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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建设工程项目专业团队知识学习
的多重ＳＥＣＩ模型

陈　赟，宋　扬

（长沙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将大型建设工程项目专业团队的知识划分为个体知识、实践社群知识和专业团队知识，在传统的ＳＥＣＩ模型基

础上，着重分析了专业团队内部知识的转化机制，并以此构建了大型建设工程项目专业团队知识学习的多重ＳＥＣＩ模

型，以揭示专业团队知识学习本质，为促进其团队知识学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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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专业团队是按照作业、技术、

工种等形成的小团队，是项目团队的基本组成单位。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多单位融合性的特点决定了专业

团队的知识学习同时具有博弈性和合作性的特点，

因此其团队知识学习的过程不再是简单的ＳＥＣＩ模

型，而是复杂的关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交叉学

习。知识只有在团队内部不断的流动以达到知识共

享以及知识创新的目的才能满足大型建设工程项目

较高的施工要求，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大型建设工

程项目专业团队内部知识的流动过程，以揭示其知

识学习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促进专业团队的知识学

习，以利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目标的实现。

秦铁辉、彭捷［１］将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个体知

识与组织知识两种新的知识分类方法引入ＳＥＣＩ模

型，在ＳＥＣＩ框架 下 探 讨 了 外 部 知 识 与 内 部 知 识 及

个体知 识 与 组 织 知 识 间 的 知 识 转 化。周 劲 波、黄

胜［２］在知识转化的起点、终点和周期性的基础上，进
一步探讨了ＳＥＣＩ框架下以知识共享和知识应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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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层级间知识转化和基于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

的组织间知识转化，并对企业的知识管理实践提出

了一些 建 议。张 克 英 等［３］根 据 知 识 共 享 活 动 的 特

征，提出了包含共享对象、共享主体、共享手段在内

的知识共享三 要 素，并 在 知 识 类 型 转 化 的ＳＥＣＩ模

型基础上，根据知识共享主体的不同提出了知识共

享的１６种细分模式，并对这１６种模式进行了界定，

从而有助于组织明确知识共享这一过程，促进了个

人、团队、组织间的有效知识共享。由此可见，关于

ＳＥＣＩ模型的研究，学者们已不仅限于组织内部的知

识转化过程，已经扩展到组织间及层级间的知识转

化，但仍存在以下不足：（１）对于知识在组织内及组

织间的转化过程，没有给出完整的知识流动过程解

释，都是脱离其他模式而对某一特定细分模式进行

解释的；（２）多数的关于ＳＥＣＩ模型的研究都是针对

于企业知识管理的，对于知识构成比较复杂的工程

项目管理领域没有涉及。工程项目团队成员的知识

面涉及很广，在实际的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同领域的

知识交流容易碰撞出新的知识，其团队知识流动过

程要比企业知识管理中的知识流动过程更加复杂一

些，因此有必 要 将ＳＥＣＩ模 型 与 大 型 建 设 工 程 项 目

专业团队结合起来做深入研究。为弥补其他学者研

究上的不足，本文尝试将专业团队组织间及层级间

知识转化过程看作一体，详细地阐述团队内部关于

显性 和 隐 性 知 识 的 交 叉 学 习 过 程，构 建 多 重ＳＥＣＩ
模型。

　　二、专业团队知识的层次划分

专业团队作为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基本组成单

位，与其上层组织标段团队和项目团队同样具有比

较复杂的内部结构，这是由专业团队成员知识学习

的混沌及博弈性决定的，或是互助文化，或是兴趣所

致，专业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学习呈现出复杂的非

线性状态。为了详细剖析专业团队关于显隐性知识

学习的特质，构建多重ＳＥＣＩ模型，本文将专业团队

知识存在主体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个体知识

第一层次为专业团队成员个体所拥有的知识。

这类知识也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但以其拥

有的隐性知识为主。成员个体的隐性知识是其它层

面隐性知识的知识来源和知识归宿，对专业团队而

言，具有能为组织提高知识资产的隐性知识的成员

个体最为重要，我们将这些成员称为隐性知识主体。

相对地，作为接受知识的其他成员将其称为隐性知

识受体。主体和受体之间由于个人之间的知识差距

而形成知识位势差，造成了知识从位势高处向低处

流动的自然趋势，经过隐性知识主体与隐性知识受

体的知识传播，完成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学习

过程，即知识的社会化过程。
（二）实践社群知识

第二层次为实践社群作为独立的整体所拥有的

知识。实践社群是指在同样目标、同样工作或者同

样兴趣的基础上，组建的非正式社群，通过不断发展

的实践和交流，从而促进知识共享，加深该领域的组

织学习［４］。本文中的实践社群是指专业团队内部成

员由于同样目标或者同样兴趣所组建的专业团队内

部的非正式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通过满足社群内

部知识共享的要求来达到整个专业团队知识共享的

目的。实践社群具有以下特点：１）是基于共同兴趣

而组建的群体，其领域相对明确而稳定；２）是一种非

正式组织，成员之间已建立稳定的联系，彼此影响较

大且已形成“社群”功能；３）通过实践来分享经验、想

法和体会，是扎根于隐性知识的学习形式。

（三）专业团队知识

第三层次为整个专业团队所拥有的知识。专业

团队拥有的知识既不能脱离专业团队中个体或实践

社群的知识而独立存在，但又不是个体知识或实践

社群知识的简单加和，而是在对成员个体、实践社群

和从专业团队外部获取的各种知识有效转化、整合

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涌现出成员个体或

实践社群所无法具有的知识特质。专业团队的显性

知识包括专业团队工作目标、工作计划等范畴之内

的知识，隐性知识表现为专业团队的团队文化、价值

观念、行为准则等，也包括能被专业团队所掌握的诀

窍、经验和协作能力。

故专业团队知识层次如图１所示。

　　三、专业团队知识学习多重ＳＥＣＩ模型

对于知识类型的划分标准，众多学者都有不同

的看法，但是不论怎样划分，从存在论和认识论的角

度，知识都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即：个体隐性知识、个

体显性知识、组织隐性知识和组织显性知识。本文

主要研究专 业 团 队 内 部 关 于 显 隐 性 知 识 的 学 习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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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假设专业团队包含两个

实践社群：组织１和组织２，着重探讨组织内部以及

组织１和组织２之间的知识转化机制，这样便可以

理清整个专业团队内部知识的转化机制，构建多重

ＳＥＣＩ模型。

图１　专业团队知识层次图

（一）知识转化的起点、终点

个体隐性知识既是知识转化的起点又是知识转

化的终点。这主要是因为知识是存在于个体的大脑

中的，个体的知识是组织知识存在的基础，专业团队

成员通过个人的专业领域的学习或是咨询行业协会

等方式来满足个人发展的要求，这是个体创造知识

的基础，组织只能是为成员个体提供学习的环境与

创造学习氛围。个体是知识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知识

的应用者，成员个体通过将自己现有的知识运用于

实际的项目施工中可以获得新的工作体验与知识启

发，这些都是难以言表的隐性知识。因此，个体隐性

知识既是知识转化的起点又是终点。

（二）多重ＳＥＣＩ模型构建

传统的 知 识 转 化 的ＳＥＣＩ模 型 是 限 于 组 织 内

的，忽略了组织外部与组织内部间的知识转化与知

识共享，作为隶属于同一个专业团队内的两个实践

社群来说，不只每个实践社群内部知识转化流程存

在完整的ＳＥＣＩ过 程，而 且 两 个 社 群 之 间 也 发 生 着

“交叉”的ＳＥＣＩ过程。本文将实践社群１即组织１
作为参考系，那么组织２所拥有的知识则属于组织

１的外部知识。具体知识转化机制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组织１和组织２之间不仅存

在简单的组织 内 部 的ＳＥＣＩ知 识 学 习 过 程，还 包 括

组织间交叉的多重ＳＥＣＩ模型。

传统的ＳＥＣＩ模型的基本原理是个体隐性知识

经社会化（Ｓ）过 程 后 变 成 组 织 的 隐 性 知 识，组 织 的

隐性知识再 经 过 外 化（Ｅ）后 变 成 组 织 的 显 性 知 识，

组织的显性 知 识 经 过 整 理、重 组（Ｃ）后 变 成 新 的 组

织显性知识，最后一步即是组织的显性知识经过内

化（Ｉ）转 化 为 个 体 的 隐 性 知 识 过 程，然 后 新 一 轮 的

ＳＥＣＩ过程又开始了。知识就这样在组织内部 周 而

复始的无限循环地转化，每一次完整的转化过程都

会给组织带来新的知识，增加组织的知识存量并改

变了组织的知识结构。本文在传统的ＳＥＣＩ模型基

本原理的基础上，将跨组织学习理念引入专业团队

的ＳＥＣＩ知识学习过程中，构建多重ＳＥＣＩ模型。如

图３所示。

图２　跨组织知识转化图

图３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专业团队知识学习多重ＳＥＣＩ模型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从任何一个个体隐性知识

出发，知识转化的ＳＥＣＩ过程都有以下１６种模型：

Ｓ１－Ｅ１－Ｃ１－Ｉ１，Ｓ１－Ｅ１－Ｃ１－Ｉ２，

Ｓ１－Ｅ１－Ｃ２－Ｉ１，Ｓ１－Ｅ１－Ｃ２－Ｉ２
Ｓ１－Ｅ２－Ｃ１－Ｉ１，Ｓ１－Ｅ２－Ｃ１－Ｉ２，

Ｓ１－Ｅ２－Ｃ２－Ｉ１，Ｓ１－Ｅ２－Ｃ２－Ｉ２
Ｓ２－Ｅ１－Ｃ１－Ｉ１，Ｓ２－Ｅ１－Ｃ１－Ｉ２，

Ｓ２－Ｅ１－Ｃ２－Ｉ１，Ｓ２－Ｅ１－Ｃ２－Ｉ２
Ｓ２－Ｅ２－Ｃ１－Ｉ１，Ｓ２－Ｅ２－Ｃ１－Ｉ２，

Ｓ２－Ｅ２－Ｃ２－Ｉ１，Ｓ２－Ｅ２－Ｃ２－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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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型建设工程项目专业团队知识学习不

是简单的线性的、组织内部的ＳＥＣＩ模型，而是关于

显隐性知识交叉学习的多重ＳＥＣＩ模型。

（三）多重ＳＥＣＩ模型知识转化过程分析

１．如３图示，组织１的个体隐性知识经过社会

化过程后有组织１和组织２两个去向，即组织内和

组织外的社会化过程。Ｓ１ 过程是因为同属于一个实

践社群的成员具有相同的兴趣、工作中的默契及互

助文化等，成员之间互相交流、学习，在日常的工作

中经过不断模仿、体会，反复实践和操作来获得其他

成员的隐性 知 识，实 现 了 个 体 隐 性 知 识 的 共 享。Ｓ２
过程是因为隶属于两个实践社群的不同成员都属于

同一个专业团队，任何学习行为都是服务于同一个

专业团队目标的，因此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某些契合

点，即存在一定的联系，可能一个实践社群成员所拥

有的隐性知 识 可 能 是 另 一 个 实 践 社 群 所 缺 乏 的 知

识，因此组织２的成员可能因为组织需要而通过不

断交流、模仿来获取组织１成员的个体隐性知识，这

样便实现了组织１个体隐性知识在组织２的社会化

过程。

２．组织１的个体隐性知识经社会化过程转化为

组织１的组织隐性知识后，组织１的组织隐性知识

又有两个去向，即组织１的外化过程Ｅ１ 和组织２的

外化过程Ｅ２。Ｅ１ 过程的存在是因为组织１的成员将

其掌握的施工技术、经验技巧通过在项目施工过程

中进行实践后，会将正确的且行之有效的一些施工

方案、技巧等隐性知识以文字或是其他方式来将其

显性化，即将这些隐性知识转化成可以直接看到的、

直接应用的知识。Ｅ２ 过程是因为组织２的成员可能

会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通过不断观察组织

１成员的某些工作技巧、经验之类的难以表达的知

识，将其以文字等方式记录下来以为其自身组织学

习及施工过程之用，这样便实现了组织１的隐性知

识在组织２的外化过程。

３．组织１的组织隐形知识转化为组织１的组织

显性知识后有两个去向，即组织１的组合过程Ｃ１ 和

组织２的组合过程Ｃ２。Ｃ１ 过程是组织１内的成员将

组织内比较零散的、不系统的显性知识进行整合，形

成具有内在联系的能够为实践社群所掌握的显性知

识的过程。该过程的知识整合不是简单的个体显性

知识的叠加，经过整合后实践社群的显性知识的存

在结构、位置和知识拥有者的数量都发生了改变，形

成新的比较系统的组织显性知识。Ｃ２ 过程的发生是

基 于组织１和组织２之间的合作关系的，组织２内的

成员由于工作关系及个人学习的兴趣爱好会与组织

１之间产生联系，在长期的联系过程中可能掌握了

一些本组织之前所不具有的知识，根据组织需要可

能会将已掌握的组织１的组织显性知识进行整合而

形成本组织的比较系统化的新的组织显性知识，这

样便产生了Ｃ２ 过程。

４．组织１产生新的组织显性知识后，知识的流

动同样有两个方向，即组织１的内化过程Ｉ１ 和组织

２的内化过程Ｉ２。组织１经过知识整合产生新的组

织显性知识后，组织１的成员个体由于工作需要和

个人学习爱好会主动地去学习这些新的组织显性知

识，经过不断地学习与实践将其慢慢转为自己新的

施工经验、施工技巧等新的工作体验，这些都是组织

１个体新的隐性知识，是下一个知识转化过程的知

识来源。同理，组织１新的组织显性知识对于组织

２的成员个体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新的、在自己组织

内无法学到的知识，组织２成员会在与组织１的联

系、合作中主动去学习这些新的组织显性知识，经过

不断地将其实践、吸收逐渐转化为自己新的工作体

验，便产生了新的隐性知识，这也是组织２下一个知

识转化过程的知识来源。

组织１和组织２是 相 对 而 言 的，如 果 将 组 织２
作为参考系，那么其知识转化的过程与组织１的知

识转化过程相同。

　　四、多重ＳＥＣＩ模型的应用途径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专业团队具有组织临时性和

团队成员流动性等特点，因此其团队知识学习区别

于一般的正式组织团队，最明显的区别是其团队知

识学习过程不像正式组织团队那样正式，一般都是

通过自由学习而完成的。因此，“实践社群”作为专

业团队内部的非正式组织，是专业团队知识学习过

程的主体，其组织特点适合于专业团队的学习模式。

可以按照以下的应用途径来指导实际的专业团队的

知识学习过程。

（一）多重ＳＥＣＩ模 型 是 从 个 体 隐 性 知 识 开 始，

经过一系列的转化，完成知识在不同实践社群之间

的流动过程，因此专业团队首先要做好知识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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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工作，增强团队成员的知识学习的动力与兴趣，

完成个体隐性知识到不同实践社群的组织隐性知识

的转化，实现多重ＳＥＣＩ模型知识转化的第一步。

（二）多重ＳＥＣＩ模型是基于实践社群之间的知

识学习过程而建立的，因此，专业团队应该在实际的

知识学习过程中鼓励实践社群这种非正式组织的存

在，以求实现多重ＳＥＣＩ模型的知识转化过程，促进

知识在整个专业团队的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的转化。

（三）多重ＳＥＣＩ模 型 知 识 转 化 过 程 中，知 识 在

不同实践社群之间的流动及转化过程是建立在两个

实践社群“联系”的基础之上的，而实践社群之间的

这种“联系”即是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工作和学习过程

中所建立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是要依

靠专业团队来提供良好的互助合作氛围的。因此，

为了促进不同实践社群之间的“联系”，专业团队要

不断创造实践社群之间互相交流的机会，为其组织

之间的知识交流提供环境，培养团队成员互助合作

的工作和学习氛围，以确保知识在不同实践社群之

间的顺利转化。

（四）本文构建的多重ＳＥＣＩ模型提出了知识在

专业团队内部转化的完整路径，针对知识转化的不

同阶段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促进其知识转化过程

的实现，可以做到及时响应，为知识转化的下一个环

节提供保障，最终达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的目的。

　　五、结语

本文所构建的多重ＳＥＣＩ模型是在企业知识管

理基础上建立的，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特殊性决定

了其专业团队在实际的知识学习过程中有着更加复

杂的学习机理，因此专业团队在实际的知识学习过

程中，如何利用多重ＳＥＣＩ模型的知识转化机制，促

进其团队知 识 共 享 及 知 识 创 新 还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研

究。只有将其理论意义转化为实际的团队知识学习

绩效 才 能 够 有 效 促 进 大 型 建 设 工 程 项 目 目 标 的

实现。

［参考文献］

［１］秦铁辉，彭捷．ＳＥＣＩ框架下 不 同 组 织 和 层 级 间 的 知 识 转 化 研 究

［Ｊ］．情报学报，２００６（６）：６９５－６９９．

［２］周劲波，黄 胜．ＳＥＣＩ框 架 下 的 多 层 次 组 织 知 识 转 化 机 制 研 究

［Ｊ］．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０９（６）：４００－４０３．

［３］张克英，朱爱辉，黄 瑞 华．基 于 知 识 共 享 主 体 的ＳＥＣＩ细 分 模 式

研究［Ｊ］．情报杂志，２００７（７）：５－１０．

［４］褚建勋．基于顿悟学习的Ｑ－ＳＥＣＩ模型及其应用研究［Ｊ］．科研

管理，２００７（７）：９５－９９．

［５］李久平．基于ＳＥＣＩ的 企 业 内 部 知 识 流 动 过 程 及 螺 旋 模 型［Ｊ］．

情报杂志，２００６（９）：５１－５７．

［６］雷亚萍．基于ＳＥＣＩ模 型 的 知 识 转 移 研 究［Ｊ］．青 海 师 范 大 学 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６）：１６－１９．

［７］王秀红，刘源．主体隐性知识转化的系统动力性模型研究［Ｊ］．科

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６（５）：９０－９４．

［８］Ｉｋｕｊｉｒｏ　Ｎｏｎａｋａ，Ｒｙｏｋｏ　Ｔｏｙａｍａ，Ｎｏｂｏｒｕ　Ｋｏｎｎｏ．ＳＥＣＩ，Ｂａ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Ｊ］．Ｌｏ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０（３３）：５－３４．

［９］Ｓａｂｉｎｅ　Ｓｅｕｆｅｒｔ，Ａｎｄｒｅａｓ　Ｓｅｕｆｅｒｔ．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３３ｒｄ　Ｈａｗａｉ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５６－６８．

［１０］饶扬德．基于ＳＥＣＩ的区域知识创造中心构建［Ｊ］．科 技 进 步 与

对策，２００７（１）：９７－１００．．

［责任编辑　谢明子］

４７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