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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转移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适

应研究∗ ∗

洪秋兰　 刘　 倩

摘　 要　 基于知识转移视角，选取知识存量变化、知识使用效果、知识创新程度及知识使用频率四项指

标作为知识转移效果的衡量构面，确定以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知识特性因素、知识源因素、知识受体因

素、转移情境因素）为自变量、知识转移效果为因变量的研究思路。 然后以 ＳＰＳＳ 软件对实证数据进行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知识转移差异性分析和知识转移效果与知识转移影响因子间的回归分析。 差

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务工年限较长、学历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知识转移中拥有较大的优势。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知识转移意愿、知识吸收意愿、知识内隐性、文化差异、知识转移能力、关系质量、知识

复杂性、知识转移通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转移效果存在显著影响。 最后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对当

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提出对策建议。 表 ８。 图 ３。 参考文献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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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老一代农民工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

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

水平普遍得到了提升，信息时代的社会背景也赋

予了他们更多的知识获取渠道，但从目前状况来

看，新生代农民工依旧是城市中的“知识弱势群

体”，这种弱势身份妨碍着他们与城市文化相适

相融。 现阶段，提高知识水平是新生代农民工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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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市的文化要求，而知识转移效果直接影响着

其知识水平提升的程度。 通过知识转移，新生代

农民工不仅能够提高知识水平，更新知识体系，而
且能增强个体的生存优势。 本文从城市文化适应

的背景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所

发生的知识转移行为进行研究，深入挖掘知识转

移行为的影响因素，探究知识转移效果的优化手

段，以期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提

供有效建议。

１　 文献综述

１ １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

早在 １１ 世纪，英国就开始出现了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的社会现象，迁移人口的市民化、社会

认同、适应和融入等问题均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

意。 在学者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资本归因

理论（即认为社会资本对于个体融入新环境具有

重要的积极作用） ［１－２］、同化论［３］、多元文化论［４］、

多向分层同化理论［５］ 等。 其中，多向分层同化理

论强调结构因素和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认
为移民同化的原因不仅在于移民族群的内在文

化，还在于移民族裔社区中的社会经济资源以及

主流社会的社会分层和政策取向，这一理论对于

我国的农民工城市适应尤其具有借鉴价值。
在移民文化适应进程中，许多学者注意到了

知识在其中的作用。 Ｄｏｗｎｅｓ 等认为移民在流入

地对文化知识、市场知识、消费知识等有需求［６］ 。
Ｃａｉｄｉ 等认为移民群体的知识需求包括定向知识

需求和特定知识需求，前者如日常生活、工作中

所需的知识，主要通过大众媒介获取；后者是移

民在生活和工作中为解决某类问题和困难所产

生的信息意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主要通过特

定的组织机构获取［７］ 。 也有其他学者将移民群

体在流入地所获取的知识分为市场知识、个人技

能知识、工作管理技能知识以及社交知识［８］ 。 对

于以上各种知识的价值和重要性，学者们各有见

解。 但总体来看，移民群体的语言习得、风俗习

惯、社会规则、人际交往、社会参与、生活方式甚至

通婚意愿等，都能够影响其更新知识结构甚至知

识的创新。
图书情报部门在面向移民的知识服务中发

挥着积极作用：为移民群体提供本土文化资料并

帮助他们重构个体文化模式［９］ ；为移民群体提供

社交平台，增加其与本土居民的社会交往，促进其

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１０］ ；重视移民信息服务需

求，开展多语言馆藏资源体系构建、多语言教学和

娱乐活动以及馆员培训等［１１］ ；图书馆同众多组织

机构合作进行移民需求评估，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内容，吸引移民参与并认同图书馆，尽最大努力向

当地移民社区延伸服务等［１２］ 。

１ ２　 国内相关研究成果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国内现有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研究主要分

布在社会学、图书情报学、传播学、教育学等领域。
社会学领域侧重于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行为

方式等角度去看待城市化过程［１３］ ，基于各种各样

的社会关系搭建起社会空间，研究在这个动态且

立体的空间结构中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社会

网络和社会融合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１４］ ，而运

动于这个空间和关系之中的知识便形成多维、复
杂的知识转移过程。 图书情报领域主要关注新生

代农民工的知识能力［１５］ 、信息素养［１６］ 、图书馆知

识服务［１７］和知识培训［１８］ 等，但尚未对其知识转

移进行系统研究。 教育学领域重点着眼于新生代

农民工的继续教育［１９］ 、子女教育［２０］ 和相关政策

安排［２１］ ，也有部分研究关注了教育发展的原始性

和延伸性，主张教育平等和原生教育、家庭教

育［２２，２３］等。 教育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对知识环境

的维护，这些在教育学领域做出的研究，对于新生

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知识转移研究具有

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以知识

传播流程为基线， 对传播主体 （新生代农民

工［２４］ ）、 传 播 介 质 （ 人 际 传 播［２５］ 、 自 媒 体 传

播［２６］ ）、传播空间（社区［２７］ 、城市［２８］ ）等要素分别

展开研究。 本研究认为，知识转移具备传播者、
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等知识传播的基本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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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但与知识传播过程有所区别的是，知识转

移是在受控环境下发生的，且强调结果的反馈，
因此，知识转移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传播过程。 传

播学学科与图书情报学科两者的学科关系向来

渊源深厚，且知识传播与知识转移二者的关系又

是如此紧密，对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借鉴与参考，
必定能够为知识转移的研究提供丰厚的理论

基础。
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对新生代农

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知识层面的研究较为分散

和凌乱，这与知识本身十分纷杂的内涵和外延有

着密切关联。 在各类研究中，有的仅涵盖某种单

一知识，有的只涉及知识转移过程的某一环节，新
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知识及其转移的研

究还尚未成熟，缺少全面而完整的深入探讨。

２　 理论分析

２ １　 城市文化适应中的知识转移过程

Ｓｚｕｌａｎｓｋｉ 认为，知识转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共包含初始、执行、蔓延及整合四个阶段，并据此

提出了知识转移的过程模型［２９］ 。 知识转移的发

生既需要知识源，也需要知识受体。 新生代农民

工群体作为务工地的“迁入者”，其市民化的本

质即为主动适应与融入城市，而本地居民作为

“原住民”，城市则本由他们“创造”。 基于此，新
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中的知识转移实则为发

生于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知识转移。
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技能水平相较于城市

居民而言，尚存在差距。 综合以上理论观点，本
研究选取本地居民为知识源、新生代农民工为知

识受体，围绕这一对重要转移主体进行系统

分析。
以 Ｓｚｕｌａｎｓｋｉ 的知识转移过程模型为理论基

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文化适应中的知识转移

可划分为外转移和内转移两个过程。 外转移过

程包括知识转移的开始阶段及执行阶段，即知识

转移的动机开始形成，在本地居民和新生代农民

工双方的共同作用下，生成转移决策，并完成被

转移知识从本地居民向新生代农民工的传输过

程。 外转移过程中，作为知识源的本地居民是操

控该过程的直接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新生代农民

工作为知识受体，能够通过激发自身的知识转移

意愿从而间接影响该过程，是其中的间接因素。
内转移过程包括知识转移的实施阶段及整合阶

段，即知识被转移后，知识受体开始使用该知识，直
至达到受体满意的知识使用效果。 与外转移过程

相反，在内转移过程中，作为知识受体的新生代农

民工是操控该过程的直接因素，而本地居民作为

知识源，虽然已完成了知识的传递任务，但仍然能

够通过互动行为，帮助知识受体完成知识的消化

与吸收，从而间接影响该过程，是其中的间接因素。

２ ２　 城市文化适应中的知识转移相关变量

２ ２ １　 知识转移因变量———知识转移效果

知识转移效果评估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新

旧知识的整合、吸收、平衡至创新的系列过程。 一

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具备的城市新环境的适应

能力、知识学习能力、冲突协调能力和勇于求变能

力越高，则其知识转移效果越佳。 基于此，本文选

择知识存量变化、知识使用效果、知识创新程度及

知识使用频率这四项指标作为知识转移效果的

衡量标准，相关的题项及其参考来源如表 １ 所示，
具体的测量维度及各题项内容参见文后附表。

表 １　 因变量题项来源

测量维度 题项 参考来源

知识存量变化 Ａ１

知识使用效果 Ａ２
Ａｒｇｏｔｅ［３０］（２０１４）

知识创新程度 Ａ３ 吴勇慧［３１］（２００４）

知识使用频率 Ａ４ 董小英［３２］（２００２）

２ ２ ２　 知识转移自变量———知识转移影响因素

知识转移是一个由知识源、知识受体双方共

同参与的过程，知识转移行为由知识源与知识受

体共同主导，依赖于由转移双方之间的互动行为

及转移知识的方式所构成的知识转移情境，除此

之外，被转移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也会对知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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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行为产生影响。 故本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

工与城市居民间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由知识源、
知识受体、知识特性及知识转移情境共同构成，
将上述四个因子作为知识转移的自变量进行分

析。 其中，知识的内隐性、知识的复杂性、知识的

系统性三个维度用于测量知识特性因素；知识转

移意愿、知识转移能力两个维度用于测量知识源

因素；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吸收意愿两个指标用

于测量知识受体因素；知识源与知识受体间的互

动关系及知识转移通道两个维度用于测量知识

转移情境因素，其中，互动关系中又包含文化差

异、知识距离、关系质量三个指标。 相关的测量题

项及其来源如表 ２ 所示，具体的测量维度及各题

项内容参见文后附表。

表 ２　 自变量题项来源

测量维度 题项 主要参考来源 测量维度 题项 主要参考来源

知识的

内隐性

知识的

复杂性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Ｗｉｎｔｅｒ［３３］（１９８７）

知识

吸收

能力

文化差异

Ｄ４

Ｄ５

Ｄ６

Ｅ１

Ｅ２

Ｅ３

Ｅ４

魏江、王铜安［３９］（２００６）

Ｃｈｏｉ ＆ Ｌｅｅ［４０］（１９９８）

知识的

系统性

Ｂ６

Ｂ７

Ｂ８

Ｂａｄａｒａｃｃｏ［３４］（１９９１） 知识距离

Ｅ５

Ｅ６

Ｅ７

Ｅ８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 Ｔｅｎｇ［４１］（２００３）

知识

转移

意愿

知识

转移

能力

知识

吸收

意愿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Ｄ１

Ｄ２

Ｄ３

Ｓｚｕｌａｎｓｋｉ［３５］（１９９６）
Ｓｉｍｏｎｉｎ［３６］（１９９９）

Ｌａｎｅ［３７］（２００１）
林莉［３８］（２００４）

关系质量

知识

转移

通道

Ｅ９

Ｅ１０

Ｅ１１

Ｅ１２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邓灵斌［４２］（２００８）
邱均平、谢辉［４３］（２０１０）

徐占忱、何明升［４４］（２００５）
马国庆［４５］（２００６）

３　 实证研究

３ １　 研究目的

通过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文化适

应过程中的知识转移情况，探究其转移机理与转

移特征，挖掘影响知识转移效果的关键因子，对
优化知识转移效果的途径和措施进行综合性探

讨，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适应进程提供

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３ ２　 问卷设计及发放

问卷共包含三部分内容：（１）新生代农民工

的基本概况；（２）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

中的知识转移效果；（３）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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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过程中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包括知识特性因

素、知识源因素、知识受体因素、知识转移情境因

素四大块。 各部分又分为多个维度进行测量，整
套问卷共计 ４０ 个题项。 除第一部分内容以外，
其余内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的形式进行

编写。
依据 ２０１５ 年中国城市等级划分标准，本研究

分别选取广州市、深圳市、福州市、长沙市四个城

市为调研地点。 课题组采用便利抽样，在建筑工

地、工厂、车站、商场等场所共计发放问卷 １０００
份，回收 ９１４ 份，剔除无效问卷 １１３ 份，最终获得

有效问卷 ８０１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８０ １％，使
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对调研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３ ３　 信效度分析

通过检验，本次问卷中各项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数值（见表 ３）均大于 ０ ８００，均达到理想信度，
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表 ３　 问卷中知识转移相关变量的信度检验

测量变量 总题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知识转移效果 ４ ０ ８６９

知识特性因素 内隐性、复杂性、系统性 ８ ０ ８４９

知识源因素 知识转移能力、知识转移意愿 ６ ０ ８９１

知识受体因素 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吸收意愿 ６ ０ ８６２

知识转移情境因素 文化差异、知识距离、关系质量、知识转移通道 １６ ０ ９３２

　 　 本文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法进行效度检验。
通过初步检测，发现知识转移效果、知识特性因

素、知识源因素、知识受体因素、知识转移情境因

素五个部分所有题项的 ＫＭＯ 与卡方检验值均合

格，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对这五部分进行因素分

析（见表 ４）后发现，只有 Ｂ５、Ｅ５、Ｅ８ 的因子荷重

小于 ０ ６，经删除后，所有题项的因子荷重值均大

于 ０ ６，累计变异量均达到 ６５％以上，表明问卷的

建构效度良好。

表 ４　 问卷中知识转移相关题项的效度检验

因子 题项 因子荷重 累计变异量 均值 标准差

知识转移效果

Ａ１ ０ ８５４

Ａ２ ０ ８７０

Ａ３ ０ ８１２

Ａ４ ０ ８５４

７１ ８４２％ ３ ３６８０ ０ ８３２７１

知

识

特

性

内隐性

复杂性

系统性

Ｂ１ ０ ８４７ ０ ８９４

Ｂ２ ０ ８７０ ０ ７８１

Ｂ３ ０ ７４４ ０ ７８６

Ｂ４ ０ ８６０ ０ ７６８

Ｂ５ ０ ４７０

Ｂ６ ０ ８３１ ０ ８０７

Ｂ７ ０ ８９６ ０ ９０１

Ｂ８ ０ ７６５ ０ ７９４

７４ ７１７％ ／
７７ ５６４％
（删除 Ｂ５

影响因子后）

３ ６６２９ ０ ７９２１４

３ ６５６３ ０ ６６４３９

３ ４２７４ ０ ７９２８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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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子 题项 因子荷重 累计变异量 均值 标准差

知

识

源

知识转移意愿

知识转移能力

Ｃ１ ０ ８９４

Ｃ２ ０ ９２２

Ｃ３ ０ ７５１

Ｃ４ ０ ８５３

Ｃ５ ０ ８７７

Ｃ６ ０ ８８８

７３ ７９２％ ３ ２８８８ ０ ８０５０８

７６ １５８％ ３ ３０７１ ０ ８３５００

知

识

受

体

知识吸收意愿

知识吸收能力

Ｄ１ ０ ８４５

Ｄ２ ０ ８４６

Ｄ３ ０ ８６１

Ｄ４ ０ ８６３

Ｄ５ ０ ８７３

Ｄ６ ０ ８７０

７２ ３９８％ ３ ６８４１ ０ ７７２７８

７５ ４５０％ ３ ７２７４ ０ ７２８５２

知

识

转

移

情

境

互

动

关

系

文

化

差

异

知

识

距

离

关

系

质

量

Ｅ１ ０ ７１９ ０ ７３２

Ｅ２ ０ ７７０ ０ ７９１

Ｅ３ ０ ８１４ ０ ８０８

Ｅ４ ０ ６０３ ０ ６３８

Ｅ５ ０ ５９９

Ｅ６ ０ ７６８ ０ ７６３

Ｅ７ ０ ７２７ ０ ７８１

Ｅ８ ０ ５７２

Ｅ９ ０ ７３０ ０ ７５８

Ｅ１０ ０ ７５２ ０ ７４５

Ｅ１１ ０ ８２８ ０ ８４０

Ｅ１２ ０ ７８２ ０ ７７２

７１ ４９９％ ／
７４ １３５％
（剔除 Ｅ５
和 Ｅ８ 两

因子后）

３ ３７３３ ０ ８５２５８

３ ６１３６ ０ ７９８１７

３ ６８２９ ０ ７５４９５

知识转移

通道

Ｆ１ ０ ７９２

Ｆ２ ０ ８３７

Ｆ３ ０ ８３７

Ｆ４ ０ ７６６

６５ ４１１％ ３ １３４５ ０ ８５３４４

注：“因子荷重”列中，Ｂ１—Ｂ８ 表格右栏为删除 Ｂ５ 后重新测算的数值，Ｅ１—Ｅ１２ 表格右栏为删除 Ｅ５ 和 Ｅ８ 后重新测算

的数值。

　 　 由表 ４ 数据可知，在 １—５ 的量表取值中，知
识转移意愿、知识转移能力与知识转移通道的总

体均值比表中所测量的其它指标项的均值都要

小，说明同等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三个方面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３ ４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从性别、务工年限以及学历三个层面

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差异检验，其中，用独立

样本 ｔ 检验方法对性别进行检验，用 ＡＮＯＶＡ 方法

对后两个变量进行检验。 分析结果如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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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知识转移效

果、知识的内隐性、知识的复杂性、知识吸收意愿、
知识吸收能力、文化差异以及关系质量等方面均

存在显著差异（ｐ＜０ ０５）。 通过比较均值可知：女
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转移效果及知识吸收能

力要高于男性，她们有着更强的知识吸收意愿，
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质量要好于男性，并且在

所转移知识具有的内隐性和复杂性这两项指标

上，都要高于男性；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与务工地

居民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知识差距更小。
（２）不同务工年限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知识的

内隐性、知识的系统性、知识的吸收意愿等方面

存在着显著差异（ｐ＜０ ０５）。 就知识内隐性而言，
外出务工年限 １０ 年以上的组别的均值要高于外

出务工年限 ７—９ 年的组别；就知识系统性而言，
外出务工年限 ４—６ 年的组别得分最高，明显高于

“１ 年以下”组群体与“１—３ 年”组群体，说明他们

所获取的知识具有更高的系统性，知识与知识之

间的关联程度更紧密；就知识吸收意愿而言，外
出务工年限 ７—９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外出务工

年限 １ 年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显著性数值

为 ０ ０７４，虽高于 ０ ０５，但考虑到数值差距较小、
前期方差检验的权威性及事后检验方法的过于

保守性等因素，仍旧认为“７—９ 年”组别群体与“１
年以下”组别群体间存在着边缘显著差异，即前

一个组别的知识吸收意愿要高于后一个组别的

知识吸收意愿。
（３）不同学历在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转移的

多个变量间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 ０５）。 具体而

言，初中学历组别的知识转移效果最差；本科及

以上学历组别所获取知识的内隐性及复杂性最

高，知识转移意愿、知识吸收意愿、知识吸收能力

和关系质量最好，文化差异与知识距离最小。

３ ５　 知识转移效果与知识转移影响因子

间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旨在探寻出一个有关自变量的回

归模型，不仅能够简明地阐释多个预测变量（自
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够对自

变量的影响程度作出预测，本研究中的效标变量

即为知识转移效果。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自变量之间的最佳关系

呈中低度相关，若具有高度相关性（即相关系数

大于 ０ ７），则会影响回归分析的准确性。 为了判

断样本数据是否符合回归模型的前提假定，本研

究对自变量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系数进行分析（仅作为

检验回归分析中自变量间是否存在共线性的初

步依据）。 数据显示，知识转移意愿与知识转移

能力两个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７３７，知识吸

收系数意愿与知识吸收能力两个自变量间的相

关系数为 ０ ７５４，均大于 ０ ７，呈现高度相关。 除

此之外，其他变量间均呈现中低度相关性。
对以上两种相关度较高的自变量，进行多元

共性分析（旨在排除干扰并最大程度地保证回归

分析的准确性），结果显示，以上两组高相关度的

自变量，其在方差膨胀因素（ＶＩＦ）、容忍度方面存

在多元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但在条件指标（ＣＩ）
分析中，知识吸收意愿和知识吸收能力的值为

３６ ２５１，大于 ３０，存在较严重的线性重合，将会影

响回归分析的准确性。 经再次检验，发现知识吸

收意愿与效标变量之间的相关度大于知识吸收

能力与效标变量的相关度，且后者对效标变量并

未存在显著影响，故决定将知识吸收能力这一自

变量排除于回归模型之外，以排除变量间的多元

共线性问题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３ ５ １　 知识转移效果与知识转移影响因子的回

归模型

根据之前的研究假设，通过强迫进入变量方

法分析。 所建立的回归模型中，经过多重共线性

分析，已将知识吸收能力此项自变量排除于回归

模型之外，剩余 １０ 个自变量分别为知识内隐性、
知识复杂性、知识系统性、知识转移意愿、知识转

移能力、知识吸收意愿、文化差异、知识距离、关
系质量、知识转移通道，效标变量为知识转移效

果。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对拟建立的模型进

行可靠性检验，检验结果分别如图 １、图 ２、图 ３
所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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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残差值交叉散布图

图 ２　 残差值直方图

　 　 图 １ 残差值散布图显示，各点大致在 ０ 值上

下呈现出水平的随机分布；图 ２ 直方图反映出样

本观察值与正态性的假定大致符合，且残差值多

数在三个标准差范围内，没有极端值的产生；图
３ 正态概率分布图表明，标准化残差值的累积概

率点大致分布于 ４５°角直线周围，即样本观察值

十分接近正态分布的假定。 综上，残差的正态性、
随机性及残差的等分散性均大致满足，表明由此

建立的回归模型具有高度的可靠性。
由表 ５ 数据可知，１０ 个预测变量与知识转移

效果的多元相关系数为 ０ ６５１，决定系数（Ｒ２）为

图 ３　 残差值正态概率分布图

表 ５　 回归模型摘要（ｂ）

模型 Ｒ Ｒ 平方
调整后的

Ｒ 平方

估计的

标准误

变更统计量

Ｒ 平方

改变量
Ｆ 改变 ｄｆ１ ｄｆ２

显著性

Ｆ 改变

Ｄｕｒｂｉｎ－
Ｗａｔｓｏｎ
检验

１  ６５１ａ  ４２４  ４１６  ６３６２０  ４２４ ５８ ０５３ １０ ７９０  ０００ １ ５４０

ａ 预测值： （常数），知识转移通道， 知识内隐性， 知识系统性， 知识吸收意愿， 文化差异， 知识复杂性， 知识转移

能力， 知识距离， 关系质量， 知识转移意愿

ｂ 因变量： 知识转移效果

０ ４２４，调整后的 Ｒ２ 为 ０ ４１６， 估计标准误为

０ ６３６２０，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 检验数值接近 ２，表示残

差项间不存在自我相关，由于强迫输入法仅输出

一个模型，因此 Ｒ 平方改变量与 Ｒ 平方数值相

等，表明 １０ 个预测变量一共能够解释“知识转移

效果”４２ ４％的变异量。

　 　 由表 ６ 数据可知，显著性检验的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小于 ０ ０５ 的显著水平，表明模型整体变异

量达到显著水平，回归方程式中至少有一个预测

变量达到显著水平，具体的回归系数值将通过系

数摘要（表 ７）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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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方差分析摘要（ａ）

模型 平方和 ｄｆ 平均值平方 Ｆ 显著性

１

回归 ２３４ ９７１ １０ ２３ ４９７ ５８ ０５３  ０００

残差 ３１９ ７５５ ７９０  ４０５

总计 ５５４ ７２６ ８００

ａ 因变量： 知识转移效果

ｂ 预测值：（常数），知识转移通道， 知识内隐性， 知识系统性， 知识吸收意愿， 文化差异， 知识复杂性， 知识转移

能力， 知识距离， 关系质量， 知识转移意愿

表 ７　 回归模型系数摘要（ａ）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 Ｂｅｔａ
Ｔ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量

容忍度 ＶＩＦ

１

（常数）  １７２  １５２ １ １３３  ２５７

知识内隐性  １９０  ０３５  １８１ ５ ４８２  ０００  ６７０ １ ４９３

知识复杂性  １０６  ０４４  ０８５ ２ ４２５  ０１６  ５９６ １ ６７８

知识系统性 － ０４８  ０３６ － ０４６ －１ ３５７  １７５  ６３３ １ ５８０

知识转移意愿  ２０８  ０４５  ２０１ ４ ６０２  ０００  ３８４ ２ ６０６

知识转移能力  ０９６  ０４３  ０９７ ２ ２６２  ０２４  ３９９ ２ ５０３

知识吸收意愿  ２１５  ０４０  １９９ ５ ４２３  ０００  ５４０ １ ８５１

文化差异 － １０５  ０３６ － １０７ －２ ８９７  ００４  ５３１ １ ８８１

知识距离  ０６８  ０４３  ０６５ １ ５８３  １１４  ４３３ ２ ３１０

关系质量  ０９４  ０４８  ０８６ １ ９６７  ０５０  ３８６ ２ ５９３

知识转移通道  ０７８  ０３９  ０８０ ２ ０２４  ０４３  ４６８ ２ １３６

　 　 根据系数摘要表可知，由于非标准化回归系

数包括常数项，模糊了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因此，本文以标准化回归模型各系数为准，并经

由相关性及多元共线性测试等步骤后，利用强迫

变量输入法得到如下回归模型：知识转移效果 ＝

０ １８１×知识内隐性 ＋ ０ ０８５ ×知识复杂性 ＋ （ －

０ ０４６） ×知识系统性 ＋ ０ ２０１ ×知识转移意愿 ＋

０ ０９７×知识转移能力＋０ １９９×知识吸收意愿＋（－

０ １０７）×文化差异＋０ ０６５×知识距离＋０ ０８６×关系

质量＋０ ０８０×知识转移通道。
由回归系数的正负性可知，知识内隐性、知

识复杂性、知识转移意愿、知识转移能力、知识吸

收意愿、知识距离、关系质量、知识转移通道等 ８
个自变量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为正向，而知识

系统性、文化差异这 ２ 个自变量对知识转移效果

的影响为反向；由回归系数绝对值大小可知，上述

１０ 个自变量中，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程度由大

到小依次为：知识转移意愿、知识吸收意愿、知识

内隐性、文化差异、知识转移能力、关系质量、知识

复杂性、知识转移通道、知识距离、知识系统性；而
在 １０ 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中，未达显

著水平的自变量为知识系统性（ｐ ＝ ０ １７５＞０ ０５）
与知识距离（ｐ＝ ０ １１４＞０ ０５），其余 ８ 个自变量均

达到显著水平。
３ ５ ２　 回归分析结果讨论

（１）知识特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转移效果

之间的关系

由表 ７ 可知，知识内隐性、知识复杂性均与知

识转移效果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知识系统性

并未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正面显著影响。 上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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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相比，具有较大差

异，但也存在着相似之处，如罗岭在探究知识转

移的国际互动模型时指出，知识的内隐性和系统

性会对跨国公司回任人员的知识转移造成阻

碍［４６］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和 Ｔｅｎｇ 则提出，知识的内隐性

能够正向促进知识的转移［４７］ ；也有学者认为知识

的系统性并未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显著影响［４８］ 。
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文化适应过程

中的知识转移行为与其他情境下的知识转移行

为相比存在其独特性，尤其突显了知识的内隐性

及复杂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转移效果的积极

影响。 通常情况下，知识的内隐性越高，知识就愈

难被编码和表达，知识转移也愈困难；而知识的

复杂性与系统性则会影响知识受体对被转移知

识的吸收与理解。 但同时也应该考虑到，知识的

内隐性越高，表示该知识的共享程度越低，知识

本身就越稀缺，知识得到再创的可能性也越大，
从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转移的效果。 而知

识越复杂，则其本身的价值越高，新生代农民工

一旦能够克服障碍将其与原有的知识重组，竞争

力势必得到提升，亦能够增强知识转移的效果。
从理论上来讲，知识的系统性虽然能够促进新生

代农民工知识内转移过程，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知识的高度系统性也会造成知识源与受体之间

转移动机的不足，导致它在提升个体知识吸收及

理解的功效上被弱化。
综上，虽然知识的内隐性降低了知识的可编

码程度，使得知识相对难以表达，知识的复杂性

阻碍了知识受体的吸收与理解，但它们却利用自

身的高价值，在更大的程度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

知识创新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知识系统性

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转移效果未能形成显

著影响。
（２）本地居民因素（知识源）与新生代农民工

知识转移效果之间的关系

由表 ７ 可知，知识转移意愿、知识转移能力均

与知识转移效果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从系数的绝对值来看，知识转移意愿的标准化回

归系数绝对值最大，表明它是影响知识转移效果

的最重要因素，知识转移能力次之。 江平［４９］ 等学

者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知识源因素对于知识

转移效果的正向影响，本研究结果突显了知识源

因素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转移效果起着决

定性的效用，也为今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水平

提升及文化适应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认为，一方面本地居民积极的知识转

移意愿极大地增加了知识转移的机会，也提高了

本地居民个人的知识传授能力，降低了知识转移

成本；另一方面，良好的知识转移能力作为本地居

民重要的个人技能，又是促成知识转移意愿顺利

实现的保障。 二者相辅相成，作为整个知识转移

过程中执行阶段的决定性因素，对增强新生代农

民工的知识转移效果起着极大的影响作用。
（３）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知识受体）与其

知识转移效果之间的关系

表 ７ 中，知识吸收意愿的显著性检验达到显

著（ｐ＝ ０ ０００＜０ ０５），与知识转移效果呈现出显

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由于知识吸收能力这一变量

被排除于回归模型之外，且其显著性检验并未通

过，因此无法表明它与知识转移效果之间是否存

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
积极的知识吸收意愿表达了新生代农民工

对于新知识的强烈渴望，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间

接刺激知识源产生或提高知识转移意愿，知识转

移的契机变大，知识转移的效率得到提升。 上述

结论中，关于知识吸收能力的实证结果与其他学

者的成果［３９，５０］间存在较大差异，在实际知识转移

的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良好的知识吸收能力

能够提升知识转移的效果，但从新生代农民工城

市文化适应中的知识转移行为来看，由于知识受

体自身的初始知识势能较低，职业工种的特性使

得他们的劳动行为多属于单一的重复性劳动，客
观上造成了对于知识创新的较低需求，致使个人

的知识吸收能力无法得到充分的施展，从而弱化

了个人知识吸收能力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
综上，在以本地居民为知识源、新生代农民工

为知识受体的这一特定知识转移行为中，知识吸

收意愿能够正向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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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而既往研究文献中对于知识吸收能力的相

关论证［３９，５０］却并未得到本研究的实证支持。
（４）知识转移情境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知识

转移效果之间的关系

表 ７ 显示，知识转移情境因素中文化差异的

显著性检验值（ｐ ＝ ０ ００４＜０ ０５）达到显著水平，
与知识转移效果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知
识距离的显著性检验值（ｐ ＝ ０ １１４＞０ ０５）未达显

著水平，即并未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明显影响；
关系质量的显著性检验值（ｐ＝ ０ ０５），临界值默认

达到显著水平，即与知识转移效果呈现出显著的

正向相关关系。
在城市文化适应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知

识转移行为受到转移情境的制约，较小的文化差

异与良好的关系质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

居民之间的交流行为更容易发生，同时也能够增

强双方交流的顺畅程度，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积

极影响，这一结论与众多学者的研究观点达成了

一致；而知识距离因素虽然一直都是衡量知识转

移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但迄今为止，由于受到

研究主题与研究对象的限制，实证研究结果始终

未能统一。 疏礼兵认为知识距离与知识转移绩

效之间为倒 Ｕ 型曲线关系，当知识转移距离到达

临界点时，知识转移绩效能够达到最大值，而没

有达到或超出此临界点都将会导致知识转移绩

效下降［５１］ ；周密等提出知识距离和知识转移之间

的关系会受到知识特性本身的影响，只有在具象

的知识背景下，研究结论才能保持一致性［５２］ ；国
外学者 Ｍａｒｃｏ 指出知识距离加大会导致知识共享

难度的增加［５３］ 。
本研究认为，首先知识距离存在着临界点的

可能性是十分巨大的，过大或过小的知识距离都

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转移效果。 其次，知
识距离可以细化为知识深度和知识广度，从知识

深度来看，较大的差距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

转移行为产生阻碍；从知识广度来说，较大的差

距表明本地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双方之间拥有

的知识种类差异较大，本地居民能够补充给知识

受体的新知识较多，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新知识

储备较少且尚未形成一个饱和点，此阶段的知识

吸收效率能够得到较大程度的保证，因此，此时较

大的知识距离反而能够正向增强知识转移效果。
综合来看，知识距离对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转移效

果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暂且无法得知，期待后续

研究的深入探索。

４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适应的路径选择

４ １　 应用“ＳＥＣＩ”模型，促进新生代农民

工知识转移
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视显性知识与隐性知

识的交互作用为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并指出上述

互动最终形成了知识转移的 ４ 种模式：社会化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外在化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组合化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内在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即著名的

ＳＥＣＩ 模型［５４］ 。 通常情况下，与显性知识相比，隐
性知识本身如果能够得到深度挖掘，其所带来的

价值将十分珍贵。 回归模型中，知识内隐性的有

效系数为 ０ １８１，且对知识转移效果能够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足以证明知识内隐性的重要性与

潜在价值。 “师徒制”是社会化知识转移的最佳

方式，它是一种借助观察、模仿、学习等形式潜移

默化地实现隐性知识共享目标的有效手段。 在实

践运用中，建议政府从政策上鼓励雇佣单位设立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传帮带制度，给予新人一定

的知识培训和支持，定期进行新人适岗、轮岗或用

工情况评估，促进隐性知识间的传达。 举行诸如

“讲故事”“经验传授会”等活动，激励新生代农民

工勤于思考和总结。 而建立知识共享平台、社区

知识交流中心等，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各种

显性和隐性知识，将其组合成为自己的新知识。
通过鼓励学习、分析、融合、创新，使新生代农民工

强化自身文化素养，增进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和

心理归属感，进而促进其文化适应。

４ ２　 着力提升知识共享意愿

作为知识转移过程中的知识传送方，本地居

民对待知识分享的态度和传授知识的能力，将会

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 回归模型中，知识转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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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有效系数为 ０ ２０１，表明其对知识转移效果

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影响知识转移效果

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如果能够着力提升知识传

递方的知识共享意愿，那么知识转移效果也会得

到优化。 长期以来，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与社群

隔离导致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群体存在彼此排斥

的现象［５５］ ，这也直接影响了本地居民知识共享意

愿的表达。 知识转移意愿的增强，首先需要本地

居民树立起“乐于分享”的理念，构建与新生代农

民工群体间的良好交流氛围，从本质上认识到知

识传递的范围越广，其产生的社会价值越大。 其

次，若是被转移知识对于作为知识受体的新生代

农民工来说十分重要，可采取适当的物质回馈和

精神回馈来向本地居民表达感激，这种激励方式

也是提高知识源知识转移意愿的一个有效手段。
而知识转移能力作为个人能力的一种，是本地居

民个人水平的一种体现，可以通过多方面的锻炼

来提升，如口才与表达技巧的锻炼、思维方式的

训练等。

４ ３　 鼓励知识吸收意愿的表达

作为知识受体，积极的知识吸收意愿不仅可

以增强自身的学习效果，也能够让知识源看到知

识受体虚心的学习态度，从而间接地对知识源的

知识转移意愿产生正向刺激，提高知识转移发生

的几率。 回归模型中，知识吸收意愿的有效系数

为 ０ １９９，对知识转移效果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

影响，其系数值仅次于知识转移意愿，是影响知

识转移效果的第二大重要因素。 处于城市生活

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难免会有不同程度的自卑心

理，对于城市的文化认同，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质疑。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比起个人收入

状况，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对整体的生活状况更为

关注，其中尤以精神层面的需求为主［５６］ 。 差异性

分析显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较女性新生代农民

工而言表现出了更低的知识吸收意愿。 因此，在
日常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尤其是男性）一
方面应该努力克服自卑心理，大胆地与人交流，
不要吝于表达精神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在与

本地居民进行知识交流时，也应该消除疑虑，建立

信任，接纳有价值的知识援助并享受新知识带来

的效用。

４ ４　 强化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

的互动关系
回归模型中，文化差异与关系质量两项被证

实能够对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其系数值

分别为－０ １０７、０ ０８６，而知识距离一项未能构成

对知识转移效果的显著影响。 互动关系是知识转

移过程中源受双方共同织出的一张无形大网。 通

过不同性别间的知识转移差异性检验，发现女性

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差异与关系质量两个指标

上，均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 女性农民工择业

通常具有十分突出的灵活性，本研究认为，这类

特性虽然导致其工作稳定性降低，也不利于专业

技能的积累，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择业的

主观能动性，并且在客观上对她们的交际面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原有的文化与观念随着交际面

的不断拓宽，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更大的改变与

重构。
源受双方之间互动关系的强化首先要求新

生代农民工应该认识到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是

客观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要积极参与各种长短期

技能培训及成人自学教育等方式来提升自身的

生存技能。 其次，还应注重书写、阅读和普通话水

平的提升，解决因方言因素导致的沟通困难，提高

语言的适应力。 在关系质量方面，消除本地居民

对新生代农民工这类流动人口的偏见对于提升

双方之间的关系质量至关重要。 此类刻板印象的

消除，涉及到国家、偏见方及被偏见方三个层面的

共同努力：国家应该大力保障各类惠及流动人口

的政策及手段的实施，偏见方应该学会宽容与理

解，作为被偏见方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应该正视偏

见而不惧偏见。 值得说明的是，融入过程中的文

化同化并不意味着移民会完全放弃其原有的文

化，在城市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村文化与

城市文化“相互碰撞”，新旧知识得到融合，知识

体系得到优化，从而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用。 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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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今后扎根城市也好，返乡创业也好，都能够

为其带来积极的生存效益。 最后，立足社区强化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互动、信任关系，
一方面利用社区机构、社区的氛围和服务拉近新

旧居民间的空间距离；另一方面利用社区共享平

台，分享帮助信息，营造新旧居民间良好的情感

关系。

４ ５　 择取有效的知识转移通道

回归模型中，知识转移通道的有效系数为

０ ０８０，对知识转移效果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 通常情况下，知识既可以通过文档传递，亦能

通过人际进行传递，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多种

转移通道来达到知识转移的目的。 值得说明的

是，已有的研究中［５７－５９］ ，常常认为最优的知识转

移通道与知识本身的特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
对于编码程度高的知识，双方可以选择利用文档

进行传递，节约转移成本；而对于难以言明的隐

性知识，双方则可以选择人际通道进行传递，实
现知识转移效果的最大化。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所吸收的知识

在内隐性与复杂性两个指标上，均有着较高的平

均分值。 因此，在实际的知识转移中，要更加重视

人际传递方式的运用。 一方面，人际网络是获取

隐性知识的高效手段，又是进行知识交流的最好

途径之一，在这一点上，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较

于女性农民工在形象上表现为“亲和力”较低，言
辞方面也较为“寡言”，更应该注重自身人际网络

的拓展、维护与完善；另一方面，现阶段各类非正

式交流社区已经兴起，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增

加参与此类社区活动的频次，来获取更多有价值

的知识。

５　 结语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不断细化，基
于特定群体的知识转移探究必定会愈来愈成熟。
本文虽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转移进行了初

步探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依旧存在着不足，
更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依照本文的研究思

路，后续的研究将从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转移影响

因素的阶段性分析这一方向进行探讨，即对每一

个影响因子在知识转移每一子阶段的影响程度

进行差异性分析，以便更深入地探索新生代农民

工在城市文化适应中知识转移的有效途径，并提

高其可操作性。 上述研究展望需要通过构建多个

回归模型来实现，不仅需要借助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探

索性因子分析，还需要借助 ＡＭＯＳ 软件进行验证

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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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Ａｒｇｏｔｅ 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１４：１５４－１７０．

３１ 吴勇慧．组织内个体层面知识转移的影响因

素研究［Ｄ］ ．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４：２６－３３．
３２ 董小英．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的知识转移：联

想集团案例分析 ［ Ｊ］ ． 中外管理导报，２００２
（１１）：２８－３５．

３３ Ｗｉｎｔｅｒ， Ｓ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ｔｓ［Ｃ］ ／ ／ Ｔｅｅｃｅ Ｄ．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Ｂａｌｌｉｎ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１９８７：１５９－１８４．

３４ Ｊ． Ｌ． Ｊｒ． Ｂａｄａｒａｃｃｏ．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Ｓｐｅ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Ｊ］．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１（１９）：１０－１６．

３５ Ｓｚｕｌａｎｓｋｉ， Ｇ．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ｉｃｋｉｎｅｓｓ：
Ｉｍｐ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ｍ ［ 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
ｎａｌ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１９９６（１７）：２７－４４．

３６ Ｓｉｍｏｎｉｎ Ｂ． Ｌ．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 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９（９）：５９５－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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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Ｌａｎｅ，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８，１９（５）：４６１－４７８．

３８ 林莉．知识联盟中知识转移的障碍因素及应

对策略分析［Ｊ］ ．科技导报，２００４（４）：２９－３２．
３９ 魏江，王铜安．个体、群组、组织间知识转移

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Ｊ］ ．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６
（１）：９１－９７．

４０ Ｄ． Ｃｈｏｉ， Ｌｅｅ． Ｌａｔｅｅｏｍ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 ［Ｊ］ ．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８（９）：４８９－５０５．

４１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Ｊ Ｌ，Ｔｅｎｇ Ｂ．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Ｒ＆Ｄ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３９－６８．

４２ 邓灵斌．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知识转移策略研

究［Ｄ］ ．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８：４７－５５．
４３ 邱均平，谢辉．基于情景转换的知识转移理论模

型研究［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０（３）：３２５－３２９．
４４ 徐占忱，何明升．知识转移障碍纤解与集群

企业学习能力构成研究［ Ｊ］ ．情报科学，２００５
（５）：６５９－６６３．

４５ 马庆国，等．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Ｊ］ ．北
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１）：４０
－４３．

４６ 罗岭．跨国公司回任人员国际知识转移的互

动模型［Ｊ］ ．科技与经济，２０１５（４）：８６－９０．
４７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Ｊ Ｌ．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２０
（１－２）：３９－６８．

４８ 于鹏．跨国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研究［Ｄ］ ．武
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８：４７－５５．

４９ 江平．上海高技术企业海归知识员工知识转

移影响因素研究［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５：４７－５５．

５０ 鲍会鹏，等．个体、社群用户转移意愿与能力

企业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Ｊ］ ．科技进步与决

策，２０１５（３）：１３８．
５１ 疏礼兵．团队内部知识转移的过程机制与影

响因素研究［Ｄ］ ．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６：１０１．
５２ 周密，等．基于知识特性的知识距离对知识

转移影响研究［ Ｊ］ ．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５（７）：
１０５９－１０６８．

５３ Ｍａｒｃｏ．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ａｐ：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ｉ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ａｎ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ｓ ［ Ｊ ］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２３（４）：１０２４－１０３９．

５４ 野中郁次郎．论知识创造的动态过程［Ｍ］ ．北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３．

５５ 李昱．中国农民融入城市问题的研究［Ｄ］ ．延
安：延安大学，２０１１：１３－１９．

５６ 向华丽．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影

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三市的调查［ Ｊ］ ．中
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３（１）：１０３－１１０．

５７ 苏波．高校研究生科研学习中知识转移的影

响因素研究［Ｄ］ ．成都：西南大学，２０１５：３５．
５８ 王娟．组织内部知识共享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分析［Ｊ］ ．情报科学，２０１２（７）：９９５．
５９ 唐锦铨．面向产业集群的企业知识联盟研究

［Ｄ］ ．厦门：华侨大学，２００９：６８．

附表　 因、自变量的测量维度及各题项内容

测量变量 测量维度细分 序号 题项内容

知识转移

效果

知识存量变化 Ａ１ 进城以后，我获得了不少有用的知识和信息

知识使用效果 Ａ２ 我在城里获取的知识帮助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知识创新程度 Ａ３ 我会灵活地运用在城里学到的知识和技巧

知识使用频率 Ａ４ 本地居民提供的建议通常会被我接受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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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量变量 测量维度细分 序号 题项内容

知
识
转
移
影
响
因
素

知识特性

因素

知识源

因素

知识受体

因素

知识转移

情境因素

知识的内隐性

知识的复杂性

知识的系统性

知识转移意愿

知识转移能力

知识吸收意愿

知识吸收能力

互

动

关

系

文化差异

知识距离

关系质量

知识转移通道

Ｂ１ 能够通过文档等载体形式传递

Ｂ２ 能够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传递

Ｂ３ 必须在实践中学习

Ｂ４ 需要长时间才能掌握

Ｂ５ 涉及多个知识领域

Ｂ６ 专业性很强

Ｂ７ 需要有相关的知识背景才能掌握

Ｂ８ 需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才能掌握

Ｃ１ 乐意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我

Ｃ２ 乐意选取价值高的知识向我传授

Ｃ３ 在向我传授知识之后，他们通常会得到我的赞赏或物质回馈

Ｃ４ 善于通过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知识

Ｃ５ 善于通过各种形式（文字、图表）传递知识

Ｃ６ 善于通过多种渠道向我传递知识

Ｄ１ 我愿意主动向本地居民求教

Ｄ２ 我会主动将有用的知识记录下来

Ｄ３ 我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所需知识

Ｄ４ 我能够迅速地学习新知识

Ｄ５ 我能够充分地掌握新知识

Ｄ６ 我会主动将自己新吸收的知识与旧知识相融合

Ｅ１ 具有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

Ｅ２ 几乎没有语言差异

Ｅ３ 具有相似的生活习惯

Ｅ４ 具有相似的学历背景

Ｅ５ 具备相同的工作能力

Ｅ６ 我们能够顺畅地讨论工作上的问题

Ｅ７ 我认为对方提供的知识是有价值的

Ｅ８ 对方常常将工作上的任务交付给我

Ｅ９ 我们常常互相交谈和倾听

Ｅ１０ 我们之间的沟通态度良好

Ｅ１１ 沟通能够拉近我们的关系

Ｅ１２ 我们之间的讨论能够加深我对某一问题 ／ 事件的理解

Ｆ１ 我们通过文档等纸质载体交流知识

Ｆ２ 我们利用电话、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交流知识

Ｆ３ 我们常常一起参加会议

Ｆ４ 我们常常围绕某一问题进行自由讨论

注：每一题项内容的回答方式都以“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难以说清”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５ 级量表给予

选择。

（洪秋兰　 副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 刘 倩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情报学专业 ２０１３ 级

硕士研究生　 同方知网 （北京） 技术有限公司）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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