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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团队在组织活动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而团队学习是团队持久竞争力的根本解决

方案之一。回顾了国外近年来对团队学习的研究, 重点介绍了Edmondson 的团队学习模型, 详细

讨论了团队学习的发生过程和影响团队学习的因素, 并对照原有的组织学习理论进行了对比分

析, 最后, 阐述了团队学习理论对于组织实践的借鉴意义和进一步开展团队学习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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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是由组织中明确的成员组成, 共同担负某

种产品或者服务责任的群体 (H ackm an, 1987)。面

对日趋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 团队在组织活动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除了生产和销售这些部门

的活动之外, 它在新产品开发、跨部门合作方面也

显示出巨大的能量, 其作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

既能保证短期内的高水平绩效, 又能实现持续的不

断更新。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协调和获得这些目标

的潜在解决方案, 团队学习引发了研究者的极大兴

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关注团队学习也是个人学

习和组织学习研究的延伸, 这是因为, 团队是个人

和组织之间的重要承接者, 个人学习培训结果的迁

移受到团队环境的影响 (王鹏等, 2002) ; 而组织学

习的重要形式则是团队学习 (肖余春, 2001)。

1　团队学习的定义

团队学习主要指团队成员表现出的有助于团

队自身调整和不断改进的行为 ( Edmon son,

1999) , 这些学习行为包括主动寻求反馈、分享信

息、要求帮助、分析失误和不断地尝试。通过这些活

动, 团队成员能够探测外界环境的变化, 把握客户

要求的新动向, 从整体上提高团队对于外界情境的

理解, 或者挖掘出先前活动中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但遗憾的是, 这些能够带来正面影响的行为在组织

中通常很难看到, 群体成员们往往不愿意与其他人

分享自己独有的知识技能, 这样, 群体讨论的内容

仅限于大家都掌握的信息, 这就给群体学习带来了

麻烦。更为关键的是, 那些负责发动学习行为的成

员会以为团体的分享可能对自己不利, 如承认失误

或者寻求帮助, 这或许是某个人能力不佳的表现,

从而给他 (她)自己带来消极的影响。此外, 大家的

交流行为如果给团队中负责工作任务决策的人留

下不好的印象, 大家可能会遭受更多的损失。有关

形象代价 ( im age co st)在面子 (face saving)方面的

研究中表明, 人们看重自我形象, 并且恪守保留他

们自己和其他人面子的社会期望 ( Goffm an,

1955)。因为要求帮助、承认失误和寻求反馈显然会

使一些人感到丢失了面子, 这样组织中的人们常常

不愿意指出自己的过失或者不愿意寻求帮助, 哪怕

这样做明明会给团队或者组织带来好处。研究同样

表明, 在组织中因讨论问题引起的顾虑会限制人们

去参加问题解决活动的愿望 (M acD uffie, 1997) 。

这种担心的现象在许多层次的分析中都有发现, 它

会减少知觉和行为的灵活性, 也会降低个体的责任

感, 哪怕实际情况表明, 确实需要有这些行为去解

决引起大家产生不安全感的那些问题。

然而, 在一些情境中, 人们认为职业和人际的

风险都很低, 他们仍然要求帮助、承认失误, 并讨论

问题。对于这种现象, 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表明, 群

体成员间的熟识会减少大家保持一致和抑制新异

信息的趋势 (Sanna 等, 1990) , 不过, 这些研究仍然

不能直接回答何时群体成员会自如地表现那些会

招致人际风险的行为。

2　团队学习的早期研究

与团队学习相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团队工作

有效性的研究。早先在各种组织情景中进行的团

队研究表明, 团队的有效性取决于它的结构特征,

比如设计精良的团队任务、合适的队员组成和提供

充分的信息、资源或者报酬 (H ackm an, 1987)。实

际上许多研究者都认为, 团队的结构和设计, 包括

设备、器材、物理环境和薪酬体系都是提高团队绩

效的最重要因素 (Camp ion 等, 1993) , 并且反对在

团队研究中强调人际因素 (Goodm an 等, 1987)。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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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类型的研究都认为, 组织和团队的结构能够解

释团队绩效的绝大部分变异。

而在解释群体工作有效性的时候, 组织学习研

究则强调认知的因素和人际环境。A rgyris (1993)

认为, 个体关于人际互动的潜层看法会抑制学习行

为, 并会导致组织效率的降低。有些组织不能理性

地调整和适应外界的变化, 是因为它们在知觉上倾

向于已存在的惯例, 而对可选择的其他方案抱有偏

见 (L evit t 等, 1988)。此外, 某些特有的技能对于

组织学习的发生非常必要, 因此必须引入专家人员

的干预措施 (Edmondson 等, 1998)。

由于现有的理论要么集中在结构条件和整体

团队的有效性, 要么强调在困难的人际互动中个体

必须掌握哪些技能, 它们均无法揭示这些因素如何

影响团队中的学习行为的问题。同样, 群体培训方

面的研究也着重强调任务知识, 而很少注意社会知

识的作用 (L evine 等, 1991)。这样, 个体对人际环

境的看法对其卷入团体学习的影响, 在研究文献中

大部分没有探讨, 团队学习的研究走到了需要独立

考察团队学习的情景因素的关口。

3　Edm ondson 的团队学习模型

在先前团队效率和组织学习的研究基础上, 哈

佛大学的Am y Edmondson 教授 1999 年发表在

《管 理 科 学 季 刊》 ( A dm in ist ra t ive Science

Q uarterly) 上的一篇文章, 为我们了解影响团队学

习的情景因素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她对某

生产办公设备的大型企业进行了有关团队学习的

现场研究, 该研究对象包括职能型团队、自我管理

的团队、跨部门的产品发展团队和跨部门的项目团

队。研究综合采用了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方

法, 对团队中学习的实质、团队氛围、团队绩效等变

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此后, Edmondson 等 (2001) 追踪调查了一种新的

医疗设备在 16 家医院心脏手术中的使用情况, 该

研究以新技术的运用为背景进一步探索了团队学

习的过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这 16 家医院都有良

好的声誉和经营状况, 但他们在运用这个新技术的

结 果上却表现了巨大的差异。实际上, 因为

Edmondson 在团队学习研究方面的深入和系统,

2000 年 2 月,《管理研究实践》(A cadem y of

M anagem en t Execu t ive) 刊载了由 Pau lo V ieira

等人完全基于该篇研究撰写的一篇应用型文章, 主

题为经理人如何在组织实践中建立一支能够学习

的团队。2001 年 10 月的《哈佛商业评论》又刊载

Edmondson 等《加速团队学习》的文章。团队学习

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过去很多组织学习的研究均采用定性的研究

方法, 虽然它提供了有关知觉和人际过程的大量细

节, 但不能明确地验证研究者的理论假设; 而相当

多团队方面的研究则在实验室进行, 无法深入考察

学习行为的前因和后果。Edmondson 等的团队学

习研究则在现实的组织场景中进行, 综合运用了定

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 同时考虑了团队中的学习行

为、团队结构和成员态度方面的因素, 旨在发现在

多大程度和何种场景下组织中的团队学习行为会

自然发生。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逐渐揭示和证

实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团队学习模型, 该模型认为,

团队的学习行为能够带来积极的团队绩效; 而团队

成员对于团队人际情景的看法、团队领导者的权威

结构都会影响团队学习行为和团队工作的效果。具

体来讲, 影响团队工作的主要因素包括如下 3 个方

面:

(1) 对于一支高水平绩效的团队, 它的成员必

须能够积极地提问、讨论失误、进行尝试和反省, 并

且寻求外界的反馈　换一句话说, 这支团队必须学

习。Edmondson 认为, 那些能够有效学习的团队会

获得更好的绩效。团队的绩效明显受到团队成员卷

入学习性行为程度的影响。与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

习团队的访谈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团队成员学习行

为的差异。在高水平学习的团队中, 大家会为了获

得进一步的改进而分析失误, 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

面的反馈都被认为是有帮助的, 而非批评性的。高

水平学习的团队也会积极地寻求提高绩效的方法,

正如一个成员形容他们的学习行为:“如果我们有

了一个质量问题——我们并不确信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会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不告诉他们问题是

什么, 而是问他们在这个部门看出了什么问题。”

(2) 大家都相信团队不会为难、拒绝或者惩罚

勇于发表意见的人, 这是团队能够学习的关键　

Edmondson 把这种共同的对于支持、尊重和信任

的感受称之为心理安全 (p sycho logica l safety)。她

指出, 心理安全比仅仅信任团队中的其他成员有更

广泛的意义, 它包括一种深层的、共同的对于团队

价值和相互支持氛围的信任。团队在什么样的水平

上学习, 取决于团队成员对于这种心理安全气氛所

能感受到的程度。同样, 团队成员必须相信团队具

有把工作办好的能力, 他 (她) 才会受到鼓舞, 去积

极地参与和贡献出新的想法, 也才能勇于承认工作

中的失误。Edmondson (1999) 所研究的高水平学

习团队具有一种明显的团队气氛, 它允许并且鼓励

团队成员去冒险、犯错误和寻求帮助, 并且最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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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学习成为可能。在她的访谈中, 一个高水平的学

习团队的成员在评论时提到:“这个团队⋯⋯有更

多的合作; 我们有更多的责任帮助对方⋯⋯此时,

我认为这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团队⋯⋯因为[在其

他的团队里 ]人们不履行他们那份义务⋯⋯”。同

样, 低水平学习的团队也表示诸如“表现不同的人

会受到打击⋯⋯[在这里 ]缺乏信任。”Edmondson

(2001) 强调了对于那些需要团队成员之间高度配

合的任务, 心理安全的团队氛围尤其重要, 因为它

鼓励队员适度激进, 而不需有物质或名誉方面的顾

虑, 从而推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的团队学习。

(3) 领导者的权威结构 (au tho rity st ructu res)

非常重要　Edmondson 在 2001 年发表的新技术

运用的文章中对于领导者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更为

深入的阐述。她认为, 权威结构会从多个方面促进

或者抑制团队学习, 这可以从 4 个方面来理解: ①

那些处在权威位置上的人, 比如项目或者团队的领

导者, 可能通过一个专门的项目来协调这些活动,

进而影响新技术学习过程。②为了获得上司的认同

或者分配到更好的工作任务, 员工总是高度注意那

些在权威或者权力位置上人们的行为。通过揭示人

们对于一项新技术运用的看法, 那些有权力的人就

会影响其他人的想法, 进而影响他们实施和推进运

用新技术的行为。同样, 如果领导者对于新技术有

某种特殊的认知框架, 就可能影响成员对于项目意

义的理解。③项目领导者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实

施, 会充分考虑团队成员技能的搭配, 然后, 根据他

们各自的贡献来描绘蓝图, 并不断强化他们的信

心, 激发参与者的士气和努力, 从整体水平上提高

团队绩效。④Edmondson 也发现, 领导者的指导会

有助于团队内部心理安全的增长。对于大多数高水

平学习的团队, 其领导者通常会富有远见, 对团队

的承诺高, 并且表现有效的领导行为; 而低水平学

习的团队领导往往与成员疏远, 并且以一种监督

的, 而不是指导的方式行事。

总体来讲, Edmondson 等的研究结果为我们

深入认识团队学习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基本的

理论框架, 如果能够消除团队成员对于人际环境的

顾虑, 转换领导者的权威结构, 将有助于团队学习

和提高团队绩效。当然, 当越来越多的团队面临多

变和复杂的情景时, 团队的学习能力就可以为其提

供战略方面的优势。但是团队成员之间营造开放和

相互支持气氛的历史, 以及它自己反复探索活动的

复杂程度, 都决定了团队对新信息的吸收水平和创

新能力。别人对我们的行为会如何反应的看法是长

期形成的结果——这些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指令

可以建立起来的。

4　对传统的组织学习理论的再思考

从 Edmondson 进行的一系列团队学习研究

结果可以发现, 原本认为在团队学习中理所当然会

发生作用的一些因素, 却在团队快速适应变化的环

境和表现学习性行为上没有明显的作用, 这在某种

程度上证明了团队学习有其独立的作用机制。我们

可以从以下 4 个方面进行说明:

(1)除了心理安全的氛围和有助于团队学习的

权威结构之外, 一些研究发现, 明确而引人注目的

强制性目标、充足的资源、信息和奖励, 会增强团队

成员之间的信任感, 提高合作意识和对于团队能力

的信心。以往有关团队有效性的研究多强调团队的

结构和资源的作用, Edmondson 的研究结果也印

证了这些结论。不过, 在她的研究中还有一些有趣

的发现: 高水平学习的团队往往能够克服环境方面

的障碍和限制; 相反, 低水平学习的团队稍微面临

不利的环境, 在没有外在干预的情况下, 通常无法

扭转被动的形势。这与我们所说的高绩效循环效应

的结论也非常相似。

(2)一些在组织采用新技术过程中被认为是正

确的理论迁移到团队情境时, 却获得了不一致的结

果。在 Edmon son 的一项医院管理的研究中, 团队

成员的教育背景和行医经验的差异对于团队学习

曲线的变化没有发生显著的影响, 而高层管理者对

新技术推广的支持, 在组织能否成功运用新技术方

面也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在一些医院里, 尽管高

层管理者在口头上极力动员, 并给予资金上的充分

支持, 新技术的运用仍然不成功, 然而, 在另一些医

院里, 尽管高层管理者给予的支持不多, 团队成员

却实现了新技术的成功运用。例如, 某个医院的心

脏手术师开始花费了很大精力来说服医院高层管

理人员, 这项技术多么的重要, 应该在医院进行尝

试, 但医院高层管理者却认为运用这项新技术是劳

民伤财的, 它虽然可能会对心脏手术有帮助, 但会

增加全体医院员工的负担。尽管如此, 该医院的心

脏手术室最后却是Edmondson 研究中运用新技术

最为成功的一个范例。

(3)领导这个手术室的首席医师应该由怎样的

人来担任, 这也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传统的假设认

为, 运用一项新技术或者一个过程, 团队的领导者

应该是组织中有影响的人物, 才能支持团队完成一

些任务。事实上, 我们却发现, 一些团队领导者明明

是部门的主任或者知名的心脏外科医师, 但仍然无

法让团队很快适应新的手术流程。而在其他一些部

·813·

管理学报第 1 卷第 3 期 2004 年 11 月



门, 相对年轻的外科医师, 虽然没有什么高层管理

者的支持, 却能够把新技术拿下来, 让其团队成员

的学习曲线迅速上升, 达到很好的应用效果。

( 4) 那些经常被认为是关键的促进学习的因

素, 如经常汇报, 对每一步骤的仔细审查和反思, 在

Edmondson 的团队研究中均没有发生关键性的作

用。这是因为团队成员很少有时间对自己的工作内

容和方法进行正式的、规范的回顾。如某医院的医

生每天深夜均回顾讨论自己的工作, 而某些研究导

向的科研医疗中心确实也收集到了专门的资料, 并

进行了反省式分析。然而, 这些团队的工作效果并

没有因此而得到明显的提高。相反, 只有那些真正

花时间进行团队学习的部门, 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

分析失误和吸取教训, 他们的合作取得了成功。

已有的关于团队学习的结论无疑为我们进一

步开展团队学习研究奠定了基础。目前看来, 团队

学习的研究远不如对个体的学习行为和组织学习

了解得那么多。应该指出, 虽然团队工作在现今社

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 我们对于其作

用机制的了解还仅仅处于探索阶段。我们相信, 团

队学习会得到更加深入的解析, 比如, 团队学习是

否还存在其它的情境因素? 此外, 我们能否对已有

的各种研究结论进行元分析, 梳理出团队学习的前

因后果及其他中介因素, 以获得更为一致的结论,

或者解释出理解团队学习行为的全新框架。

5　团队学习理论的应用价值

尽管 Edmondson 的团队学习研究结论主要

是在医院获得的, 但是, 它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这

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会采用新的技术或者新

的工作流程, 对原有的组织进行变革, 都会遇到类

似的挑战。任何第一次采用新技术的团队都会进行

学习, 而这种学习不仅是技术范畴的学习, 也是组

织范畴的学习, 同样会面临医院团队遇到的角色、

交流和行为模式问题。比如, 越来越多的组织引进

企业资源计划 (ER P) 系统, 新建数据库, 设置操作

参数和确保软件在一个硬件平台上正常运转, 都会

涉及新技术的运用。对于许多组织来讲, 推广的困

难并不在技术方面, 而是新技术系统完全改变了原

有的运作机制, 改变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工作关系。

团队成员们需要花费时间学习怎样运用新的模式

来进行决策, 比如, 应该向谁、什么时间进行报告,

需要发表自己意见来进行交流。此外, 我们经常可

以发现, 优秀的工程师会被挑选出来领导新技术发

展项目, 或者负责新的信息系统的引进。这些专家

会发现, 他们会处于医院心脏手术医师相同的位

置。要使团队运用新技术获得成功, 必须实现从工

程师向团队领导者的角色转换, 通过正确地引导团

队学习来达到推广新技术的目标。

可以发现, 如果团队学习能够走上正确的轨

道, 就会学习得更快。团队除了保持技术上的专家

经验, 必须善于创造学习的氛围, 要像心脏手术医

师那样放弃独裁式的权威, 成为手术队伍中的一分

子, 摆脱传统的角色影响, 使大家充分的交流和分

享。在这方面, 团队领导者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如

果把团队合作看成纯技术性的任务, 组织者就非常

可能按照技术水平来任命一位团队领导 (当然技术

水平高也是一个必要条件)。企业高层管理者需要

挑选出那些能够激励和管理由各种人员组成的工

作队伍的人才, 这样, 他们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

并促进团队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以确保组织

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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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人员选聘模糊定性推理模型的设计与实现
刘凤霞　黎志成

　　摘要: 提出了一个利用模糊逻辑进行定性建模的方法。针对营销人员选聘的实际问题, 进行

了模糊定性建模与推理。介绍了系统实现的存储机制和推理引擎, 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系统原型

的实现。最后, 通过实例验证, 证实了模型的现实有效性。

关键词: 模糊逻辑; 模糊匹配; 定性推理; 营销人员; 选聘

中图分类号: C9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884Ò (2004) 03- 0320- 04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 企业认识到市场的

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重视人力资源管理, 将

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的发展战略进行有机的结合,

是企业实现自身持续发展的必经途径。营销是企业

经营的一个重要职能, 营销人员是企业创利的直接

实现者, 然而销售却是一个极富挑战性, 兼具艺术

与技能、挫折感与成就感的职业, 所以, 营销人员岗

位具有流失率高, 人员之间工作绩效相差悬殊的特

点[1 ]。研究表明, 对营销人员技能的考察、个性的识

别以及营销人员职业生涯阶段的判断, 可以有效地

预测营销人员的绩效和估计流失的可能性[2～ 4 ]。这

就为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为了保障企业的利益, 如何从选聘阶段开始,

就做到有效地甄别, 选择那些可能具备高绩效、低

流失率的营销应聘者。

事实上, 没有哪个人可以就未发生的事做出准

确的预测, 尤其是当事情涉及到人的因素。企业关

于营销人员的选聘, 是一个涉及多项因素, 需要较

长时间才能得到验证的复杂系统, 与其他复杂系统

一样, 其中存在着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精确

性。随着涉及的因素增多、相关的时间延长, 这种不

确 定性也随之增加。 定性推理 ( qualita t ive

reason ing) 是当前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主要方法

之一[5, 6 ]。

传统的定性推理技术处理的是那些纯定性的

问题。然而, 在复杂系统的处理过程中, 虽然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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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 lized. T he test verif ied that Stein ru le
po rtfo lio m anagem en t model cou ld get bet ter
perfo rm ance than the classica l m ean2variance
model w hen the perfo rm ance w as fo recasted in
the field of po rtfo lio m anagem en t.

Key words: po rtfo lio m anagem en t; Stein
ru le; investm en t w eigh t; sh rink ing in ten sity

A New Approach to Eva lua ting Fund
Performance and its Em p ir ica l Study　　J IAN G
Chonghu i (U n iversity of E lectron ic Science and
T echno logy of Ch ina, Chengdu, Ch ina ) 　M A
Yongkai　p 3042309

Abstract: U sing the rela t ive effect ive ra t io
- Γ coeff icien t, the Benchm ark2Efficien t F ron t ier
M ethodo logy developed by M atthew &R ichard
has been imp roved. Compu ting the Γ coeff icien t
and info rm at ion ra t io , w e rank the perfo rm ance
of fif ty2tw o clo sed2end funds in Ch ina w ere
ranked. T he ob ta ined rank of the tw o m ethods
w ere con sisten t and reliab le. T he rela t ion sh ip
among the fund perfo rm ance, fund size and fund
age. T he resu lt show ed there w as no sign if ican t
co rrela t ion in them.

Key words: Γ coeff icien t; info rm at ion ra t io;
fund perfo rm ance; fund size; fund age

Quan tita tive Study of D efen se Spend ing Inputs in
Ch ina　　L I Guo t ing ( Info rm at ion Engineering
U n iversity, Zhengzhou, Ch ina)　p 3092315

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the N ew M ilitary
revo lu t ion in the w o rld, an emp irica l study of
D efen se Spending Inpu ts betw een Ch ina and the
o ther coun tries w as p resen ted, the Scale of
D efen se Spending Inpu ts of Ch ina w as analyzed.
Severa l developm en t st ra teg ies and
coun term easu res fo r p romo ting of the
developm en t of the D efen se Spending Inpu ts of
Ch ina w as also pu t fo rw ard.

Key words: defen se spending inpu ts;
st ra teg ies; coun term easu res; Ch ina

Con textua l Factors Affecting Team L earn ing　
　LU J iafang (Ch 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100101)　SH I Kan　p 3162319

Abstract: In ternat ional research advances in
team learn ing w ere review ed. T he team learn ing
model p ropo sed by P rofesso r Am y C.
Edmondson w as h igh ligh ted. T he team learn ing
p rocess and key impact ing facto rs w ere
ilu st ra ted and compared again st ou r know ledge
of teamw o rk and o rgan iza t ional learn ing.
P ract ica l imp lica t ion and fu rther d irect ion s to
conduct relevan t researches in Ch ina w ere also
discu ssed.

Key words: team learn ing; new techno logy;
p sycho logica l safety; au tho rity st ructu res

D esign Qua l ita tive and Fazzy System for
Recruc it ing Sa lem e and its Im plem en ta tion　　
L IU Fengx ia (H uazhong U n iversity of Science &
T echno logy, W uhan, Ch ina) 　L I Zh icheng　p
3202323

Abstract: A qualita t ive modeling m ethod
u sing fuzzy logic w as pu t fo rw ard. A im ed at the
recrium en t of sa lem en, the modeling and
reason ing w ere m ade qualita t ively and fuzzilly.
T he m echan ism of data sto rage and reason ing in
the system w as described, and the p ro to type
comp leted. T he valid ity of the model w as p roved
w ith the help of an examp le.

Key words: fuzzy logic; fuzzy m atch;
qu lita t ive reason ing; sa les fo rce; recru im en t

Ana ly is of the M otiva tion of M anages in
En terpr ises with“M ora l R isk”by Gam e Theory
　　L I Yanp ing (W uhan U n iversity, W uhan,
Ch ina)　YAN G Yan　p 3242329

Abstract: Based on gam e theo ry, fou r
d ifferen t k inds of models w ere u sed, including,
comp lete info rm at ion sta t ic gam e, comp lete
info rm at ion dynam ic one, incomp lete info rm at ion
sta t ic one, incomp lete sta t ic one, and incomp lete
dynam ic one. It w as found that under the
comp lete info rm at ion, the op t im um cho ices fo r
the m anagers′immo ral behavio r depended on the
p robab ility of the supervision of the m anagers by
ow ners; under the term s of the incomp lete
info rm at ion, the m anagers w ou ld take the best
respon se to the tact ics of the ow ner w hen their
being immo ral.

Key word: gam e theo ry; m anagers; mo ral2
risk; supervision co st; mo t ivat ion

M odel for Innova tion D iffusion Ra te 　　XU
J iup ing (Sichuan U n iversity, Chengdu, Ch ina) 　
L IAO Zh igao　p 3302340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innovat ion diffu sion, and aim ed at the basic
hypo thesis of the Bass model, 4 d ifferen t ia l
dynam ic models w ere fo rm u la ted w ith the theo ry
and m ethod of differen t ia l dynam ics. T he
emp irica l analysis of the models w as m ade and
som e ru les of the innovat ion diffu sion w ere
ob ta ined the data from Ch ina mob ile, telephone,
Ch ina TV set and etc.

Key word: innovat ion; innovat ion diffu sion;
ra te model; d ifferen t ia l dynam ics

The Eva lua tion of the Pa ten t of Knowledge- type
En terpr ise　　W AN G J ing (D alian U n iversity of
T echno logy, D alian, L iaon ing, Ch ina) 　L I Shu
　p 3412344

Abstract: T he con st itu t 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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