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22-03-03      修回日期:2022-06-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战略性知识披露机理及效应研究”(编号:71572105)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碧莹,女,1993 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战略和知识产权管理;任声策,男,1975 年生,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创新战略和

知识产权管理;张光耀,男,1995 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管理。

知识流动视角下企业战略性知识
披露效应研究*

———以华大基因为例

刘碧莹1  任声策2  张光耀3,4

(1.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1306;2.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上海 200092;
3.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所暨 WISE 实验室 大连 116024;

4.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科技创新经济研究院(UNU-MERIT) 马斯特里赫特 6211AX)

摘 要:[研究目的]开放式创新范式下,战略性知识披露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备受创新企业重视,开放与共融时代也

为深入探索战略性知识披露效应提供全新视角。 [研究方法]结合知识流动视角,基于知识溢出和知识取回双向渠

道,以华大基因为研究对象,对企业间引文数据所构建的知识流动网络进行过程化解构,以此开展战略性知识披露效

应的单案例研究。 [研究结论]从知识流动全过程来看,华大基因通过知识取回来提高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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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and utilization path accelerates the absorp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spillover knowledge of BGI, the joint R&D path in-
creases the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BGI and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observation and learning path achieves the refining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future knowledge flow direction.
Key words:strategic knowledge disclosure; knowledge flow; knowledge retrieval; citation network; knowledge benefit

0 引 言

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企

业选择自愿对外公开创新成果,进行免费披露。 例如,
IBM 公司公开披露专利,在知识保护和信息披露中进

行权衡[1] ,美国基因工程公司于 1976 -2008 年期间在

科学期刊上共发表基因技术方面的论文 5 038 篇[2] ,
中国的华为、中兴、格力等著名的创新型企业也积极披

露创新知识。 理论上,这种经过战略考虑后公开发表

论文披露部分知识的行为被界定为“战略性知识披

露” [3] ,并且已经成为开放式创新范式下一种既可为

企业获取新知识,又可防止核心知识过多泄露的有效

策略[4] 。
当前学者对战略性知识披露效应研究的理论分析

居多,研究层次明晰,但在实际研究中仍存在以下 3 点

不足:第一,部分文献提及战略性知识披露效应往往与

行为目的、动机等结合讨论,对行为结果和效应层面则

缺乏有效探讨[5] ;另外,主流研究多聚焦于知识溢出效

应的消极面,仅少部分讨论了知识披露可能带来的潜

在积极效应。 第二,文献往往从知识溢出单向渠道解

构企业战略性知识披露效应,忽视企业间知识流动存

在双向渠道(即知识溢出和知识取回),导致对知识取

回过程鲜少关注[5] 。 而知识取回过程又被视为价值增

值的主要来源,这可为厘清源企业如何从溢出知识中

获益提供研究思路。 第三,现有文献的研究情境大多

基于欧美发达国家,观察 IBM、谷歌、特斯拉和苹果等

行业巨头的战略性知识披露行为[1,6] ,忽略了中国等

新兴经济体下的创新型企业,因此相关研究结论的管

理借鉴作用可能稍许有限。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结合知识流动视角,将企业战

略性知识披露过程化为“知识披露—知识溢出与知识

取回—知识效益”3 个阶段,并从知识溢出和知识取回

双向渠道探索战略性知识披露效应。 本文选择华大基

因这家典型的中国创新型企业作为案例对象,以其

2000-2019 年期间被Wos 核心数据库收录的论文和未

来内部引用华大基因原始论文的文献为研究样本,通
过企业间引文数据构建华大基因知识流动网络。 重点

剖析战略性知识披露后华大基因知识流动周期下的知

识质量变化特征,以及关键知识取回路径下的后续知

识效益形成,以期为中国创新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运

用战略性知识披露管理创新成果、参与企业间创新协

作并获取创新效益提供指导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1. 1 企业战略性知识披露与知识溢出效应研究

传统知识溢出观认为,公开披露使企业知识溢出

至外部,其他企业有可能通过消化吸收这些知识进一

步创新,导致披露企业(即源企业)在竞争局面中变

糟[7] ,损害创新者的应得利益;同时知识溢出也会降低

行业壁垒,吸引诸多潜在竞争者进入,加剧市场竞

争[8] 。 然而,战略性知识披露认为,企业主动的、有选

择的知识披露也有可能给源企业带来潜在益处或发展

机会。 知识溢出可在源企业外部形成一个知识池,这
增加了它在未来获得有价值知识的可能性[4] 。 基于公

开发表的知识溢出使得战略性知识披露影响范围更

广,外部企业可以自由访问学术论文,企业间知识交互

以及同一领域内知识扩散更为便捷,企业间知识异质

性的互补降低了源企业的研发不确定性并加速了创新

成果产出[9] 。
 1. 2 企业战略性知识披露与知识取回效应研究

主动实施知识溢入,战略性知识披露也会产生知

识取回效应,即源企业可以通过观察学习、整合利用和

联合研发等路径取回其溢出知识所衍生的知识而获

益[5,10-11] 。 对外溢知识的取回有利于源企业在探索不

熟悉技术领域时获得其他企业的引导,从而降低知识

搜索的挑战和不确定性[12] ,增加互补性知识来源与观

察学习的机会[5] 。 通过观察外部知识接收者对溢出知

识的吸收利用,源企业在未来能更有效地进行知识重

组。 另外,企业取回经过外部企业吸收转化后产生的

含有自身知识元素的外界知识存在知识回收成本[11] ,
由于外溢知识包含源企业披露的原始知识,因此披露

企业相比其他企业在吸收利用过程中的知识回收成本

更低,知识重组也更容易。
 1. 3 企业战略性知识披露与知识效益形成研究

借鉴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和知

识优势形成的知识流动过程[13] ,本文将企业战略性知

识披露过程化为“知识披露—知识溢出与知识取回—
知识效益”3 个阶段(见图 1)。 首先,知识披露能够促

进知识有效转移并加速知识流动与知识扩散,为企业

获取外部知识提供可能。 实践中,企业会主动披露自

身知识以换取创新社区的知识访问权[9] ;也会采取公

开发表途径获得进入学术界的“门票”,为率先识别最

新研发知识并形成产品创新抢占先机[14] 。 其次,知识

溢出与知识取回是知识元素在创新价值观驱动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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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扩散速度。
知识流动方向。 吕海华等[18] 学者认为知识流动

是有方向的,借鉴已有研究的测量方法,本文使用学科

类别来衡量原始被引论文、内部引用论文和未来施引

论文的知识流动方向。
通过匹配论文 DI 筛选出研究样本库中每条知识

流动路径所对应的原始被引论文、内部引用论文和未

来施引论文 3 个关键研究节点,并依次提取被引频次、
发表年份、研究机构、学科类别等信息构建知识变量用

于案例分析。

3 企业战略性知识披露效应的案例分析

 3. 1 知识流动周期下的知识质量变化分析

在知识溢出和知识取回的知识流动周期下,与知

识流动方向一致,3 个关键研究节点的知识质量依次

递减(见表 1),即华大基因原始披露的知识、外部机构

初次吸收后创造的知识以及华大基因取回后创造的知

识,其知识质量是依次递减的。 说明华大基因通过对

外溢知识的取回难以提高其未来所创造的知识质量,
源企业早期披露的知识质量较高也意味着华大基因在

知识共享阶段对于营造开放且高质量的学术氛围具有

一定贡献。
表 1 华大基因知识流动周期下各节点的知识质量变化

取回截止

区间 /年
知识流动

路径 /条
原始披露的

知识质量 /次
外部吸收的

知识质量 /次
BGI 取回的

知识质量 /次
知识质

量变化

2002-2004 15 1 465 1 070 613 降低

2005-2008 133 1 536 682 414 降低

2009-2012 513 1 304 796 363 降低

2013-2016 2 317 861 445 85 降低

2017-2019 1 506 540 260 24 降低

 3. 2 知识取回路径下的知识效益形成分析

3. 2. 1 整合利用路径

提升源企业消化吸收能力,促进知识快速取回。
知识扩散速度反映了原始知识被外部机构吸收利用以

及被源企业再次取回的速度,知识披露后源企业的知

识取回存在时间经济效益。 相比外部机构对华大基因

外溢知识的消化吸收,华大基因对接收了自己外溢知

识的外部机构的知识吸收取回速度要快得多(见表 2,
平均知识取回速度<平均知识溢出速度)。 一方面,知
识披露可以在源企业外部形成知识池,增加源企业整

合利用外部新知识的机会。 知识披露早期,华大基因

发展处于理论前沿阶段,主要以探索式创新为主,这要

求企业在广泛外部技术搜索的基础上进行知识的整合

与利用以摸索出潜在技术发展方向。 由于企业间知识

流动网络的存在,华大基因对那些已被外界改进过的

外溢知识的搜索速度加快,展现出一定的外部知识搜

索时间经济效益。 另外,源企业对外溢知识的吸收取

回速度快,也说明相比其他外部知识来源,知识流动网

络下的知识接收方未来的知识创造和溢出对原始知识

披露方的价值更大,鉴于被外界改进过的外溢知识与

原始披露知识存在关联性和延展性,源企业对这些知

识元素的整合利用也更高效。
表 2 华大基因知识披露后的知识扩散情况

取回截止

区间 /年

知识流

动路径

/条

知识溢

出速度

/年

知识取

回速度

/年

总知识

扩散速

度 /年

平均知

识溢出

速度 /年

平均知

识取回

速度 /年

平均知

识扩散

速度 /年

2002-2004 15 15 10 25 1. 00 0. 67 1. 67

2005-2008 133 253 193 446 1. 90 1. 45 3. 35

2009-2012 513 1 450 924 2 374 2. 83 1. 80 4. 63

2013-2016 2 317 8 110 5 705 13 815 3. 50 2. 46 5. 96

2017-2019 1 506 6 194 4 478 10 672 4. 11 2. 97 7. 08

2002-2019 4 484 16 022 11 310 27 332 3. 57 2. 52 6. 09

  3. 2. 2 联合研发路径

增加源企业合作研发机会,实现知识价值共创。
尽管华大基因未来所创造的知识质量未能通过对外溢

知识的取回得到有效提升,但是,历年来华大基因公开

论文的合作机构总数与日俱增,尤其是知识披露早期

(2013 年以前)新增加的论文合作机构比重较高(见图

3)。 这表明华大基因的知识披露加速了企业间知识

共享和知识扩散,行业内建立了一种开放的学术氛围,
吸引了大批优秀科研机构纷纷加入。 原先与华大基因

并不存在合作关系的研究机构,由于知识流动网络增

加了学术联系,并基于知识的协同创造形成了合作伙

伴关系,从而在未来与华大基因构建科研合作网络,共
同发表科学研究成果。 因此,源企业通过联合研发路

径实现了知识取回,增加了与外界的科研合作并促进

彼此的价值共创。

图 3 华大基因知识披露后的新增合作机构变化

3. 2. 3 观察学习路径

细化和突破源企业知识流动方向,有效识别未来

发展机会。 首先,华大基因通过对外溢知识的取回细

化了早期知识基础库的知识流动方向。 战略性知识披

露后,通过对知识接收方的密切追踪和后续模仿,华大

基因识别出了更易于发展的未来知识流动方向,减少

了探索陌生知识领域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并将自身已

有的知识元素细化拓展为新的学科类别。 具体来看,
随着企业间知识流动网络的构建,华大基因将早期的

多学科科学类别分别细化发展为兽医学、耳鼻喉科学、
天文与天体物理、牙科与口腔外科、发展心理学以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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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等多种具体的学科类别(见图 4,筛选出华大基因

原始论文样本中相比以前年份出现了新学科类别的论

文样本,简要剖绘出与知识流动周期一致的华大基因

知识流动方向演变图)。

图 4 华大基因知识披露后的知识流动方向演变

其次,华大基因通过对外溢知识的取回突破了已

有知识基础库的知识流动方向。 战略性知识披露后,
知识溢出与知识取回高效互动形成的知识流动网络指

引华大基因前往新的学科类别从事学术研究,华大基

因除了主攻本企业的主流研究方向外,也开创性探索

了偏离自身主流研究方向的新的旁支学科,实现了企

业的探索式创新。 表 3 是华大基因知识披露后的学科

类别突破情况,具体来看:(1)与知识扩散速度早期快

而后期缓的趋势相比,华大基因论文的学科类别在知

识披露后期(2013 年及以后)实现的突破要更多。 例

如,华大基因在 2013-2019 年期间总共实现了 5 个新

学科类别的突破,而 2002 -2012 年期间仅有 1 个。 这

从侧面说明了早期快速的知识溢出与知识取回,为后

期学科类别的更多突破奠定了知识基础和技术实力。
(2)新学科类别的平均突破速度要短于知识扩散的平

均速度。 即从时间周期来看,在一轮完整的知识流动

路径中,华大基因的平均知识扩散速度为 6. 09 年(见
表 2),而实现一个新学科类别的突破平均仅需 4. 83
年(见表 3),意味着平均一个新学科类别的突破能够

在一轮知识流动周期内实现。 上述情况既增加了华大

基因对知识溢出与知识取回后形成未来知识效益的前

景期望,也表明通过观察学习接收企业以互补性知识

与溢出知识结合开发的新知识的知识利用过程,源企

业可以有效捕捉到溢出知识的使用与未来发展方向。
表 3 华大基因知识披露后的新学科类别突破情况

研究区间 /年 新学科类别数 /个 新学科类别 平均突破时间 /年

2002-2004 0 / /

2005-2008 1 兽医学 3

2009-2012 0 / /

续表 3 华大基因知识披露后的新学科类别突破情况

研究区间 /年 新学科类别数 /个 新学科类别 平均突破时间 /年

2013-2016 4
耳鼻喉科学 /天文与

天体物理 /牙科、口
腔外科 /发展心理学

5. 5

2017-2019 1 水资源 4

2002-2019 6 综上 4. 83

4 结论与启示

 4. 1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从知识流动全过程来看,
华大基因通过对外溢知识的知识取回来提高未来所创

造的知识质量难度较大,但源企业早期高质量的知识

披露营造了开放互动的学术氛围,为后续知识取回阶

段形成未来知识效益提供前提。 (2)从知识取回过程

来看,3 种知识取回路径的有效实施促进了源企业知

识效益的形成。 首先,整合利用路径下,华大基因对外

溢知识的吸收取回速度明显快于外部机构对原始披露

知识的消化吸收,源企业的知识取回存在时间经济效

益,内外部知识元素吸收重组的动态能力得到提升。
其次,联合研发路径下,知识流动网络为源企业吸引了

大批科研合作伙伴,企业间联合研发趋势凸显,尤其是

知识披露早期阶段(2013 年以前),知识的协同创造增

加了源企业与外界知识的合作开发并促进彼此价值共

创。 最后,观察学习路径下,华大基因通过对外溢知识

的取回细化和突破了企业知识流动方向,源企业成功

将早期知识基础库细化发展出多种具体的学科类别,
并在后续实现新学科类别的突破式发展,这尤其体现

在知识披露晚期阶段(2013 年及以后)。 对溢出知识

的观察学习使得源企业能够有效识别外溢知识的使用

与未来发展机会,降低了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成本和风

险。
 4. 2 研究启示

第一,企业战略性知识披露是企业基于成本-效
益平衡后做出的战略选择。 从成本-效益原则来看,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溢出对源企业而言是净损失,因为

它会使企业失去专有技术甚至可能会失去垄断租金。
但是,如果源企业在知识披露过程中能够替代性学习

和知识取回,并且获得对新知识领域的洞察力,则可以

部分弥补知识溢出的短期损失并在未来赢得知识效

益,这也强调了战略性知识披露过程中知识取回对企

业从创新中获益的价值增值作用。
第二,企业战略性知识披露作为一种有助于实现

创新绩效最大化的新颖创新成果管理手段而逐渐为创

新型企业所接受。 知识披露能够加速企业间的知识共

享和知识扩散,源企业可以主导构建知识高效流动的

网络创新社区,密切追踪吸收了自己外溢知识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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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学习行为及其后续创新发展,这样不仅有助于缩

短知识搜索和知识重组时间,细化并突破未来知识流

动方向,还可能通过组织间的协作创新来推动企业内

部创新成果的产生和商业化。
第三,创新知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表征,贸然进

行知识披露可能会使企业陷入核心知识泄露、竞争加

剧的不利环境之中。 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

以及发展战略,并且密切观察外部企业竞争行为,在充

分评估知识披露的成本和效益后做出合理的披露选

择,如在什么情境下披露,以及披露的频率和强度如何

设定时能使自身获取最大效益。
 4. 3 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以下 3 点不足:首先,本文对华

大基因战略性知识披露后联合研发路径下的知识取回

过程只做了时间纵向序列下合作机构数量的增减变化

分析,研究方法和数据支撑过于单薄,未来的研究可以

考虑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来研究企业横向序列下合

作机构合作关系的演变、合作团队以及合作模式的变

化等动态合作特征。 其次,本研究选择了生物科技行

业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原因是考虑到此行业具有技术

密集型特征,并且已经积累了高水平的知识披露,未来

的研究可以选择观察复杂技术产业如通信设备、半导

体产业等企业的战略性知识披露效应。 由于技术创新

的过程更具累积性和集成性,这些产业的企业实施战

略性知识披露的意愿会更强,因此对其后续知识披露

的效应展开研究或许也更有意义。 最后,已有文献中

对于企业战略性知识披露效应的探讨涵盖多种类型,
如声誉效应、创新效应、标准效应以及经济效应,未来

研究可以对这几个类型进行对比探讨,另外,本文选择

以科学论文为代表的基础研究溢出的知识进行效应研

究,未来也可以结合发明研究中的专利数据分析,观察

企业基础研究的战略性知识披露后对于后续应用研究

的发展以及创新产品的商业化是否产生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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