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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管理是企业创新项目 R&D活动的重要部分和内容 ,也是其知识创新和成果创新的源泉

和基础 ,知识管理绩效决定着企业创新项目 R&D活动的成败. 基于此 ,论述了企业创新项目 R&D活

动中的知识构成 ,阐述了企业创新项目 R&D活动中知识管理绩效的评价原则 ,并提出了其知识管理

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 DEA的方法对组织创新项目 R&D活动的知识管理绩效进行了实证评价 ,

以提高企业创新项目 R&D活动的知识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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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the importance part and content of the R&D activity of

high2tech innovative p roject of enterp rises, also it is the source and foundation of which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achievement innovation are, and the knowledge managemen per2
formance is determ ining o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R&D activity of the enterp rise’s inno2
vative p roject. Based on this, the knowledge form has been expounded of the R&D activity of

high2tech innovative p roject of enterp rises in this paper, its app raisal p rincip le is exp lained,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also been p roposed, The real examp le is taken to the informa2
tio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of the R&D activity of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ve p roject by

the method of DEA so as to imp rove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the R&D ac2
tivity of the innovative p roject.

Key words: innovative p roje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 ) ; knowledg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深化和科学技术的迅

猛发展 ,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

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和关

键所在. 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

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和命运. 因此 ,国家科学技术的

飞跃和产业的升级换代 ,主要依靠创新项目的实

施 ,创新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它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自主品牌的发展和科技实力的

增强 ,也是一个国家掌握更多核心技术的关键和重



要途径.

创新项目 R&D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知识

管理问题 ,创新项目 R&D活动的知识管理是一个

发现知识、利用知识、共享知识及创造知识的发展

过程 ,它是一个涉及多个部门、多种资源的、复杂的

系统工程. 因此 ,在创新项目 R&D活动中 ,能否对

知识的获取、积累、交流与扩散进行有效管理是企

业创新项目 R&D活动成败的关键 ,也是企业提高

知识创新能力和掌握更多核心技术的重要途径 ,因

此 ,对创新项目 R&D活动中的知识管理绩效进行

评价是企业创新项目 R&D活动的重要内容.

1　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管理
的内涵及知识构成

所谓知识管理 ( Knowledge Management, KM ) ,

是指有系统的管理与运用企业经营智能 ,包含有形

资产与无形的人才与经验 [ 1 - 2 ]
. 企业内部知识转化

为智能的具体作法 ,是透过制度化、书面化、电子

化、专利权、企业活动等方式 ,以累积组织智能 ,而

透过组织学习的方式 ,可建立双向互动的管理机

制 ,这一机制对知识管理而言非常重要. 在企业创

新项目 R&D方面 ,知识管理除了可以定义为资料

收集、组织内知识的分享与共享、与管理信息系统、

流程管理及学习经验等的整合与运用外 ,更多的体

现为知识的提炼、升华与技术的创新和突破.

在企业创新项目 R&D中 , R&D往往由一群拥

有不同的知识和技能的个体组成一个小组来完成.

知识就是以 know - what, know - how以及 know -

why为核心的一种自我激励的创造力 ,它由隐性知

识和显性知识构成 [ 3 - 4 ] . 显性知识是指那些能够用

正式、系统的语言表述和沟通的知识 ,它以产品外

观、文件、数据库、说明书、公式和计算机程序等形

式存在 [ 5 ]
;隐性知识是个人技能的基础 ,是通过试

验、犯错、纠正的循环往复而从实践中形成的 ,它难

以形式化和表达的 ,一般以个人、团队、组织的经

验、印象、技术诀窍、组织文化、风俗习惯等形式存

在 [ 6 ]
. 与此类似 ,创新项目 R&D 小组成员个体技

能也可分为具体技能和智力技能. 前者在实践中获

得 ,从干中学 ;后者则是对前者的抽象和概括 ,从而

使其容易表述和交流. 不仅个体 ,组织中也存在隐

性知识和显性知识 ,因为组织有效运作所需的知识

和信息依存于组织成员以及成员之间 ,无法全部清

楚地表述出来.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讲 , R&D其实就

是一个小组成员通过交换认知和知识共享 ,整合个

体及组织中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 ,最终创造出新

知识的过程. 因此 ,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是

由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及二者糅合所创生的知识构

成 ,如图 1所示.

图 1　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构成

2　企业创新项目 R&D的知识管理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2. 1　企业创新项目 R&D的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指

标的选择原则

指标是用来衡量管理绩效的标准 ,因此指标体

系本身必须体现对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管理的

综合要求. 指标体系是组织用于衡量其管理活动绩

效的手段和方法 ,不同指标在信息中充任的角色是

不同的 ,指标的选择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管理绩

效评价的效果或有效性. 所以 ,组织一开始就应注

重对指标的选取. 一般说 ,所用的指标必须具备如

下一些原则.

1)科学性 :所选择的评价指标首先应建立在

科学性的基础之上 ,指标具有清晰、明确的内涵与

意义 ,并能充分反映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

管理的本质特征或内在规律 ,同时结合必要的专项

调查和考证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通过综合考核评

价 ,以得出科学、合理的评价结果.

2)客观性 :所选择的评价指标要尽可能以客

观的数据资料为依据 ,以原始数据的内在信息规律

为标准 ,尽量减少主观评判过程 ,以保证评价结论

的真实性与精确性.

3)系统性 :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管理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不是评价指标的简单堆积 ,所选择的

指标之间必须功能互补 ,具有一定的内在技术、经

济联系 ,并且能全面地反映创新项目 R&D中的知

识管理绩效的各个方面 ,不可存在重大遗漏或偏颇

之处.

4)功能性 :反映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

管理绩效的指标众多 ,要重点选择对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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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中的知识管理绩效有较强影响 ,在相关指标

中功能性最强 ,具有足够代表性的综合指标和专业

指标 ,以比较准确、简洁地表述所涵盖的内容.

5)动态性 :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管理

绩效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这就要求所选择的评

价指标必须能切实反映其发展的动态过程 ,要能描

述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管理绩效的发展变化趋

势与可持续性 ,使指标体系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6)可行性 :所选择的评价指标必须具备可操

作性 ,统计过程简洁 ,计算方便 ,可以定量描述 ,对

于难以统计或计算工作非常复杂的指标 ,原则上不

予采用. 为方便评价工作 ,尽可能采用现行统计报

表中已有的指标 ,以利于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以使

评价过程既满足选择的要求 ,又具有实践上的可行

性.

2. 2　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管理绩效的评

价指标体系框架

以往对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管理研究

主要注重知识的获取、共享和运用方法等方面 ,至

于它们的绩效问题则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 ,没有运

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 ,因而 ,也不存在

指标的选取问题. 本文根据企业创新项目 R&D中

的知识管理的内容和禀性 ,从创新项目 R&D活动

的角度出发 ,在文献调研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 ,将

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管理绩效分为知识获

取能力、知识共享能力、知识运用能力和技术支撑

能力四个维度 ,每个维度分为若干个指标 ,其具体

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如图 2所示.

图 2　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管理

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虽然这 4个维度不能反映企业创新项目 R&D

中的知识管理的方方面面 ,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充分反映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管理的成

果和效率 ,而且这种反映是动态的、系统的和本质

的反映 ,充分体现了企业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

管理过程中各系统组成部分对技术创新能力所形

成的作用和影响. 因此 ,图 2中企业创新项目 R&D

中的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客观的和有效

的.

3　企业创新项目 R&D的知识管理效
绩的实证评价

3. 1　管理绩效的有效性与 DEA理论

客观基础条件优劣的影响 ,或者说环境好坏不

同是从绩效评价到分析管理是否有效所遇到的主

要困难 ,也是解决管理效果评价问题的关键所在 ,

由于客观基础条件差异的存在 ,其影响会与管理的

效果一并表现出来 [ 5 ] . 因此 ,往往绩效评价的结果

反映了评价单元的总体实力 ,但并没有准确地体现

管理者的主观有效努力程度. 从而我们将管理有效

性定义为消除客观基础条件优劣的影响 ,真正反映

评价单元由于经营管理而产生效益的一种行为特

性. 绩效评价与管理有效性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紧密

联系的概念. 绩效评价所反映的是评价单元取得效

益的实力 ,这种实力客观上取决于评价单元所面临

的客观基础条件和管理的效果 ;而管理有效性所反

映的正是所谓“管理的效果 ”. 管理有效性代表着

评价单元通过管理改变绩效的能力 ,本质上独立于

客观基础条件而取决于管理者的有效努力程度. 可

见 ,二者是对评价单元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描述 ,

是无法相互替代的.

数据包络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是由美国学者 A·Charnes, W ·W ·Cooper

与 E·Rhodes (CCR)于 1978年提出的 ,它是一种

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的有效性综合评价方法 ,

主要用来评价同类型单位之间的相对有效性 ,也是

一种衡量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 (Decision Mak2
ing Units, DMU )相对效率的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

(Dε )模型 [ 6 - 7 ] .

V0 (ε) = m in [θ - ε( e
T
n S

-
+ e

T
m S

+ ) ]

s. t.

∑
k

j =1
X jλj + S

-
=θX jn

∑
k

j =1

X jλj - S
+

= Yjn

λj ≥ 0, j = 1, 2, ⋯, k

S
- ≥ 0, S

+ ≥ 0

(1)

用模型 (Dε )来评价决策单元的有效性 ,我们

有如下结论 :

设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 ,且 (Dε )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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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λ3
, S

0 -
, S

0 +
,θ3

,则有 :

1)若θ3
= 1,则决策单元 j0 为弱 DEA有效的.

2)若θ3 = 1,且 S
0 - = 0, S

0 + = 0,则决策单 j0

为 DEA有效的.

设λ3
, S

0 -
, S

0 +
,θ3 是线性规划问题 (Dε )的最

优解 ,令 :

　　　　
珔X jn =θ3

X jn - S
0 -

珔Yjn = Yjn + S
0 +

(2)

如果上述线性规则 ( 1)的最优值 V0 (ε) = 1,

则称该评价单位处在管理可能集 T的前沿面上.

一般地 ,若 V0 (ε)是线性规划 ( 1)的最优值 ,令 珔X jn

= X jn ,珔Yjn = V0 (ε)珔Yjn ,从式 ( 2)不难看出 (珔X jn ,珔Yjn )

处在管理可能集的前沿面上 ,即 (珔X jn ,珔Yjn )为第 j0 个

评价单位 ( X jn , Yjn )在管理可能集前沿面上的投

影 [ 8 ]
.

图 3的阴影部分表示 DEA 管理绩效可能集

T,图 3中评价单元 (珔X,珔Y)处在管理可能集 T的前

沿面上 (此时 V0 (ε) = 1) ,评价单元 (X, Y)不在管

理可能集 T的前沿面上 (此时 V0 (ε) > 1) , (珔X,珔Y)

是评价单元 (X, Y)在管理可能集 T前沿面上的投

影.

图 3　D EA管理绩效可能集及其前沿面

DEA管理前沿面包络了全部有效的指数状态

( xj , yj ) , j∈{ 0, 1, ⋯, n} ,它反映了评价系统参考指

数和当前指数之间的最优关系. 同时又提供了反映

评价单位偏离管理前沿面的程度 ,由此可以得到各

评价单位的相对有效值 ,即相对管理效率值.

3. 2　案例分析与实证评价

根据上述理论和方法 ,我们从青岛市有关企业

的创新项目中选择了 5个项目 ,考察其 R&D活动

中的知识管理绩效问题 ,按照上述分析确定 5个项

目 R&D中的知识管理的 DEA评价单元 ,其投入评

价分别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来衡量 ,产出用工

期评价得分、成本评价得分和质量评价得分来衡

量 ,分别用 D1、D2、D3 来代替 , DMU数据来源于本

文的青岛市软科学资助课题 ,其详细数值如表 1所

示.

表 1　5个创新项目 R&D中的知识管理绩效各 DM U情况

指标
项　　目

1 2 3 4 5

C11 22 27 19 18 23

C12 15 11 16 21 19

C13 13 16 20 24 21

C21 11 14 13 21 20

C22 18 12 20 17 23

C23 14 19 22 16 18

C31 23 17 20 15 12

C32 12 16 21 19 17

C33 25 22 18 13 20

C34 16 12 20 18 21

C41 21 16 18 14 17

C42 19 22 17 11 16

C43 13 16 21 18 22

D1 118 100 110 100 103

D2 121 108 109 100 99

D3 4 5 5 4 3

利用 CCR模型 ,分别对各项目 (决策单元 )建

立相应的线形规划模型 ,用单纯形法求得各项目的

评价结果见表 2所示.

表 2　5个创新项目 R&D的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结果

项目名称 对应 CCR模型最优解 评价结论

项目 1 θ3 = 1,λ3
1 = 1 DEA有效

项目 2 θ3 = 1,λ3
2 = 1, S -

3 = 10 弱 DEA有效

项目 3 θ3 = 1,λ3
3 = 1 DEA有效

θ3 = 0. 934 8

λ3
1 = 0. 813 2

λ3
2 = 0. 189 5

S -
2 = 1. 105 6

项目 4 S -
3 = 4. 062 7 DEA非有效

S -
8 = 7. 836 2

S -
11 = 1. 703 4

S +
1 = 15. 901

S +
2 = 12. 837

项目 5 θ3 = 1,λ3
5 = 1 DEA有效

进一步 ,可对非有效项目 4进行 DEA投影分

析 ,见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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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非 D EA有效单元的投影分析

决策

单元
评价指标

原始指标

数值

DEA相对有效

影面
项目 4 X2 21 16. 843 224

投入 X3 24 15. 602 519

指标 X8 19 12. 023 1

X11 14 20. 568

产出 Y1 100 116. 799 8

指标 Y2 100 112. 174 6

运用 DEA方法 ,可以很好地评价企业创新项

目 R&D的知识管理模式的有效性. 如果要进行横

向比较 ,则 Xj = ( x1 j , x2 j , ⋯, xn j )
T ( j = 1, 2, ⋯, k )及

Yj = ( y1 j , y2 j , ⋯, ym j )
T 是同一时期被考查的 k个决

策单元的输入输出观察值 ,从而建立标杆. 如果要

进行纵向比较企业创新项目 R&D的知识管理在不

同时期管理模式的有效性 ,则 Xj、Yj ( j = 1, 2, ⋯, k)

就是对同一创新项目 R&D的知识管理在 k个不同

时点的观察值 ,从而实现管理绩效的持续改进.

4　结　语

知识管理绩效的评价问题是企业创新项目

R&D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它是一个涉及众

多复杂因素的系统工程 ,贯穿企业创新项目 R&D

活动过程的始终 ,它显示 R&D活动中的知识目标

是否恰当地表述 ,知识管理活动是否成功地实施.

因此 ,为了评价知识管理的绩效 , 创新项目 R&D

组织应逐步建立和完善知识管理的绩效评价体系 ,

形成评价信息库 ,有利于发现、共享和运用知识 ,以

促进企业创新项目 R&D活动的知识管理的持续改

进. 本文运用 DEA方法对企业创新项目 R&D活动

中的知识管理水平进行评价 ,并用一个实例说明其

具体运用 ,从而为企业创新项目 R&D组织开展知

识管理水平定量评价提供了一种实用性强、易于操

作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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