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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企业发展过程中总是面临着知识刚性现象，但是对如何克服知识刚性，现有研究关注甚少。为此，
本文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１８７家高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组织遗忘视角来研究知识刚性的克服问题，并进一

步分析了创业导向和环境动态性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组织遗忘有助于克服知识刚性，其对知识刚性

的两个维度（学习刚性和经验刚性）都具有负向效应；环境动态性越高、创业导向越强，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克服

效应越好。该研究探究了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克服机制，丰富和拓展了知识刚性克服的相关研究，对企业管理

决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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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知识是创新的基础，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尤其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取代土地、劳

动力和资本，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但是，知识和其他资源一样同样会变得过时，尤其在当今的移

动互联时代，知识的折旧越来越快，昨天还对企业有益的知识，明天就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羁绊。然而，无

论个人或企业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都会自然而然沿用以前的知识和经验来解决问题，也就是存在着知

识刚性［１－２］，从而限制了对新知识、新方案的探索，严重束缚了企业创造力的发挥［３－４］。实践中，如柯达、施

乐、诺基亚等，都曾在其所从事的领域内拥有辉煌成绩，但是由于太迷恋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在面临新变化

时，仍紧紧抱住过去不放，从而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纷纷带着过往“成功的经验”走向死亡。所以，如何克

服知识刚性，是企业能否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那么，如何克服知识刚性呢？自廖等人（Ｌ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２］提出知识刚性以来，学术界对知识刚性的研

究，基本集中于其所带来的结果［２，５］或触发刚性形成的因素［６－７］，而对如何克服知识刚性这一问题，学者们

关注甚少。由于知识刚性对企业发展有危害性，尤其在当前知识折旧越来越快的时代，在中国企业新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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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转换之际，克服知识刚性，对企业来说更是刻不容缓。因而探究知识刚性的克服机制，在当下更为急迫，

这不仅能有效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同时还能为实践中企业如何有效克服知识刚性提供指导，因而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近年来，组织遗忘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由于组织遗忘是为促进组织变革的

实施而对共同认知和惯例的改变［８］，它可革新组织的认知结构、心智模式及主导逻辑［９－１０］，尤其在动态环境

下，它能有效丢弃过往不适宜的程序和惯例，促进新知识的获得，突破企业的核心刚性［９］，因而组织遗忘是

克服知识刚性的一个有效手段，而环境动态性可能对二者间的关系发挥着调节作用。此外，从企业内部来

说，创业导向是公司内部提倡变革、创新与风险承担的一种倾向，是鼓励组织成员进行变革与创新的文化氛

围和意识［１１］。因而在创业导向的情景下，更有助于组织抛弃陈旧僵化的知识和经验，积极探索新知识，从而

更有利于克服知识刚性。所以创业导向是影响组织遗忘和知识刚性关系的一个重要情景变量。综上所述，

本文拟从组织遗忘视角来研究知识刚性的克服问题，将内部情景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相结合，以创业导向

和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来构建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克服机制，在有效弥补现有知识刚性克服研究严重

不足的同时，为实践中企业如何有效克服知识刚性提供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组织遗忘与知识刚性

知识刚性（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ｉｇｉｄｉｔｙ，记为 ＫＲ）①指企业在知识管理过程中，在面临生产、运营与管理问题时，

经常出现过于依赖现有知识来源和先前经验，采用现有流程惯例性地解决当前问题的特性［１－２］。周和

陈（Ｚｈｏｕ＆Ｃｈｅｎ，２０１１）认为知识刚性包含对特定知识的依赖性（倾向于依赖过去成功的知识）、知识流

动抗性（排斥同类知识）和知识结构惰性（排斥新知识对现有知识结构的改变）三个方面［４］。廖等人

（２００８）则将知识刚性分为学习刚性和经验刚性［２］。学习刚性（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ｉｇｉｄｉｔｙ，ＬＥＲ）指企业运用固定的

知识来源来解决问题的倾向，表现为企业不重视对新知识的创造和获取［３，１２］。经验刚性（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记为 ＥＸＲ）指企业依赖以前的经验和知识来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由于廖等人（２００８）［２］的划分

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同，因而本文也采用这种划分。现有对知识刚性的研究中，学者们的兴趣大多集中

于其所带来的结果，如知识刚性对组织学习、组织创新等方面的影响，或刚性形成的触发因素，但对如何

有效克服知识刚性的关注甚少。而由于知识刚性对企业发展有危害性，所以探究如何有效克服知识刚

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阿奎恩等（Ａｋｇü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认为组织遗忘（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记为 ＯＦ）是组织信念和惯例的改

变［１３］。唐和扎拉（Ｔｓａｎｇ＆Ｚａｈｒａ，２００８）则将组织遗忘定义为组织丢弃旧惯例，建立新规范的过程［１４］。杨

等人（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认为组织遗忘包括对组织知识的遗忘以及信念和惯例的改变［１５］。诺纳卡和塔科

奇（Ｎｏｎａｋａ＆Ｔａｋｅｕｃｈｉ，１９９５）认为组织遗忘是组织再学习的过程，是运用新知识代替旧的知识［１６］。张小娣

等（２０１７）则认为组织遗忘是组织为了适应新环境，主动抛弃旧知识，获取新知识，并对已有思维模式、流程

１２１

① 这里需要与知识惯性的概念相区别。知识刚性≠知识惯性，知识刚性强调企业过于依靠过去成功的知识，不注重新知识的探索，进
而造成知识的僵化，使得现有知识不仅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还会对企业产生消极效应。而知识惯性则可提高企业的效率，其知识能促进

企业的发展，对企业来说是有益的；但是，一旦组织的内外环境发生某种变化，促进企业发展的知识惯性就可能会转变成阻碍企业发展的知

识刚性［４］。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１２，２０１８）

惯例等进行改变的过程［１７］。所以组织遗忘是组织主动抛弃旧惯例、旧观念等旧知识，同时学习新知识，建立

新规范的过程。它是对现有知识的扬弃，即抛弃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陈旧僵化的知识，同时探究新知识的过

程①。现有对组织遗忘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关注于组织遗忘对组织创新、创新绩效等方面的影响，而从遗

忘视角来探究知识刚性克服问题的实证研究鲜有。由于组织遗忘能不断更新企业的知识结构，所以其必然

会对知识刚性产生影响，因而从组织遗忘视角来研究知识刚性的克服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究。

知识和其他资源一样，都会变得过时，尤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的认知结构、主导逻辑和组织惯

例等都会变得越来越僵化。但随着企业知识的不断积累与沉淀，企业会越来越迷恋于过去的知识，致使在

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时，其往往会过于依赖现有的知识和经验，惯例性地解决问题，从而阻碍了对新知识的

获得，表现出对组织创新的消极影响，因而组织需要进行遗忘，以突破现有知识和经验的锁定。组织遗忘是

对现有知识的扬弃，一方面它可有效抛弃现有陈旧僵化的知识和惯例，降低企业对现有知识与经验的依赖，

因而对经验刚性具有消极效应；另一方面，它还有效促进新知识的获得，以新知识结构代替旧知识结构，因

而其有助于克服学习刚性。组织遗忘是一种潜在的动态能力，它可以有效突破现有路径的依赖，促进对新

知识的获取［１８］。卢艳秋等（２０１４）指出组织遗忘通过对已有信念、惯例和行为规范的改变，可以降低组织的

惰性与刚性，使组织在动态环境中更具柔性［１９］。通过抛弃旧惯例和范式，组织可以建立新的认知结构和心

智模式，降低对现有知识的依赖，促进企业对新知识的探索［１０］。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组织遗忘有助于克服知识刚性。

Ｈ１－１：组织遗忘有助于克服学习刚性。

Ｈ１－２：组织遗忘有助于克服经验刚性。

　　（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环境动态性（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记为ＤＥ）是企业所面临环境变化的速度及不可预测的程度。当前企

业所面临的环境日益呈现出动态性的特征，因而如何应对环境变化已成为企业面临的基本问题。在动态环

境下，企业已有的认知模式、行为方式、组织惯例等都应与环境相适宜，方可实现生存与发展。

现有对组织遗忘的研究中，环境动态性通常被认为是影响组织遗忘效能发挥的一个重要情景变量［１０］。

稳定环境下企业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率，获得竞争优势。而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则过去指

导企业获得成功的知识则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羁绊，威胁企业的生存。所以动态环境下，更需要企业及时

地遗忘，以降低对现有知识的依赖。当开发团队的知识相对于变化的市场和技术已经变得相对过时时，改

变旧的组织惯例和认知模式，更新知识结构就变得尤其迫切［２０］。而高强度的环境变化更有助组织遗忘旧知

识，探究新知识［２１］。在动荡环境下，组织遗忘的效果会更好，它能有效丢弃过时的程序和惯例，促进新知的获

得，突破企业的核心刚性［９］。环境的威胁会更有利于组织遗忘对僵化组织惯例及固化思维模式的突破，更有利

于组织在动荡环境中形成竞争优势［２２］。基于现有研究，本文认为，与稳定环境相比，动态环境给企业更大的生

存压力，使企业会更有勇气和决心来抛弃以往的知识和经验，探索新知识、新方案的渴求更能被触发，因而在动

态环境下，组织遗忘的效果会更好，更有利于知识刚性的克服。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环境动态性在组织遗忘和知识刚性的关系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即环境动态性越高，越有利于组织遗

忘克服知识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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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组织遗忘是组织主动去遗忘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陈旧僵化的惯例、知识等，所以它并不是对全部知识的遗忘，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性

的遗忘，是对现有知识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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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创业导向的调节效用

假设Ｈ２是从环境动态性来探讨其对组织遗忘和知识刚性间关系的影响，即从外部情景因素的探究，因

而还缺少内部情景因素对二者间关系影响的分析。创业导向能够有效弥补这一不足，创业导向是企业内部

提倡创新、变革与勇于承担风险的一种倾向，反映了公司从事创业活动的强度或倾向［１１］，它不但描述企业从

事追逐新事物、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特定心智模式，而且还提供了分析企业整体精神氛围的框架。

创业导向为组织成员提供了创业与变革的氛围，但是这种创业氛围能否促进企业对现有知识的更新

则取决于创业导向的强弱。弱创业导向下，组织内创业与变革的强度较弱，组织安于现有的发展模式，因

而当组织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时，其会具有依赖现有知识与经验行事的倾向，对新知识、新方案的探索较

少，所以在此情景下组织会安享于现有组织惯例和信念，因而组织遗忘发生的可能较小。而强创业导向

下组织内创业与变革的强度较强，并在组织内形成一种实验性的文化，它鼓励组织成员突破常规，大胆探

索，积极创造新知识和各种可能的新方案，并为组织成员的冒险行为提供资源上的支持［２３］。所以在强创

业导向下，组织会经常进行遗忘，不断改变已有的组织惯例和常规，积极探索新知识，更新企业的知识库，

图１　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克服机制

从而在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时，企业会将重点放在新

知识的探索上，寻求用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进而有

效突破知识刚性的束缚。所以与弱创业导向相比，强

创业导向下更有利于组织遗忘效果的发挥，故提出如

下假设：

Ｈ３：创业导向在组织遗忘和知识刚性的关系间发

挥着调节作用，即创业导向越强，越有利于组织遗忘克

服知识刚性。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从组织遗忘

角度构建了知识刚性的克服机制，如图１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依据研究问题和访谈研究的结果，确定了研究样本的选择标准。样本主要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的高技术企业。样本选取原因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高技术企业相对密集；同时高技术企业

所面临的环境相对更加动态化，其组织创新与创业氛围较为浓厚。

问卷主要由负责企业运营的中高层管理者填写。问卷发放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３月初到２０１８年５月中旬，

历时两个多月，共发放５００份问卷，实际收回２３１份。由于遗忘和刚性的发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在剔

除成立时间少于３年和填写不完整的４４份无效问卷后，共得到１８７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３７．４％。回

收的１８７份有效问卷中，样本涵盖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年龄，从而有效保证了数据的多样性。

由于样本回收的时间较短，所以不存在应答偏差的问题。对于可能存在的同源偏差问题，本文首先使

用答卷者信息隐匿和反向条目法进行事前预防，同时还运用哈曼（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的方法来进行检验，

将问卷的所有条目放在一起做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占载荷量的１６．５７６％，可见并未

占到多数，因而不存在同源偏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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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样本特征 样本数 百分比 样本特征 样本数 百分比

公司成立年限 ３～５年 ４６ ２４．６％

６～１０年 ７４ ３９．６％

１１～１５年 ４０ ２１．４％

≥１６年 ２７ １４．４％

企业规模 ＜１００人 ５ ２．７％

１００～５００人 ７８ ４１．７％

５０１～１０００人 ７５ ４０．１％

≥１００１人 ２９ １５．５％

行业类型 电子信息技术 ５７ ３０．５％

生物制药工程 ４３ ２３．０％

高技术服务业 ７９ ４２．２％

其他 ８ ４．３％

被调查者工作年限 ≤５年 ３９ ２０．８％

６～１０年 ６７ ３５．８％

１１～１５年 ５１ ２７．３％

≥１６年 ３０ １６．１％

职位层级 中层管理者 １１２ ５９．９％

高层管理者 ７５ ４０．１％

　　（二）变量测量

对组织遗忘的测量本文使用阿奎恩等（２００７）［１３］的量表，该量表共计５个题项。对知识刚性的测量本文使
用廖等人（２００８）［２］的量表，并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其中学习刚性和经验刚性各７个条目。对

创业导向的测量本文主要参考科文和斯莱文（Ｃｏｖｉｎ＆Ｓｌｅｖｉｎ，１９９１）［１１］的量表，创新性维度、先动性维度和风险
承担性维度各有３个条目，共计９个条目。对环境动态性的测量，本文主要参考米勒（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８７）［２４］、陈国权

和王晓辉（２０１２）［２５］的量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共计５个条目。

对于各变量的测量，本文均使用李克特（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其中“１”表示完全不同意，“５”表示完全同意。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准确，本文将企业年龄和规模及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它们可能对研究结果的

影响。企业年龄是影响知识刚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企业年龄越长，其积累的知识越多，随着组织

记忆系统的不断积累与沉淀，企业会越来越迷恋过去的知识，进而组织表现出知识刚性的可能性会较高。

企业规模通常被视为影响知识刚性形成的又一关键因素，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组织内惯例、规则会越来越

多，进而使得组织在面临新情况时，往往会依据现有的组织惯例行事，削弱了组织的创造力。从行业特性来

说，不同行业其知识活动是不同的。如电子信息行业必然存在快速的知识更新、知识创造等；而生物制药行

业则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知识创造，一种新药的研发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没有长时间的积累和试错就

很难获得突破，所以将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也是有必要的。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

在内容效度方面，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学者们广泛使用的成熟量表，且在最终确定问卷前，进行了预测试

并咨询了相关专家，修改了相关表述，因而本文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在信度和构念效度上，本文使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组织遗忘、知识刚性、环境动态性和创业导向的克朗巴哈系数

分别为０．８８１、０．８４１、０．８１７和０．７２７，其中学习刚性和经验刚性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０．９２４和０．９１５，可

见各变量的信度系数较高，都大于所要求的标准，因而本文所收集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因子分

析按照特征值大于１，主成分分析法，各变量的ＫＭＯ值和巴特利特（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均符合要求，具体结果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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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所示。从表２可见，各指标的因子载荷均大于０．５８，组织遗忘、知识刚性、环境动态性和创业导向的累积方

差解释分别为６７．８４６％、６９．２０１％、５７．８０９％和６７．７２８％，因而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

表２　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测量条目 载荷 α值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累积方差解释（％）

组织遗忘（ＯＦ） ＯＦ１ ０．８３４ ０．８８１ ０．８５７ ６７．８４６

ＯＦ２ ０．７６６

ＯＦ３ ０．８４６ ４６９．３７６　

ＯＦ４ ０．８３ （ｄｆ＝１０，Ｐ＜０．０００）

ＯＦ５ ０．８３９

知识刚性（ＫＲ） ＬＥＲ１ ０．７３５ ０．８４１ ０．８１５ ６９．２０１

ＬＥＲ２ ０．８５７

ＬＥＲ３ ０．８３６ ２６６７．２３１　　

ＬＥＲ４ ０．８９３ （ｄｆ＝９１，Ｐ＜０．０００）

ＬＥＲ５ ０．７８２

ＬＥＲ６ ０．８３５

ＬＥＲ７ ０．８７４

ＥＸＲ１ ０．５８７

ＥＸＲ２ ０．９０２

ＥＸＲ３ ０．８７４

ＥＸＲ４ ０．７０１

ＥＸＲ５ ０．９１１

ＥＸＲ６ ０．８６

ＥＸＲ７ ０．８６１

环境动态性（ＤＥ） ＤＥ１ ０．７６６ ０．８１７ ０．７３９ ５７．８０９

ＤＥ２ ０．７６２

ＤＥ３ ０．７４７ ３３８．８５１　

ＤＥ４ ０．７６８ （ｄｆ＝１０，Ｐ＜０．０００）

ＤＥ５ ０．７５８

创业导向（ＥＯ） ＥＯ１ ０．８２３ ０．７２７ ０．７４４ ６７．７２８

ＥＯ２ ０．８０８

ＥＯ３ ０．７９６ ４７３．４５５

ＥＯ４ ０．８０３ （ｄｆ＝３６，Ｐ＜０．０００）

ＥＯ５ ０．８１８

ＥＯ６ ０．７７

ＥＯ７ ０．８０８

ＥＯ８ ０．７１１

ＥＯ９ ０．８１２

　　（二）相关分析

本文首先对各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从表３可见，组织遗忘与知识刚性显著负
相关，说明组织遗忘有助于克服知识刚性，这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下面本文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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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企业年龄 ３．２６ ０．９９ １

企业规模 ２．６８ ０．７６ ０．２６５ １

行业类型 ２．２ ０．９３ －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１

组织遗忘 ３．５５ ０．７ －０．２３１ －０．１０４ －０．０５９ １

环境动态性 ３．４７ ０．５４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９ １

创业导向 ３．８１ ０．４６ ０．０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１ ０．２６６ －０．０３ １

知识刚性 ３．１４ ０．６ ０．４０３ ０．３０６ －０．１２６ －０．３３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６ １

　　注：其中、、分别表示在０．１、０．０５和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三）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逐个加入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检验各假设。Ｍ１是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知识刚性的影

响。Ｍ２、Ｍ５和Ｍ６是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学习刚性和经验刚性的影响。Ｍ３和Ｍ４分别是环境动态性和创

业导向与组织遗忘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加入交互项前，对变量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以排除多重共线

性的影响，从Ｍ３和Ｍ４的ＶＩＦ值可见，多重共线性很小，并不影响研究结果。从各模型的 Ｆ值可以看出，各

模型均具有显著性。

表４为回归分析结果。其中，Ｍ２是对假设Ｈ１的检验，从回归系数可见，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具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β＝－０．２１５，Ｐ＜０．０１），说明组织遗忘有助于克服知识刚性，因而假设 Ｈ１得到验证。Ｍ５是对

假设Ｈ１－１的检验，从回归系数可见，组织遗忘对学习刚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０．２４２，Ｐ＜０．０１），说

明组织遗忘有助于克服学习刚性，因而假设Ｈ１－１得到验证。Ｍ６是对假设Ｈ１－２的检验，从回归系数可见，

组织遗忘对经验刚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０．１８８，Ｐ＜０．０５），说明组织遗忘有助于克服经验刚性，因

而假设Ｈ１－２得到验证。

表４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因变量

知识刚性 学习刚性 经验刚性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企业年龄 ０．２０５ ０．１７２ ０．１５９ ０．１６８ ０．２４９ ０．０９４

企业规模 ０．１６９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１５７ －０．０６９ ０．３９

行业类型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９ －０．１ －０．０６８

组织遗忘 －０．２１５ －０．１９６ －０．２１６ －０．２４２ －０．１８８

环境动态性 －０．０５３

组织遗忘×环境动态 －０．２８

创业导向 －０．００６

组织遗忘×创业导向 －０．２４６

Ｒ２ ０．２１８ ０．２７９ ０．３０５ ０．２９７ ０．１３５ ０．２２８

调整的Ｒ２ ０．２０６ ０．２６３ ０．２８１ ０．２７３ ０．１１６ ０．２１１

Ｆ １７．０４８ １７．５８３ １３．１３５ １２．６４５ ７．１０９ １３．４０２

ＶＩＦ １．０２～１．１５ １．００～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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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３是对假设Ｈ２的检验，从组织遗忘和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系数可见，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知识刚性具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０．２８，Ｐ＜０．０５），说明动态环境下，组织遗忘有助于克服知识刚性。进一步地，本

文利用图形来展现不同环境动态性水平下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影响。当环境动态性水平较低时，组织遗

忘对知识刚性的回归系数为β＝－０．２３４（ｔ＝－２．９６，Ｐ＜０．０１），而当环境动态性水平较高时，组织遗忘对知

识刚性的回归系数为β＝－０．３５１（ｔ＝－３．９５，Ｐ＜０．００１），其图形如图２所示。从图２可知，高环境动态性

下，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克服效果更好，因而假设Ｈ２得到验证。

Ｍ４是对假设Ｈ３的验证，从组织遗忘和创业导向的交互项系数可见，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知识刚性具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β＝－０．２４６，Ｐ＜０．０５），说明创业导向下，组织遗忘有助于克服知识刚性。与假设 Ｈ２一

样，利用图形来展现不同创业导向水平下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影响。当创业导向较弱时，组织遗忘对知

识刚性的回归系数为β＝－０．２４１（ｔ＝－３．３７，Ｐ＜０．００１），而当创业导向较强时，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回

归系数为β＝－０．３３４（ｔ＝－３．４５，Ｐ＜０．００１），其图形如图３所示。从图３可见，强创业导向下，组织遗忘对

知识刚性的克服效应更好，因而假设Ｈ３得到验证。

　　（注：横轴为组织遗忘，纵轴为知识刚性）

图２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注：横轴为组织遗忘，纵轴为知识刚性）

图３　创业导向的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组织遗忘视角来研究知识刚性的克服问题，并将其置于环境动态性和创业导向情景下，以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１）组织遗忘有助于克

服知识刚性，进一步地，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两个维度（学习刚性和经验刚性）都表现出克服效应；（２）环

境动态性在组织遗忘和知识刚性的关系间发挥着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越高，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克服

效应越好；（３）创业导向在组织遗忘和知识刚性的关系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创业导向强度越强，组织遗忘对

知识刚性的克服效应越好。

　　（二）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拓展了知识刚性克服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过于关注知识刚性的结果，而忽

视对其有效克服的研究［２，５］。本文从组织遗忘视角来研究知识刚性的克服问题，并将其置于环境动态性和

创业导向情景下，首次构建了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克服机制，有效拓展了现有知识刚性克服的相关研究，

丰富了知识刚性的研究内容，并为后续从其他方面来研究知识刚性克服问题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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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长起诸如中兴、海尔、联想等一批优秀的民族企业。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这些企

业大多进入成熟期，伴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知识刚性问题开始凸显。２０１８年６月，联想集团被恒生指数剔

除，联想称其主要原因是联想以“贸工技”为指导迅速成长后未能及时转变到“技工贸”。其言外之意则是发

展模式的固化，在面临新情况时，过于依赖过去的成功经验，从而束缚了组织创新。那么如何有效破除阻碍

企业发展的知识刚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解答。实践中，首先企业要注重自身“内功”

的修炼，一方面组织要适时的遗忘，通过遗忘来抛弃过去陈旧僵化的知识和经验，不断学习新知识，进而不

断更新企业的知识库，提高企业知识与其所面临问题的匹配性；另一方面，由于创业导向越强，组织遗忘对

知识刚性的克服效果越好，所以企业要积极实施创业导向战略，树立创业思维。其次，企业除了注重自身

“内功”的修炼外，还要注意利用外在的天时，要善于利用环境的影响来放大组织遗忘对知识刚性的克服效

果。企业在“内功”上适时的遗忘、积极倡导创业导向战略，在天时上有效利用环境的变化，通过这种“内外

兼修”的方式能更为有效地克服知识刚性，实现组织的持续健康生存与发展。

　　（三）研究不足

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样本可能具有局限性。本文的样本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的高技术企业，并未涉及其他地区、其他行业，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

纳入样本之中，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具有适应性。二是本文是从组织遗忘视角来研究知识刚性的克服机制，

并从内部创业导向情景和外界环境两个侧面来构建研究模型，未来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研究知识刚性的

克服问题，从而不断丰富知识刚性克服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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