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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築全球治理能力的途徑──知識
管理、組織學習、創新、技術轉移*

唐納德．E．克林格爾**

引言：一個潛在的問題

提高政府能力的壓力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求更明智的政

策，從而使稀缺資源的利用最大化。這意味著，創新的採納與推廣，

它可以通過政治、社會、經濟的發展構築全球治理能力。

成功的創新實踐的傳播和發展有一個或隱或顯的變化模式。因

此，我們必須通過知識管理、組織學習、技術轉移模型來討論組織和

社會適應問題。這個模型必須涉及以下問題：

1. 資訊、知識、智慧是如何在資訊通信技術下共同運轉的；

2. 資訊通信技術是怎樣和組織學習和知識管理相關的；

3. 知識管理和組織學習是怎麼和創新的傳播和應用相關的；

4. 資訊通信技術、組織學習、知識管理和創新的傳播與應用是怎

樣和技術轉移相關的；

5. 所有這些聯繫是怎樣和組織效能相關的；

6. 它們是如何與最好的公共政策創新實踐相關的。

一、ICT模式：資訊、知識、智慧

資訊通信技術本質上是人們在組織和社會內對資訊的處理和利

用。資訊通信技術是永恒的，因為社會的本質是觀點和感知的交流，

資訊通信技術又是適時的，因為現代環境使通過資訊通信技術進行人

* 本文在第三屆“21世紀公共行政：機遇與挑戰”國際研討會上發表。

** 美國公共管理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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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關係轉換成為必需。資訊通信技術是價值中立的，因為媒介就是資

訊，資訊通信技術又是價值負荷的，因為所有的社會互動都可以被視

為一個理解資訊、分享這一理解並有目標地使用資訊來改進組織效能

或人類處境的過程。

理解資訊通信技術的最普遍的方式是審視資訊、知識、智慧之間

的關係。資訊僅僅是原始的資料流程，資料分類或篩選後就構成知

識，篩選往往是基於或顯性或隱性關係。最後，智慧是進行個體或組

織選擇時對知識的應用。也就是說，資訊的收集、分類和使用是一個

過程，這個過程不僅由資訊本身的特質所決定，也是由感知和解釋資

訊的人的知覺、價值觀、本能所決定。

二、組織學習和知識管理

人類的互動發生在一個模式化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首先，從對

一般系統理論的描述性視角來看，人類的互動是一個社會心理過程

（感知、認知和交流），它在結構化和功能性組織情境中反復出現，

形成模式。第二，組織演變不僅僅是為了確保在複雜和變幻的環境中

得以生存，還在於實現組織成員或領導者的預期目標，這種模式化的

互動具有規範的意義。成功的組織必須有能力不斷學習並作出改變。

組織理論和行政行為領域包括了基於各種視角的組織學習文獻―

―個人、群體、組織、經濟部門、國家甚至是整個公民社會。組織學

習很複雜。首先，對社會心理學家來說，它意味著理解個人的感知和

互動如何產生無數更為複雜的組織行為，而反過來組織文化又是如何

塑造個人的感知和行為。第二，對組織理論家和管理者而言，組織學

習需要對組織變化進行解釋。一些人認為，組織一致（共同的目標）

和組織同質化（文化或價值觀）是最重要的，而另一些人則強調差

異、多樣性和創造性。自然科學的兩類文獻 —— 自生系統理論和非線

性理論 —— 可能會為這個問題提供一種新的視角，並為具體的管理應

用或組織知識創造和管理所補充，本文在後面將會更詳細地探討這一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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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假定組織學習是連貫和有目的的，因為它意味著要在

社會環境（如個人的、組織的、社會的）下組織和使用資訊。在組

織內部，知識管理就是創造、獲取和使用記錄、資料和其他資訊

（包括零散的感知）以實現組織目的。在社會中，知識管理是有權

力或負有責任的領導者為了實現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或環境目

標而對知識進行有效、有目的地運用。這樣，知識管理就與構築治

理能力緊密相關。

三、改革的推廣與應用

“改革的推廣與應用”這一術語描述的是新產品、價值、政策或

程序超越原初的成功點向其他地方的傳播過程。從目的上來看，這種

傳播可以被描述為是組織學習和知識管理。從描述的角度來看，它包

括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複雜共生關係的有意或無意的結果，它存在

於組織、國家和區域中。從描述的角度來看，技術轉移是價值中性

的：我們研究它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內生條件和因素如何影響改革的推

廣與應用。但是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目的是提供指導。組織研究者希

望知道甚麼因素影響組織學習，以令組織更有效地服務消費者、在市

場中競爭，或在新興市場中開發產品。公共行政和發展專家希望理解

影響內生的“最佳實踐”在被移植到其他地方後，哪些因素會影響到

它的外生可持續性，目的是為了實現經濟、社會、政治或環境目標，

如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四、資訊通信技術、組織學習、知識管理、創新的推廣

與應用如何和技術轉移相關？

資訊通信技術改進了促進知識管理的機會。理論上，資訊通信技

術是一個技術平臺，它使知識管理系統能通過組織和彙編資訊而發揮

功能。如果說組織人們在共用的空間中進行知識創新有助於在技術層

面大量生產知識的話，那麼資訊通信技術使這種空間的虛擬創造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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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 這種方法還未得到充分驗證，但在理論上說，它能夠革新知

識創新的過程。在商業世界裏，因為有了技術創新，湧向全球市場的

商人所帶來的技術創新就體現了新的知識。

技術轉移是技術跨越邊界（例如國家的、地理的、文化的、社會

的和組織的邊界）進行轉移的過程和結果。綜上所述：資訊通信技術

是驅動力，組織學習和知識管理是其實例，改革的推廣與應用是技術

轉移發生的過程。

五、知識創造和組織效能

我們對技術轉移的研究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規範性的。描述上講，

我們希望洞察技術轉移背後的因素、技術轉移發生的機制或過程，及

其對捐贈者和接受者的影響。規範上講，我們希望形成理論，為技術

轉移從業人員提供來自不同學科的範例。個人角度來看，我們希望理

解世界、理解我們在其中的角色，而且以一種新的方式來理解。這種

新理解以哈蘭·克里夫蘭（Har lan Cleve land）的態度列表為基礎，他

認為這些態度對於複雜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表1 複雜管理所必需的態度

首先，要懷有對知識的強烈好奇心，對任何事物都感興趣 —— 因
為任何事都是與其他事相關的，所以，也會與你想做的事相關，不管

是甚麼事。

其次，對其他人的想法及為甚麼他們要這樣想真正感興趣 —— 這
意味著你從開始就和平地對待自我。

第三，有一種特別的責任感去設想未來，它是目前的直線映射。

趨勢是可以改變的。

第四，要知道，大多數風險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迎難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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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一個良好的心態，認識到危機是常態，緊張可能意味著希

望，複雜是有趣的。

第六，要瞭解偏執和自憐是那些不想成為領導者的人的特質。

第七，對你的努力造成的總體結果具有個人責任感。

第八，要有“無端的樂觀主義”的品質 —— 堅信會有比加總所有

專家意見更好的結果。

規範意義上講，這些關聯之所以重要有兩個原因：組織效能與社

會變化。對經理、僱員和組織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對組織效能有極大的

經濟興趣。從全球經濟、社會、環境、文化、政治條件的角度來講社

會變化是很重要的。

對組織中的大多數利益相關者而言，良好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組

織成為創造知識的公司，它能夠有效管理知識並從之學習。歷史上，

古典組織理論把組織看成資訊處理的機器。但是創造新知識不僅僅是

處理客觀資訊。從互動和歷史的角度來看，它“挖掘個體僱員的隱性

和高度主觀的洞識、直覺和預感，檢驗這些洞識，並將之用於全公司

中”。知識的螺旋上升始於個人洞識，僱員首先清楚地認識到這些洞

識，然後轉化為組織層面的知識，幫助企業及時回應顧客需求、發展

新的產品或掌握最新的技術。這個過程涉及很多類型的組織學習：

•“隱性到隱性”：個體互相分享那些不能夠清楚地交流的知

識。（比如社會化或“在職”訓練）。

•“顯性到顯性”：個體把各類分散的資訊綜合為一個新的整體。

•“隱性到顯性”：個體僱員把隱性知識轉化成可以和其他僱員

分享的知識。

•“顯性到隱性”：顯性資訊在組織內分享，僱員將之內化，從

而令這些資訊自然地影響他們的感知、感覺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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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學習型或知識創造型的組織通過互動式“知識螺旋”來使用

所有四種類型的學習，這種知識螺旋創造著具有適應力和想像力的組

織。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只有環境變化伴隨著相應的管理風格時，才

能刺激個體的知識。它的潛在原則是反應（把隱性知識轉為顯性知

識）、冗餘（多種和衝突的資訊處理系統）、及將有效率和有效果的

資訊處理結合起來的中 — 上 — 下的領導模式。

六、技術轉移和公共政策

從社會的角度，良好政府能力的構建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而知識管理的能力越來越成為構建政府能力的重要一環。資料庫通過

提供良好的資訊和知識獲取通道而構建政府能力。為此，資料庫必須

不僅包括相關的資訊，而且還要有一個連接零散概念和文件的機制。

知識社會的成功需要搜集資訊的高深方法，同時，還要能使用戶即

時地傳播這些資訊。在I C T（資訊通信技術知識）管理應用的早期階

段，資料庫是被動的。I C T的互動、參與和網絡形式可以是需求導向

和以顧客為中心的，這為通過電子政務提高服務質量提供了更多的

空間。

從公共政策框架內來看，諾特和瓦爾達夫斯基（ K n o t t  a n d 
Wildavsky）把政府機構對大學研究的應用分為六個階段：“引入、認

識、討論、參照、努力和影響。”他們認為這一分類本質上是累積性

的，每個階段都建立在前一個階段的基礎上，見下表2。

表2 政策採納的影響階段

階段一 引入：“我收到了大學的研究，這項研究與我的工作有關。”

階段二 認識：“我看過並讀懂了我收到的這份研究。”

階段三 討論：“我參與了那些旨在討論和普及前述大學研究的會議。”

階段四 參照：“我在自己的專業報告或文件中引用大學研究。”



63

階段五 努力（採用）：“我努力支援大學研究結果的使用。”

階段六 影響：“大學的研究結果影響了我所在部門的決策。”

勒斯特和斯特娃（Lester and Stewart）提出影響公職人員應用知

識的幾種因素。第一類是技術因素 —— 資訊的可得性及採用資訊的適

當理性/技術組織資源。朱爾斯和霍哲（Julnes and Holzer）發現內部

的需求，資源、目標取向和資訊提高了組織採納基於政策研究的績效

測量的可能性。有趣的是，績效測量的採用並不必然意味著政策研究

的結果將會被實施。藍里等（Landry）證實了這一點，發現知識的應

用依政策領域的不同而各不相同。

第二，環境會影響資訊的恰當利用。這包括政治和組織文化環

境。朱爾斯和霍哲（Julnes and Holzer）發現內部和外部的利益集團會

影響政策建議的採納和實施。組織對風險、創新及政策轉變的回應緩

解了環境對知識管理的影響。環境是客觀的，但也受到政策制定者的

主觀感知。藍里等認為主觀因素（如感覺該研究對部門的相關性、對

當前的政策議題的重要性、它是否可直接應用於組織政策、組織決策

能力）直接影響決策者對資訊的使用（因此，影響著組織的知識管理

政策）。

學者和官員之間專業文化的差異也是大的社會環境的一個重要部

分。藍里等預測“政府機構的專家和管理者與大學研究人員之間在文

化的差異使他們互相缺乏溝通，因而降低了知識的使用。”生產者和

消費者視角的政策研究中也發現了類似的證據，支援這些發現。基於

對諸如非正式溝通、會議、電郵、機構的圖書館等聯接機制的測量，

藍里等得出結論，在構建一個有利於知識共用和溝通的社會環境上，

這兩個群體之間沒有互動。

第三，人的因素很重要。一些研究人員發現諸如專業、教育、任

職教育類型和決策風格之類的個體屬性都會影響組織是否採納政策的

決定。表3總結了這些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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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影響政策採納的因素

1. 環境因素：
1.1. 政治：

內部利益群體

外部利益群體

工會

1.2. 組織：

對待風險的態度

對待變化的態度

關注用戶需求

用戶環境

工作相關性

政策相關性

聯邦/州機構

僱員數量

1.3. 社會/互動：

產品的適應性

知識獲取的努力

聯接機制

2. 技術因素：
目標取向

資訊

資源

量化產品

質化產品

理論產品

關注學術知識的提高

3. 人的因素
大學專業

崗位的作用

決策風格

大多數政府都採用了與市民聯繫的新方法，往往是通過資訊通信

技術或其他專門用來提高政府能力的創新來實現的。但是這些創新的

真正價值在於共用資訊的有效性和轉化知識來諸如可持續發展之類的

社會目標。有效的資訊共用依賴於吸收創新的內生能力，而這種能力

又取決於其他因素。要通過改革的推廣與應用來促進發展，組織（公

共的、私人的或非政府組織）必須：

•共用創新及成果的資訊（張貼或以其他形式宣傳）。

•鼓勵（經濟手段或非經濟手段）創新競爭（例如迪拜獎和聯合

國人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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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使用如艾什學院和其他獎勵計劃首創的實踐（如：媒體、

電視製作計劃、以教學和實踐為基礎的案例研究、創新者網絡和以國

際接受的類別為基礎全球性入口）。

•著眼於創新背後的價值/目的/原則，在材料或文件中進行強調。

•用可靠、合法的宣傳（個體的或組織的）作為具體創新在轉換

過程中的中介。

•保持一個促進性的環境（比如，支援性的政策環境、政治領

導、環境的穩定性和內部社會結構和能力）。

•使用恰當的途徑、指導方針和培訓及技術轉移方法。

小結和結論

技術轉移包括利用共用資訊提高組織效能或公共政策結果。理論

上，它涉及到資訊、知識、智慧之間的關係。實踐中，它需要在學習

型組織通過“知識螺旋”對知識進行管理和創新，這樣，個人的洞識

和創新將幫助組織適應日益變化和富於挑戰的環境。從全球規模來

看，技術創新是把從最佳的實踐從最初的發源地成功移植到其他國家

或地區，以實現經濟、社會、政治或環境目標。

從組織和社會的背景來看，技術轉移需要瞭解能使本土技術成功

應用於外生環境的條件和因素，也需要系統地發展指導方針和方法來

指導成功的創新推廣與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