括国有*民营*合资
!

种类型)因此)基本上能

够代表我国知识型企业的总体情况
8

样本特征为#

#

企业文化中存在一定的互惠性

意识)企业管理中存在一定的互惠性行为'

$

样本均

为该行业中的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单位)如电

子*机械行业的独立研发单位*高技术含量的生物加

工厂*高校*医院的研究所*金融单位的产品开发中

心等'

%

专业技术人员占全体员工的
%

$

!

以上'

+

企

业已经在有意识地实施知识管理战略'

-

员工人数

在
;$

人以上'

.

企业成立时间在
!

年以上'

5

企业

具有独立的财务核算机制
8

在回收的
#=A

份问卷中)实地采访
%%$

份)信件

调查
!!

份)

2<MNC7

调查
=!

份)电话采访
A$

份
8

通过

删除异常数据)并对缺失数据进行列删法*对删法*

均值替代法*主成分法处理)得有效样本
%"%

份)样

本数与指标数之比为
Hh%

)满足结构方程研究中样

本数与指标数之比大于
;h%

的要求
8

分别对
A

个要

素进行信度检验)

5X6E:NTR

(

系数最小值为
$8="%

"

)因此)调查数据信度较高
8

##"

!

模型检验

根据模型推演
%$

个假设构造出如图
%

的结构

方程模型)通过对结构方程的路径检验可以验证理

论假设的真伪性与影响幅度
8

结构方程模型是基于

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

方法)是一个包含面很广的数学模型)用以分析一些

涉及潜变量的复杂关系-

H

.

8

通常的回归模型只能包

含
%

个因变量)只能分析直接效应)不能分析间接效

应)而结构方程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8

研究模型包括
#

个外源变量!

%

%

)

%

#

"*

H

个外源

变量指标!

%

%

"

%

H

"*

>

个内生变量!

&

%

)

&

#

)

&

!

)

-

"*

%A

个内生变量指标!

N

%

"

N

%#

)

-

%

"

-

>

"*

%$

条因果

路径关系
8

通过生成外源变量对内生变量的效应矩

阵!

>

"*外源变量协方差矩阵*外源变量因子负荷矩

阵*内生变量因子负荷矩阵*外源指标方差矩阵*内

生指标方差矩阵*模型残差协方差矩阵*各种拟合指

数等来测度路径系数显著性*因子负荷显著性*因子

误差方差显著性等)经过模型修正)得到最优模型)

从而实现对假设理论的验证
8

采用软件
3b33%%8;

和
,03)2,H8=

进行全模型

检验!固定方差法")得外源变量对内生变量的效应

矩阵如表
%

所示
8

表
@

!

效应矩阵

2)=A@

!

/)%&'0",,"(%

外源变量 内生变量 路径假设 系数负荷
1

检验值

互惠性文化 互惠性行为
%

%

2%

#

$8;A >8==

互惠性文化 交易心理契约
%

%

2&

%

$8%; %8;%

互惠性文化 关系心理契约
%

%

2&

#

$8>! ;8!A

互惠性文化 团队心理契约
%

%

2&

!

$8!! >8;!

互惠性行为 交易心理契约
%

#

2&

%

$8#% %8=A

互惠性行为 关系心理契约
%

#

2&

#

$8!H >8#%

互惠性行为 团队心理契约
%

#

2&

!

$8## #8!!

交易心理契约 知识转化
&

%

2-

$8%H %8A;

关系心理契约 知识转化
&

#

2-

$8AH >8=A

团队心理契约 知识转化
&

!

2-

$8!A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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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由效应矩阵可以看出)其中
!

条路径!

%

%

2&

%

)

%

#

2&

%

)

&

%

2-

"系数缺乏显著性
8

同时)得全模型拟

合指数列表如表
#

!修正后"所示
8

表
C

!

拟合指数

2)=AC

!

:'%'-6"0*'.%

拟合指标 指标现值 最优值趋向

自由度
#%H

卡方检验
#";

越小越好

近似误差均方根
$8$#"

3

$8$H

非规范拟合指数
$8"=%

0

$8"

比较拟合度指数
$8"#A

0

$8"

所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无需进行模型修

正-

"

.

8

其他相关验证结果在此略去
8

$

!

结论

!

%

"我国知识型企业的互惠性文化战略已经产

生一定程度的经济效应)有效地增强了员工心理契

约的稳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知识

转化效率)为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最终提高

企业的运营绩效提供了经验性的证据
8

!

#

"在互惠性偏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知识

型企业的互惠性文化意识显著地促进了互惠性行为

的实施效率
8

互惠性文化的培育有效地提高了员工

关系心理契约与团队心理契约的稳定性)而对交易

心理契约缺乏实际的促进功能'互惠性行为的实施

也有效地提高了员工关系心理契约与团队心理契约

的稳定性)而对交易心理契约缺乏实际的促进功能
8

员工的关系心理契约与团队心理契约有效地促进了

企业的知识转化效率)而交易心理契约对企业的知

识转化效率缺乏显著的促进功能
8

!

!

"总地看来)我国知识型企业的互惠性偏好

文化建设对交易型心理契约的稳定性缺乏显著的促

进功能
8

本研究结论与我国近年来互惠性企业文化建设

的相关权威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在一定程

度上验证了我国企业中互惠性文化价值功能的存

在)为我国企业加强互惠性文化战略的实施*从而提

高企业的运作绩效提供了理论借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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