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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竞争力的命题及其假设验证
*

  摘  要: /知识竞争力0 是竞争力理论上的又一次概念创新。知识社会的竞争力命题与工业社会竞争

力的命题不同, 即知识社会中, 知识竞争力是国家 /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作者假设验证了知识社会中社

会经济活动的根本资源是知识资源; 知识资源的不可逆行与可逆转特性; 知识社会的知识生产率; 知识社

会的核心竞争力是知识竞争力。建立了知识资源的增长模型与知识竞争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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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Know ledge com petitiveness0 is anothe r conceptua l innovation of the theory o f com petitiveness1 The

proposition of competitiv eness in the know ledge soc iety is d ifferen t from that in the industrial soc iety, that is,

know ledge com petitiveness is the fountain of the nationa l/ enterprise com pe 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know ledge soc iety1

The paper hypothes izes and verifies tha t the fundamenta l resources of soc ial and econom ic activ ities a re know ledge

resources in the know ledge society; the irreversib ility and reversib ility o f know ledge resources; the know ledge pro-

ductiv ity in the know ledge soc ie ty; and the core com petitiveness in the know ledge soc iety is know ledge com petitive-

ness1 The grow th m odel of know ledge resources and the m ode l o f know ledge com petitiveness are also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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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英国的罗伯特 # 哈金斯协会 ( RHA ) 提出

了一个革命性的新概念 ) ) ) 知识竞争力: 即创造新的想

法、思想、程序和产品, 并且把它们转化为经济价值和财

富的生产力和能力。它不仅包括提出新创意的能力, 还包

括开发其经济价值的能力 [ 1-2]。笔者认为, 知识竞争力是

竞争力理论上的又一次概念创新。这个概念创新, 不仅是

一种新思想, 而且意味着在工业社会中站得住脚的竞争力

命题, 在知识社会中将不再有效。

1 知识竞争力的命题

对竞争力理论的研究经历了前工业社会的无命题与工

业社会的竞争力命题两个阶段。前工业社会的竞争力无命

题, 指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马歇尔的集聚优

势理论、迈克尔# 波特的竞争优势等理论框架, 清晰地揭

示了国际分工体系下国家间绝对和相对竞争优势的形成机

理, 因而被视为市场性竞争力优势理论的基础, 但这个时

期的竞争力研究却没有明确的命题。 20世纪 90年代, 竞

争力概念随着加里 # 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提出的 /核心

竞争力0 ( Core Com petence), 也出现了核心能力的概念,

使竞争力理论框架建立在一个明确或特定的命题上: 工业

社会中 ,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此后的

研究学者围绕这一命题,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企业核

心竞争力展开了研究, 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 21世

纪初, 知识竞争力成为全球知识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 知

识竞争与合作成为知识社会竞争力的新特点, 工业社会的

竞争力命题已不适应知识社会竞争力理论框架的构建。笔

者认为, 知识社会的竞争力命题为: 知识社会中, 国家 /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知识竞争力, 知识竞争力是企业竞争

优势的源泉。

2 基本假设

1) 知识社会中, 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资源是知识资

源, 知识资源是由人类创造或发现的; 知识资源可无限开

发, 但在一定时空内的使用上却是有限的, 具有竞争性。

2) 知识社会的人 /组织只有追求不断的创新才能满足

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3) 知识社会的竞争是对知识资源或市场的竞争, 而

这种竞争具有竞合性。知识竞争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假设验证

31 1 知识社会中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资源是知识资源

知识社会中, 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资源是知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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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源是由人类创造或发现的。与自然资源不同的是,

大多数物质资产的价值都会在使用中不断下降, 而知识资

源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不会消耗, 还会增值。这种增值来源

于: 知识会因为更多人的共享而形成行为准则, 使其增

值; 使用者在实践中不断赋予知识新的内容, 也会使其增

值。因此知识资源的开发不仅表现为可再生性、无穷尽

性, 还表现为规模收益的递增性。如果用 F ( k ) 表示某种

知识资产的存量 (其自然变化率为知识资产的增长率与

老化率 ), h
i
( t) 表示知识创新成果的转化, 人类在对知

识资源开发时, 其演变的基本动态为:

d k /d t= F (k ) + hi ( t)

hi ( t) 表示知识创新成果的转化, 即专业化人力资本

的开发量。笔者将其称为 /知识资源开发的数学模型 0。

与自然资源开发不同的是, 知识资源的开发依赖于人类对

其掌握的专业化知识的不断创新与转化。

因此, 知识资源管理的根本问题, 是可以最大限度地

开发知识资源。知识资源的共享性、可多次利用性和可再

生性决定了知识资源开发量的无限性。

31 2 知识资源的不可逆行与可逆转特性

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可再生性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

存在明显差异, 表现为知识资源的不可逆行与可逆转。

首先, 知识资源不可逆行。即人们一旦掌握了某种知

识, 便不可逆转, 不可被剥夺; 某种知识一旦传播开来,

就不可收回。

其次, 知识资源可逆转。即知识资源不像土地、固定

资产那样具有排他性。知识能为多人同时使用, 而且共享

知识的人越多, 知识的价值反而越大。因此, 在使用上,

知识资源具有共享性、可多次利用性和可再生性。知识资

源过度的使用通常表现在某种知识的老化或某种知识产权

的丧失, 而不会使知识资源枯竭; 知识老化与知识产权权

利的流失一方面促进新的创新涌现, 但同时知识资本存量

也是一个递增的过程。

知识资源 F (X ) 的开发是在知识资产 F ( k ) 存量基础

上的创新及其转化。 h i ( t) 可以表示知识创新成果的转

化, 当 hi ( t) 达到一定规模时, 对应的状态 K 为创新点,

创新带来知识产权经济收益, 实现知识垄断; 当 h i ( t) 趋

于最大化时 (最大化为 m axF (x ) ), 对应的状态 X 0为创

新点, 即创新被普遍模仿, 从而使收益减缓, 企业要生存

发展就必须有新的创新涌现。新的创新出现后, h i ( t) 继

续增长直至创新被普遍模仿, h i ( t) 增长进入下一个循

环。由于知识资源的开发更需要高风险、高投入, 受着成

本 ) 收益和知识产权保护要求的约束, 知识资源的最大开

发点也常常并不是创新效益的最高点。知识资源的增长模

型如图 1所示。

图 1 知识资源增长模型

笔者认为, 知识资源的开发量具有无限性, 但从利用

上看, 在一定时空内, 知识资源的利用 (共享 ) 却会受

到经济、法律、道德等条件的限制, 又具有有限性, 这就

决定了知识资源的竞争性。

31 3 知识社会的知识生产率

知识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资源是知识资源, 知识资源

的稀缺性表现在对拥有知识产权的知识商品的占有权和使

用权上, 因而知识社会的人 (企业或组织 ) 要想生存与

发展, 也必须追求生产效率与竞争力。然而, 知识社会的

生产效率与竞争力的内涵与工业社会却大不相同, 知识社

会的人 /组织追求的生产率是知识生产者的生产率。提升

生产效率与竞争力的手段也不同, 那就是创新。

31 31 1 如果说工业社会物质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是提高体

力劳动者的生产率; 那么, 知识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取决于

非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 即知识生产者的生产率。而知识

生产者的生产率的衡量不在于知识生产的本身, 重点在于

/绩效0。即提高知识生产者的生产率, 必须考虑对某一

给定工作应该采取哪种绩效标准进行考核。彼得# 德鲁克

( P1 F1 Drucker) 认为: 大量的知识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共

同构成了工作绩效, 知识劳动的质量是第一位的, 而知识

劳动的数量 ) ) ) 即科研成果的数量是第二位的。知识生产

者不产生任何自身能产生效能的东西, 因为他们不生产物

质产品, 而是生产知识、创意和信息。这些 /产品 0 本

身毫无用处, 在它们变成真正的产品以前, 其他知识劳动

者必须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投入品, 并且转化为自己的产

出。没有实用价值的学识哪怕再重要, 也只是一些毫无意

义的数据。因此 , 知识生产者的质量即知识生产者生产的

知识、创意和信息的绩效, 也就是说 /知识生产者的生产

率就意味着教别人正确做事的能力0 [ 3] , 或者说, 知识创

新能力与知识转化能力是知识生产率的具体表现。

笔者认为, 知识创新能力反映知识劳动者生产知识、

创意和信息的数量; 知识转化能力反映专业化人力资本存

量 ( ki)。知识劳动既不能用数量也不能用成本来确定其

意义, 而只能用结果来确定其意义。提升知识生产效率与

竞争力的唯一手段就是创新。

31 31 2 知识社会中的人 /组织, 如果缺乏知识生产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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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竞争力, 就会很快被淘汰。即没有创新速率、创新数

量与质量的经济体就会面临被淘汰的恐惧, 只有不断追求

创新才能提高知识生产效率; 同时, 对于危机的厌恶, 也

会迫使区域经济体强化自己的知识竞争力。因此, 知识社

会, 不断追求创新和提升自身知识竞争力成为自我强化的

经济人行为。

31 313 知识社会的创新是一种与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同的

创新, 是区域知识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人类发展的历史

实际上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从前农业社会到知识社会,

人类之所以能够经历数百万年的狩猎社会、数千年的农业

社会而进入近 300年的工业社会, 正是人类不断创新, 而

且是日益强化创新的结果。知识社会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点。

1) 规模不同。在历史上, 最初的创新主要指科学家

和技术人员的发明行为。自 20世纪 30年代以后, 即工业

社会中, 创新的重心向市场倾斜, 创新成为 /建立一种新

的生产函数0 的活动, 也就是实现生产要素的一种从未

有过的 /新组合0。创新成为把有创意的科技成果转化为

可获利的商品及其产业的活动。这一时期, 创新已成为以

企业家为中心的企业行为。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英国学

者弗里曼 ( C1 F reem an) 在研究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的经济发展时发现, 创新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国家行为, 并

提出了 /国家创新体系 0 的概念, 这意味着知识社会的

创新是整个社会的普遍行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

展, 更是以创新为基本动力的。

2) 内涵不同。创新在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意味着

一种变化; 在工业社会是一种技术用语或科学用语, 通常

是技术创新的同义语; 在知识社会则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用

语, 意味着经济社会环境的一种变革。是消费者、生产

者、公民、学生或者教师等行为中的一种变革, 一般以创

新对环境的影响度来衡量。管理学家熊彼特的一个重要的

思想就是, 创新是与根本性变化或显著性变化相联系的,

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其中, 知识创新的含义, 一是指知

识产权意义上的创新, 即在原理、结构、功能、性质、方

法、过程等方面有显著性变化 ; 二是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

第一次; 或是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创新有多种表现形

式, 如知识创新、服务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等。

3) 作用不同。知识社会中的创新对知识经济的增长

具有直接的作用。熊彼特是最早把创新引入经济学的人。

用熊彼特的观点来看 , 人们之所以创新, 是因为创新能带

来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 一个企业一旦实现了创新, 其他

企业就会相继 /模仿0, 形成 /创新浪潮0, /创新浪潮0

的出现, 引起大量投资、信贷扩张和对生产资料的需要扩

大, 这样就会出现经济高涨, 形成经济繁荣; 当创新普遍

化以后 , 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便会逐渐消失, 于是人们

为了追求新的超额利润又开始新的创新, 从而使经济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创新是将新的科学技术注入经济过

程所发生的经济变动, 因而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归根到

底还是科学进步带来的 [ 4-5]。

31 31 4 知识社会的主要生产要素是知识资本, 但创造递

增经济收益的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知识社会的区域经济

主体行为目标就是不断地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创造的递增

经济收益重新用于创新, 从而达到企业 /组织知识产权收

益的最大化。

总之, 对于某一个厂商来说, 一般知识增加企业的规

模经济效益, 专业化知识产生的递增收益表现为知识产权

的收益 (垄断利润 ), 而知识产权的收益又可重新用于技

术创新 , 形成一种以投资促进知识积累和知识创新, 以知

识创新促进规模收益的提高和知识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的良性循环, 使经济在长时间内得以持续增长。笔者据此

构建一个知识竞争力模型 (见图 2)。

图 2 知识竞争力模型

企业之间、国家之间在知识创新投入上的差异, 最终

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的差异。而这种

差异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得到改善, 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促进

知识在国际间的传播, 从而间接达到增加发展中国家资本

积累的目的。发展中国家可利用知识传播中创造的 /后发

优势0, 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

可见, 知识资本不仅使知识资产形成自身的递增效

应, 而且能够渗透于资本和知识生产者等生产要素, 使其

产生递增收益, 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 因而罗

默模型是一个规模收益递增模型, 这一点已被近年来知识

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知识竞争力模型可以揭示区域知识竞争力构成要素之

间的因果关系, 以及区域知识竞争力的形成与发展路径。

(下转第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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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是企业商业运作的重要构成, 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有

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反思的东西。

2006年 1月 9日, 胡锦涛主席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

了 5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6 的报告, 在报告的

推动下, 我国形成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历史大潮。因此在

这关键时期, 将技术竞争情报引入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1) 将会促进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技术竞争情报

是技术创新的先导和基础, 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构

成。创新与情报的结合, 将保证我国的创新活动能在正确

的方向和继承的基础上快速发展, 将会奏出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最强音。我国许多危机的失察, 从根本上说

是组织情报能力缺失的结果。

2) 将会促进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几十年来,

国际上技术竞争情报工作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形

成了自己的方法体系。以研究科学技术现状和发展为主要

任务的我国情报研究工作, 也有着自己的研究模式。借鉴

国际上技术竞争情报的理论和方法, 将会提升我国情报研

究工作在外部技术监控、开发机遇把握、企业战略制定等

技术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促进情报研究向纵深发展。

3) 将会推动我国竞争情报事业的发展。如果说我们

将竞争情报分为商业竞争情报和技术竞争情报两大部分,

那么 10多年来, 我国在商业竞争情报的引进和研究上花

了较大的力量, 但忽视了对技术竞争情报的引进和研究,

我们认为, /技术创新与技术竞争情报国际论坛0 会议的

召开将会推进我国竞争情报事业的全面发展, 尤其促进以

制造业为主体的我国企业情报工作的发展, 让技术竞争情

报和相关部门成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导航塔和参

谋部, 成为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技术发展战略过程中的 /中

央情报局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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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 知识社会的核心竞争力

彼得# F# 德鲁克认为, /知识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

很强的竞争性, 其竞争性要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任何

一种社会都激烈的多 0。知识社会的核心竞争力将是知识

竞争力, 因为: ¹ 知识社会中的真正投资越来越不体现在

机器和工具之中, 而体现在知识工作者之中。没有这种投

资, 无论多么先进和精致的机器都是没有生产力的。人力

资本的投入与产出是知识竞争力的具体表现。º 工业社会

的产品是物质产品,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难以模仿的, 创

新主要是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制度是相对完善的; 而知识

社会的产品是知识产品, 创新已具有广泛性。企业 /区域

的知识产品创新极易被模仿, 创新已不仅仅是技术创新,

而是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一系列

的创新。» 知识竞争具有竞合性, 20世纪 90年代后期,

知识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一体化 , 使得竞争特别是区域知识

竞争表现出了新的特点: 知识的区域转化、跨区域转化越

来越多地趋向于通过研发合作来完成。所以, 知识社会

中,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知识竞争力。

4 结束语

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以追求物质生产效率为中心原理的

社会, 其社会动因是对物质资源、能源资源或市场的竞

争, 这种竞争是区域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较量。知识社会

是以追求知识生产效率为中心原理的社会, 其社会动因是

对知识资源或市场的竞争, 而这种竞争是知识竞争力的较

量与合作。知识竞争力是知识社会中国家 /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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