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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知识共享过程中，个人意愿直接决定共享行为是否发生。为此，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和计划行为
理论构建研究模型，以服务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探讨了员工知识共享态度和意愿的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信任、形象、失去知识权威对知识共享态度有显著影响;知识共享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
对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影响;而乐于助人对知识共享态度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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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信息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而且很难被仿效，

被公认为是组织成长的价值源泉和提高竞争力的主要

因素。但是，大部分组织不能拥有其发展所需要的所

有知识和信息，这需要处于不同组织的个人提供知识

和信息［1］。随着这种需求的日益紧迫，跨组织知识共

享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知识共

享提供了有力支撑，它使知识和信息共享突破了时间、
空间和组织的限制，组织内部员工之间，组织之间的员

工，以及员工和顾客之间通过信息技术平台可以方便

地共享知识和信息。在知识和信息共享的过程中，个

人意愿处于中心地位，它直接决定共享的行为是否发

生，信息技术虽然为知识共享提供了有力工具，但却不

能改变个人共享的意愿。许多知识管理项目失败率很

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员工缺少共享知识和信息

的意愿［2 － 3］，所以研究个人知识共享态度和意愿的影

响因素非常重要。本文正是基于此原因，拟以服务业

为例，研究在新兴信息技术背景下跨组织的知识共享

影响因素。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背景

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的核心，因为知识和信息在

共享的过程中相互并存，难以区分，大部分研究将知识

和信息共享统一纳入知识共享的研究范畴。本文拟引

入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知识共享的影

响因素。计划行为理论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

合理行动理论，该理论阐明了态度、主观规范、意愿和

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决定意愿，而意

愿决定行为［4］。但随着该理论的深入应用，其不足也

逐渐凸现，因为个体并不完全受自身所控制，可能会因

能力不足而无法完成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扩展与完善

后的该理论认为，除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外，感知行为

控制对意愿也有较强影响; 也就是说，个体行为意愿还

受执 行 人 的 能 力、机 会 以 及 资 源 等 实 际 条 件 的 制

约［5］，例如金钱或时间不能得到保证而无法实现预期

目标。对于知识共享来说，个人对知识共享的态度和

主观规范会影响对知识共享的意愿，同时主观规范对

知识共享态度也有显著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各种网络平台和知识管理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个人

的信息技术能力也会影响知识共享的意愿［6］。
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开始广泛应用到社会学、经

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的资源总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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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资源可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便利，这也是社会资本

不同于其他资本的重要特征。科尔曼则认为社会资本

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

简单的实体，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

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7］。与其

他类型的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更强调处于社会关系中

的个体所拥有的资源，而非作为资源要素的个体。政

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进一步指出:“与物质

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

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

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8］。社会资本包含三种类型，

分别为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研究表明它们

分别对知识共享有影响［9］。社会资本的一些因素对

知识共享有显著影响，如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以及共同

的价值取向等。知识贡献者和周围人的关系则影响隐

性知识共享［10］。
先前对知识共享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

效用为导向，这类研究的特点是强调个人因素，例如共

享态度、感知行为控制、感知有用性和复杂性等，其理

论基础一般基于合理行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或技术

采纳理论等; 另一类是基于社会影响的研究，这类研究

关注社会或组织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一般基于社会资

本或社会网络理论、组织理论或社会交换理论。然而，

由于知识共享本身既受个人因素影响，又受组织和社

会因素影响，所以在研究中应综合考虑。本文将综合

上述两类研究，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以

期对研究结果有更强的解释力。

二、模型与假设

本文选取社会资本中几个重要的变量: 信任、形

象、失去知识的权威、乐于助人，并结合计划行为理论

构建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本文的研究模型

信任在创建知识共享的氛围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在知识贡献者和接受者之间如果没有信任，知识共享

不可能发生。信任是个体为其他人乐意采取行动的一

个变量，是建立在对他人行为预期的基础上的，是社会

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人际关系中比较重要的一

个方 面，不 同 的 个 人 在 社 会 关 系 中 的 信 任 程 度 不

同［11］。在知识共享的环境中，信任基于知识的真实性

和可靠性。个体之间的信任越强，知识共享越易发生。
因此，本文提出

H1: 信任对知识共享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形象是指由于个人的某种行为而带来好的名声，

在本文中指由于知识共享给个人带来好的名声［12］。
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个人更倾向于拥有好的名声，在

知识共享的环境里，个人可以通过知识共享而受到其

他人的尊重并获得好的名声。先前的研究表明，个人

趋向于在组织或群体内获得更好的名声而共享其知识

和信息，从而被认为是某领域的专家，进而受到别人的

尊重并获得好的印象［13］。因此，本文提出

H2: 形象对知识共享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对于个人来说，知识是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个人

可能将保护知识作为保持竞争优势的手段［14］。失去

知识的权威是指由于共享知识和信息而被他人了解和

掌握，从而使自己失去拥有这种知识的权威或垄断地

位。知识和信息拥有者可能由于以上顾虑而不愿对其

他人共享。在知识共享过程中，个人可能担心自己的

技术或经验被其他人学会，从而失去了自己在某方面

的权威而不愿去共享知识。因此，本文提出

H3: 失去知识的权威对知识共享态度具有负向

影响。
乐于助人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利他主义，是指由于

帮助他人而获得内心的幸福且不期望任何回报［13］。
虽然绝对的利他主义比较少见，但相对的利他主义却

在社会中较为普遍。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个人可能

会通过知识共享获得满意感。在本文中，乐于助人是

指义务地共享知识而给自己带来幸福。当个人有利他

思想时，会觉得共享知识是个人应尽的义务或责任，并

将其视为一种快乐或一种有意义的事情［15］。因此，本

文提出

H4: 乐于助人对知识共享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知识共享通常涉及到计算机操作和使用，这又涉

及到计算机效能。计算机效能是指个人执行与计算机

相关的任务时感知到的难易程度。它不仅是计算机能

力的评估，而且包含动机和采纳等，是一个多因素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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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16］。计划行为理论和知识共享领域的研究证实，计

算机效能和感知的行为控制存在强相关［17］。在知识

共享的过程中，个人必须利用计算机将知识进行编码、
记录、存储和共享，这些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

能。计算机自我效能越高，对知识共享的感知行为控

制越强。因此，本文提出

H5: 计算机效能正向影响知识共享的感知行为

控制。
态度是指个体对某种行为所持的正面或负面的整

体感觉或评价，包含喜欢 － 讨厌、好的 － 差的、高兴 －
悲伤等。大量实证研究证明行为态度影响行为意愿。
在知识共享中，如果个人认为知识共享对自己很重要

且能实现他们的价值，即对知识共享持有积极的态度

时，则更有共享的意愿; 反之，如果个人认为知识共享

会失去其价值或可能导致竞争者的出现时，则可能持

消极的态度，共享的意愿会降低［17］。因此，本文提出

H6: 知识共享态度正向影响知识共享意愿。
主观规范被定义为采取某种行为所感知到的社会

压力，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主观规范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外部影响或信息影响，主要来

自外部信息，例如媒体报道和专家意见等; 二是内部影

响或人为影响，主要来自朋友、同事、上级等［7］。紧密

的社会和组织关系有利于主观规范的形成，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主观规范又会影响行为意愿。先前的研究表

明主观规范正向影响知识和信息的共享。在知识共享

中，个人对知识共享的主观规范越强，对知识共享的意

愿也越高。因此，本文提出

H7: 主观规范正向影响知识共享意愿。
感知的行为控制是指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感知

的困难程度。计划行为理论指出，感知的行为控制越

高，对某种行为的意愿越强。在以 IT 为基础的知识共

享中，感知的行为控制是预测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它

与系统使用的难易程度紧密相关［18］。知识管理系统

或知识共享平台涉及计算机学、信息学、管理学等方面

的知识或技能［19］，个人对知识共享感知的控制程度越

高，其共享意愿越强。因此，本文提出

H8: 感知的行为控制正向影响知识共享意愿。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 一) 量表编制
本文中所有测量题项均来自成熟的量表，所有量

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5 表示“非常同意”，3 表示

“一般”，1 表示“完全不同意”。在面对面进行访谈的

基础上，听取专家的意见对量表的语义表达进行了修

正; 然后进行了预实验，结果表明信度、效度和情境合

理性均符合研究要求，最终形成调查问卷。
( 二) 数据收集
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于

2012 年 5 － 12 月在上海、北京、西安、沈阳、济南 5 个

城市向 235 家服务企业的员工随机发放问卷 556 份。
问卷收回 491 份，其中 4 份因内容缺失为无效问卷，有

效问卷共 487 份，有效回收率达 87． 59%。其中，男性

占 52%，年龄主要集中在 30 － 50 岁之间; 受教育程度

主要集中在本科和硕士以上; 职称主要集中在中级和

高级; 工作经验主要集中在 5 － 15 年之间。详见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个性特征变量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 )

性别

男 257 52． 77

女 230 47． 23

年龄

30 岁以下 95 19． 51

30 － 40 岁 155 31． 83

40 － 50 岁 152 31． 21

50 岁以上 85 17． 45

工作经验

少于 5 年 96 19． 71

5 － 10 年 176 36． 14

10 － 15 年 123 25． 26

15 年以上 92 18． 89

受教育程度

大专 116 23． 82

本科 176 36． 14

硕士以上 195 40． 04

职称

初级 58 11． 91

中级 279 57． 29

高级 150 30． 80

( 三)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的目的是考察量表的一致性程度。一般

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估计，常见的是用克朗巴哈系数

( Cronbach's α) 测量，α 值越大，表示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越高。本研究所有 α 值都在 0． 884 以上，满足 α 值

大于 0． 7 即具有充足信度的条件［20］，说明本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
本文所采用的量表均引自成熟量表，有着较强的

理论基础，并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优化了量表，表明本

54

郑万松等: 基于社会资本和计划行为理论的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研究



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收敛效度表明各指标与其

对应因子的相关度，本文用组合信度和抽取平均方差

值( AVE) 来检验收敛效度，表 2 列出了各因子的标准

均值、标准差、组合信度和抽取平均方差值。结果显示

所有组合信度值均大于 0． 9，所有抽取平均方差值都

在 0． 7 以上，表明具有非常高的收敛效度［21］。判别效

度表明各因子与其指标的相关度是否大于该因子与其

他因子的相关度。本文通过比较各因子 AVE 值平方

根与因子间相关系数来考察判别效度。如表 3 所示，

各因子 AVE 值平方根均明显大于该因子与其他因子

的相关系数，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组合效度
抽取平均

方差值

信任 3． 356 0． 335 0． 923 0． 803

形象 3． 485 0． 343 0． 946 0． 756

失去知识的权威 4． 011 0． 378 0． 926 0． 801

乐于助人 3． 543 0． 296 0． 927 0． 865

共享态度 3． 897 0． 532 0． 945 0． 734

主观规范 3． 765 0． 399 0． 921 0． 779

感知行为控制 3． 402 0． 602 0． 927 0． 767

计算机效能 3． 401 0． 423 0． 957 0． 864

共享意愿 3． 791 0． 528 0． 935 0． 769

表 3 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ASE ISE LKIP PBC IMA SN TＲU CE

ASE 0．872

ISE 0．334 0．883

LKIP －0．323 －0．065 0．893

PBC 0．289 0．379 －0．024 0．905

IMA 0．300 0．290 －0．078 0．201 0．862

SN 0．353 0．305 －0．143 0．232 0．104 0．892

TＲU 0．334 0．234 －0．129 0．144 0．211 0．104 0．901

CE 0．228 0．029 0．203 0．198 0．298 0．035 0．388 0．925

注: ASE 表示知识共享态度; ISE 表示知识共享的意愿; LKIP 表

示失去知识的权威; PBC 表示感知的行为控制; IMA 表示形象;

SN 表示主观规范; TＲU 表示信任; CE 表示计算机效能。

( 四) 假设检验
本文应用 Smart PLS 软件进行结构模型分析，PLS

( partial least squares) 是一种偏最小二乘法，它不仅对

理论的探索和验证能力较强，而且能较好地处理复杂

模型，在各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22］。本文的分析结果

见表 4，可以发现，除乐于助人对共享动机的系数不显

著外，其他系数都在 0． 05 的水平显著。其中信任、形
象和失去知识的权威对共享态度的系数分别为 0． 30、
0． 22 和 － 0． 15; 计算机效能对感知行为控制的系数为

0． 51; 共享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共享意愿

的系数分别为 0． 41、0． 31 和 0． 33。
表 4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β值 T 值 结论

H1 信任对知识共享态度具有正

向影响
0． 30＊＊＊ 3． 18 支持

H2 形象对知识共享态度具有正

向影响
0． 22＊＊＊ 3． 07 支持

H3 失去知识的权威对知识共享

态度具有负向影响
－ 0． 15＊＊ 2． 55 支持

H4 乐于助人对知识共享态度具

有正向影响
0． 02 1． 79 不支持

H5 计算机效能正向影响对于知

识共享的感知行为控制
0． 51＊＊＊ 3． 58 支持

H6 知识共享态度正向影响知识

共享意愿
0． 41＊＊＊ 3． 35 支持

H7 主观规范正向影响知识共享

意愿
0． 31＊＊＊ 3． 18 支持

H8 感知的行为控制正向影响知

识共享意愿
0． 33＊＊＊ 3． 29 支持

注: ＊＊＊代表 p ＜ 0． 001，＊＊代表 p ＜ 0． 05。信任、形象和失去知识

的权威对知识共享态度的解释度 Ｒ2 = 0． 45。计算机效能对共

享知识的感知行为控制的解释度 Ｒ2 = 0． 51。知识共享态度、主
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知识共享意愿的解释度 Ｒ2 = 0． 58。

四、结果与讨论

( 一) 研究发现与贡献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化分工日益精细，知识和信

息也趋向分布于不同组织的不同个体中，如何将这些

有用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共享，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知

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知识共享不同于经济活动中的

商品交换，人们在知识和信息共享中更多关注的是社

会资本［23 － 24］。本文选取信任、形象、失去知识的权威

和乐于助人等较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因素进行了研

究，结果显示信任、形象和失去知识的权威对知识共享

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不支持乐于助人和共享态度存

在相关性，这与先前组织内部的研究结果［25］不同。由

于在跨组织环境下社会联系比较松散，而组织内部的

社会联系则相对紧密，又由于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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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乐于助人对共享态度的关系，这可能便是导致不

支持乐于助人影响共享态度的原因，也进一步证实了

影响知识和信息共享的因素会随情境的变化而不同。
此外，个人的态度和意愿在知识和信息共享的整个过

程中是关键角色，从心理学上对其考察是必要的。本

研究首次将社会资本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结合并构建

模型，同其他研究相比，模型对共享意愿有较强的解释

力( Ｒ2 = 0． 58) 。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在知识共享中

起着重要作用，它会直接影响共享的态度，进一步影响

共享意愿。计算机效能对感知的行为控制有正向作

用，表明信息系统的复杂程度对使用者有显著影响。
主观规范和感知的行为控制会影响知识共享的态度，

验证了计划行为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
( 二) 管理启示
近年来，一些企业建设了知识管理平台，希望为知

识共享提供便捷，但远未达到知识和信息共享的目标，

本研究一定意义上可以为管理者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

论指导。( 1) 信任是社会交往的基础，也是影响知识

和信息共享的首要因素，政府应该加强建立社会信任

机制以提高知识共享。( 2) 目前我国对于知识产权方

面的法律尚不完善，由于缺乏保护，个人可能会担心共

享知识和信息而失去自己本来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知识和信息共享的发生，所以应健全这方面

的法律以保护知识拥有者的合法权益。( 3) 主观规范

和共享意愿存在强相关，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应注重

宣传和教育工作以及氛围的营造。( 4) 在软件开发时

应注意与客户进行交流，注重软件的培训工作，以提高

计算机效能和感知行为控制，进一步促进知识共享。
( 三)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建议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1 ) 本文所用研究

方法以问卷调研为主，因此存有研究的局限性，下一步

可以采用其他研究方法加以补充。( 2) 本研究主要以

服务业的知识共享为例展开，希望后期研究可以拓展

到其他行业和领域。( 3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组

织中拥有适合知识和信息共享的有利因素时，知识和

信息共享更易实现［25］，因此在后期研究中，可以引进

和组织相关的变量，以使研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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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search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 Sharing
Based on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ZHENG Wan-song1，SUN Xiao-lin2，WANG Kan-liang3

( 1． 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Xi'an 710061，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sharing，individual intention directly determines whether the sharing behavior
takes place． For this reason，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research model by combining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with the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the attitude and intention of knowledge sharing of employees were dis-
cussed with the service industry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od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rust，image，loss of knowledge power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attitude toward knowledge sharing． Besides，the
attitude toward knowledge sharing，the subjective norm and the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intention of knowledge sharing． However，being ready to help others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attitude toward
knowledge sharing．
Key words knowledge sharing; attitude of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of knowledge sharing; social capital theory;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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