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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放创新背景下，外部知识搜索成为企业继内部研发与外部收购外第三种提高企业技术竞争优势的方式。

然而，大量研究也表明过度搜索可能损害创新绩效，组织需要对知识搜索进行平衡。因此，论文在系统梳理相关研

究文献基础上，对知识搜索平衡研究的缘起、形成机理、影响因素与未来研究展望进行深入剖析，以廓清它们之间的

内在逻辑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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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open innovation，besides firm＇s internal R＆D and external purchase，knowledge search has become the third way

for the firm to improve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ever，numerous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ver－search may harm organiza-

tion＇s innovation performance，and firms should balance their knowledge search activities． Therefore，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relevant lit-

erature，we conducted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origin，the forming mechanism，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 search

balance and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study，thus，the internal log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re cleared，which may provide some refer-

ences for follow－up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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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化不断推进，竞争日

益激烈，顾客需求复杂多变，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
在这种背景下，组织通过开发内部知识进行创新的成

功机会正逐步被侵蚀，过分聚集于内部知识易于错失

外部机会，容易陷入能力陷阱( competency traps) 与核

心刚性( rigidity ) ［1］。因此，组织必须充分利用外界丰

富的知识资源，从外部搜索知识弥补内部资源的不足，

以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克服“非此地发明”( Not
Invented Here，NIH) 与“非此地销售”( Not Sold Here，

NSH) 的症状
［2］。通过对外部知识源进行搜索、将获取

的知识进行变异 ( variation ) 与重新 组 合 ( recombina-
tion) 促进企业创新，已成为组织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

来源
［3］，大量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

的正面影响
［4－6］。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

过度搜索( over－search) 可能损害创新绩效
［7－10］。因而

知识搜索平衡问题开始纳入学者们研究视野，成为该

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引起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广泛

关注。但总体而言，知识搜索平衡研究尚处于积累阶

段，仍未形成相对稳定的内在逻辑体系，制约了搜索理

论的纵深发展与实践应用。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相

关研究文献基础上，对知识搜索平衡研究的缘起、形成

机理、影响因素与未来研究展望进行深入剖析，以厘清

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知识搜索平衡研究缘起

知识搜索( Knowledge search) 是组织科学、行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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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演化经济学与决策理论等诸多学科的核心概念，其

内涵是组织通过搜索、获取与利用外部通道知识解决

不确定世界中的问题
［11，7，8］。长期以来，知识搜索对绩

效的影响一直是搜索理论核心研究议题，学者们展开

大量研究。Katila 和 Ahuja ( 2002 ) ［7］
按照搜索行为特

征将知识搜索划分为搜索宽度 ( breadth) 与搜索深度

( depth) 两个经典维度。其中，知识搜索宽度是指知识

搜索活动中所涉及的外部知识源或搜索通道的数量，

知识搜索深度是指组织搜索、提取( draw ) 外部知识源

的程度。Katila 和 Ahuja 通过机器人行业专利数据实

证分析表明搜索深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呈倒 U 型关

系。在 Katila 和 Ahuja 研究基础上，Laursen 和 Salter
( 2006) ［8］

以英国创新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 16 种

外部知识源使 ( Laursen 和 Salter 将 16 种外部知识源

分为四大类，分别是: 市场类，包括供应商、客户、竞争

对手; 机构类，包括商业性实验室或研发企业、大学或

高等院校、政府研究机构、其他公共部门、私人研究机

构: 专业类，包括技术标准、健康和安全标准; 其他类，

包括环境标准、专业会议、商会、专业性或行业性刊物

与计算机数据库) 。用数量与程度测度企业知识搜索

水平，结果发现知识搜索宽度与深度均与创新绩效呈

倒 U 型 关 系。此 后，Hwang 和 Lee ( 2010 ) ［9］
参 照

Laursen 和 Salter 研究框架，应用 123 个韩国信息与通

讯企业样本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搜索宽

度与渐进创新绩效呈倒 U 型相关。王继飞( 2010 ) ［10］

立足于我国创新调查，通过对 345 家样本企业统计分

析发现本土制造业知识搜索宽度和深度与创新绩效同

样皆呈倒 U 型相关。Katila 和 Ahuja ( 2002 ) 、Laursen
和 Salter( 2006) 、Hwang 和 Lee( 2010) 、王继飞( 2010 )

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增加知识搜索的深度和宽度

一定程度上将给组织创新绩效带来积极影响，但是超

越某个临界点，将对创新绩效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宽

度与深度搜索对组织创新必不可少，但受制于组织稀

缺资源约束，两者必然存在一定的张力 ( tension) 。因

此，组织需要对知识搜索进行平衡，这种平衡主要体现

在三个层面: 搜索宽度的平衡、搜索深度的平衡，搜索

宽度与深度的平衡。

2 知识搜索平衡形成机理

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演绎表明组织需要在三个层

面保持知识搜索平衡，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三种搜

索平衡的形成机理与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
2． 1 搜 索 宽 度 平 衡 形 成 机 理 Katila 和 Ahuja

( 2002) ［7］
认为增加搜索宽度通过两种机制有利于产

品创 新: 首 先，更 宽 广 的 搜 索 丰 富 了 组 织 知 识 池

( knowledge pool) ，扩充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其次，更大

宽幅搜索扩大了组织知识要素数量，强化了新知识重

新组合，增加了变异，实现了“变异的选择效应”( se-
lection effect of variation) ，从而促进产品开发。然而，

过宽的搜索幅度也可能导致三种负面的效应: 首先，随

着搜索宽度的扩大，通过外部知识搜索获取的潜在创

新机会正在减少，可能不会增加有用的新知识，相反需

要整合的不同范式新知识比例增加，这要求建立不同

的接触与沟通界面，因而整合的难度与成本变大
［3，12］;

其次，大幅度搜索获取的知识与信息可能超越企业吸

收能力的负载，认知极限限制了组织处理信息的数量

与水平
［13］; 第三，由于可靠性是企业对新知识的经验

距离及对当地环境相似距离的负函数，因而更大宽幅

搜索的新知识比起那些在熟悉知识附近搜索的知识可

靠性更低
［14］，由于可靠性的降低，搜索全新知识的创

新项目比搜索相近知识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要小。因

此，组织需要平衡知识搜索宽度，确定搜索宽度平衡

( 最优 ) 水 平。Laursen 和 Salter ( 2006 ) ［8］、Hwang 和

Lee( 2010) ［9］、王继飞 ( 2010 ) ［10］
等通过对不同国家实

证研究发现，企业搜索宽度的平衡点分别是 11 种、8
种和 5 种( 传统行业) 外部知识源。
2． 2 搜 索 深 度 平 衡 形 成 机 理 Katila 和 Ahuja

( 2002) ［7］
提出增加搜索的深度通过两个方面的经验

效应而正面影响产品创新: 首先，重复使用同样的知识

要素减少错误的可能性，促进惯例的形成，使得搜索更

可靠; 其次，重复使用既定的概念能够加深这些概念的

理解提升组织的吸收能力。然而，过度的深度搜索也

至少存在两种负面效应: 首先，任何一种知识轨道改进

空间都有潜在的极限，当达到轨道的极限，知识搜索的

边际收益递减，搜索的成本最终超过收益
［15］; 其次，重

复使用已有的知识使组织陷入刚性与路径依赖，在动

荡环境下，以前使用成功的解决问题方案和策略可能

变成问题
［1］。因此，组织也需要平衡知识搜索深度，确

定搜 索 深 度 平 衡 ( 最 优 ) 水 平，Laursen 和 Salter
( 2006) ［8］、王继飞( 2010) ［10］

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深度

搜索的平衡点分别为 3 种与 4 种( 高新技术行业) 外

部知识源。
2． 3 搜索宽度与深度平衡形成机理 搜索宽度与

深度的 平 衡 一 直 是 搜 索 理 论 关 注 的 重 点。March
( 1991) ［11］

认为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宽度与深度搜索竞

争组织稀缺资源，更多资源投入到宽度搜索则更少的

资源投入到深度搜索，或者相反，因而两者需要适度平

衡。而 Gupta 和 Smith( 2006) ［16］
则认为在其他条件不

变下，两种搜索行为都具有自增强性与路径依赖性，容

易陷入失败陷阱 ( failure trap) 与形成成功陷阱 ( suc-
cess trap) ，因而组织需要在知识搜索宽度和搜索深度

之间取得平衡，做出明确的显性与隐性选择。显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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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利用新知识源搜索知识时将降低在原有知识通道

中搜索的深度与速度，而当在原有知识源中对已有知

识进行搜索时将减少从其他新知识源中获取新概念、
新想法的机会。因此，平衡知识搜索宽度与深度的问

题在于是利用新知识源进行新技术与新知识的搜索还

是在原有知识通道中频繁而强烈地对现有知识进行搜

索。
组织知识搜索宽度与深度的平衡也可从注意力理

论视角进行解析，Ocasio ( 1997) ［17］
认为管理者的注意

力是组织中最稀缺的资源，决策者需要集中他们的注

意力资源在有限的事件上来获得持续的绩效。显然，

企业知识搜索的宽度与深度受限于组织注意力资源，

即搜索越宽广的企业搜索的深度越浅，而搜索越深的

企业可能搜索的宽幅越窄。因此，组织需要科学分配

注意力资源以维持知识搜索宽度与深度的平衡。
综上，Katila 和 Ahuja( 2002) 、March( 1991) 等人的

研究初步厘清了知识搜索在三个层面平衡的形成机理

与过程。然而，他们的研究视外部环境等边界条件为

外生变量，仅勾勒了某一时点的静态平衡形成过程，而

随时间或外部环境变化的知识搜索动态平衡形成与演

化仍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3 知识搜索平衡影响因素

鉴于组织知识搜索平衡具有复杂性与动态性特

征，因而影响知识搜索平衡的因素也受到学者们高度

关注。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知识搜索平衡

是组织内外部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具体地，影响组

织知识搜索平衡的因素有: 冗余资源、组织吸收能力与

情境因素等。
3． 1 冗余资源 Katila( 2002 ) ［18］

深入研究了冗余

资源( slack resource) 对知识搜索平衡的影响，认为当

组织存在冗余资源时，导致管理者放松对资源和搜索

行为的控制，允许组织拓展搜索宽度与深度搜索外部

通道新知识，从而改变组织微观知识搜索宽度与深度

的平衡，并且实证研究结果 ( 冗余资源与组织搜索宽

度正 相 关 ) 也 支 持 这 一 论 断
［19］。此 外，如 前 所 述，

March( 1991) ［11］
认为资源约束是造成搜索宽度与深度

之间存在张力的重要原因，因而组织冗余资源可有效

缓解两者之间的张力，实现组织在微观与总体搜索上

的新平衡。然而，也有学者认为
［20］

组织冗余资源丰富

时，组织可利用储备资源应对外部需求与挑战，加之外

部搜索意味着不确定性，经理人员将维持知识搜索平

衡现状，但目前此结论尚未得到实证支持。
3． 2 组织吸收能力 Winter( 1984) ［21］

指出组织通

过对外部知识源进行搜索，通常只能获得有用的知识

碎片，而 把 知 识 碎 片 进 行 整 合 融 入 到 自 身 知 识 基

( knowledge base) 则依赖于组织的吸收能力。Cohen
和 Levinthal( 1990 ) ［22］

认为吸收能力是组织识别、评

价、消化 ( assimilate) 与应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因

此，高水平的吸收能力有助于组织跨越认知 ( cogni-
tive) 、空间( space) 与技术边界搜索陌生( unfamiliar) 、
远距离的知识

［5］，极大拓展知识搜索的宽度与深度，从

而促进组织由低水平搜索均衡向高水平均衡跃迁。相

反，吸收能力弱的组织难于逾越组织物理与技术边界，

只能维持低水平的搜索平衡。
3． 3 情境因素 随着环境的动态性不断加剧，外部

环境成为影响知识搜索平衡的重要外因。Jansen et
al． ( 2006 ) ［23］

认为在动态环境下组织应拓展搜索宽

度，实施灵活性探索式( explorative) 搜索策略，而在低

不确定性环境下应加大搜索深度，开展精炼性开发式

( exploitative) 搜索策略，以实现组织知识搜索新平衡。
Laursen 和 Salte( 2006) ［8］

提出由于搜索策略根植于过

去的经验以及经理人员未来的预期，在动态环境下，组

织难以决定在深度与宽度方面的最优搜索策略，特别

是在企业知识基混乱的情境下，这直接影响到组织知

识 搜 索 的 平 衡。 Sidhu，Commandeur 和 Volberda
( 2007) ［12］

发现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影响组织知识搜索

活动，决定组织采用不同搜索模式，进而影响组织在总

体搜索宽度与深度上的平衡。
此外，不同行业创新所需知识投入差异显著，搜索

宽度与深度水平各异，因而行业背景也是影响知识搜

索平衡的重要因素。Laursen 和 Salte( 2006 ) ［8］
发现化

工、电子和机械行业外部搜索宽度最宽，而低技术行业

如造纸和印刷行业搜索宽度最窄，总体搜索宽度与深

度的平衡点分别为 11 种和 3 种外部知识源。王继飞

( 2010) ［10］
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制造业搜索宽度

的平衡点为 5 种外部知识源，深度平衡点为 2 种，而高

新技术行业搜索宽度的平衡点为 8 种，深度平衡点为

4 种外部知识源，其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行业差异

显著影响组织知识搜索的宽度与深度平衡。
从上述研究可知，学者们从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

等方面识别出影响组织知识搜索平衡的因素，并初步

探讨了这些因素对知识搜索平衡的影响，为后续研究

奠定了基础。然而，企业是嵌入在与其他组织实体具

有社会的、专业的交换关系的网络中，网络潜在地为公

司提供了搜索获取外部知识的机会
［24］。因此，深入探

究企业嵌入的网络特征如关系强度、网络规模与网络

位置 /中心度等对知识搜索平衡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

的重点。

4 未来研究展望

开放创新背景下，外部知识搜索成为企业继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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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与外部收购外第三种提高企业技术竞争优势的方

式。然而，深度研究表明过度搜索可能损害组织创新

绩效，因而知识搜索平衡成为学术界与实践者关注的

焦点。论文首先在实证研究结果基础上导入知识搜索

平衡研究问题，重点剖析了知识搜索三层面平衡的形

成机理，识别了影响知识搜索平衡的因素与过程，初步

勾勒了知识搜索平衡的研究框架。回顾相关研究文

献，我们认为未来研究还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4． 1 知识搜索平衡进一步实证检验 虽然大部分

实证研究发现知识搜索宽和深度与创新绩效呈倒 U
型相关，然而部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与创新绩为

线性正相关
［6］。因此，为提高研究的可比性与继承性，

未来研究应开发规范、标准的知识搜索测度量表，应用

大样本数据进行对比检验，以最终明确知识搜索对创

新绩效的影响，消除研究结论分歧。此外，由于文化与

发展水平差异，深入研究基于中国文化情境下知识搜

索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仅可以充实现有研究基础，对

比检验国外相关结果，还可能得出富有洞察力的结论，

建构新理论，为全球知识搜索平衡研究贡献新知识。
4． 2 知识搜索平衡动态演化研究 如前所述，已有

研究皆从静态视角观察或采用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知

识搜索平衡问题，仅关注到某一时点的搜索平衡，只能

捕捉搜索平衡的表象或偶然关系，而知识搜索平衡动

态演化仍是黑箱。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未来的研究可

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规范的深度纵向案例研究，

探究知识搜索平衡的动态演化规律，为实证研究提供

参考。此外，由于模拟的方法( simulation modeling ) 能

够同时考察复杂多因共变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还

可以通过构建仿真模型( 如系统动力学模型) ，采用仿

真的方法模拟知识搜索平衡的动态演化过程。
4． 3 知识搜索平衡实现机制研究 由于组织资源

的约束与自我强化机制，搜索宽度与深度之间存在一

定的张力，导 致 组 织 陷 入“双 陷 阱”式 搜 索 失 衡 状

态
［11，16］，因而如何实现组织知识搜索平衡是未来研究

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初步形成了两种

不同的观点，即传统权衡取舍( tradeoff ) 观与现代双元

( ambidexterity ) 组织观
［25］: 前者认为组织只能对两种

知识搜索活动进行精心权衡以保持这两类活动的适度

平衡; 而后者强调培育形成组织双元能力如领导双元

( leadership－ based ambidexterity ) 、情境双元( contextu-
al ambidexterity ) 与结构双元( architechtural ambidexter-
ity ) 能力等，从而可同时兼顾两种知识搜索活动，但如

何培育双元能力以实现组织知识搜索平衡仍需深入探

究。
4． 4 知识搜索平衡跨层研究 总结现有文献发现，

组织层面知识搜索平衡研究是主体，团队与网络层面

知识搜索平衡开始受到关注，但跨层面知识搜索平衡

研究非常稀少。因此，后续研究首先应探明团队与网

络层面知识搜索平衡的特征、表现形式、影响因素与形

成机理等，在此基础上，推进跨层面知识搜索平衡研

究，如低层次活动主体 ( 个体 /团队) 知识搜索平衡如

何影响高层次 ( 组织 /网络) 搜索平衡，低层次的搜索

平衡如何汇聚到高层次搜索平衡，以及不同层面搜索

平衡的交互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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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宗教领域中反面内容是需要过滤出来的文本，漏

判反面内容的危害很大，而正面内容判错的危害则很

小。
通过考察实例发现，可扩展句法树的触发率超过

68% ，也就是说基本上 68% 的句子能够运用可扩展句

法树进行情感分析。对于没有触发句法树的句子，本

文采用简单的情感元素组计算方法，主要错误也集中

在这部分。分析错误发现，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句子无

法识别远距离依赖，也就是评测对象与情感词汇实际

上并不是互相联系的。

3 结 论

本文主要采用可扩展的句法树方法来进行文本情

感倾向性分析，难点主要表现在自然文本表达方式的

多样化，训练数据的稀疏性和不均衡性等。
未来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有: a． 扩展句法树的适

用范围，可以采用柔性的方法，将无法触发句法树的句

子进行简化，从而柔性触发句法树。b． 增加扩展句法

树的数量，目前建立的句法树有 20 余个，尚不能覆盖

全部语言现象。c． 基于规则的方法对于语义分析是有

局限的，有待进一步结合其他机器学习方法提高系统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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