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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core problem for undergraduate entrepreneurial team to use the individual knowledge resources, endowments 

and skills of the team members to create more value for the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 Whether the undergraduate 

entrepreneurship team can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resources among members and create more value, whether it has the 

ability to create, disseminate and use new knowledge, has become a decisive factor for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Through the logistic model,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role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knowledge sharing 

within it. It mainly uses the knowledge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model to analyse how undergraduate entrepreneurial 

teams can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knowledge and capabilities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Keywords: Undergraduate Entrepreneurial Team, Knowledge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Logis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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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大学生创业团队如何同时利用团队内成员自身各自的知识资源、禀赋和技能为创业企业创造更多价值是其创

业过程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大学生创业团队是否能够整合成员间的知识资源，发挥了更多的价值，是否具有

创造、传播和使用新的知识的能力，已经成为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论文通过Logistic模型，重点关注知识共享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和实现机制，主要运用知识共享与合作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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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团队对创业企业知识能力的提升从根本上来说是怎样实现的。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团队，知识共享与合作，Logistic 模型 

知识共享与合作体现了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通过

各种共享手段为组织中其他成员所共享。大学生创业

团队中，通过共享与合作等方式，可以有效实现团队

成员间及整体的知识能力提升。 

在大学生创业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团队内部成员

各方的知识水平、禀赋存在一定差异，成员间的知识

共享与合作会影响到创业团队今后的发展，如创业各

方通过合作等方式构成利益共同体，则在创业合作中

利益紧密关联。 

论文运用 Logistic 模型解释大学生创业企业发展

过程中的创业团队内部知识共享与合作机制，剖析其

发展过程、运行模式和稳定性条件。 

1. 大学生创业团队内部知识共享与合作的

LOGISTC 模型 

基于大学生创业团队内部在知识共享与合作基础

上的创业企业发展，以及其发展过程中创业团队成员

在知识资源方面的整合，实际上就是企业发展的过程。

Logistic 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其发展过程（Michael T. 

Hannan 和 John H. Freeman, 1992），论文运用 Logistic

模型描述大学生创业团队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共享与

合作机制的过程，并且在模型中将其所经历的内生的

和外生的变化条件与环境等因素简化为企业的产量

信号，通过对大学生创业团队发展过程中企业产量变

化的刻画来解释创业企业的发展过程（Chris Rose-

Anderssen 和 Peter Allen, 2004）。 

1.1. 模型假设 

（1）假设 ( )A t 表示大学生创业企业的产量，并假

定其产出水平是时间 t 的函数，其中包括知识资本、

技术、信息、专业化和分工以及交易成本等全部影响

产出水平的因素变化的含义。论文通过大学生创业过

程中企业的产量水平变化来刻画其发展的动态形成

过程。 

（2）假设一定时间和一定市场环境，企业所面临

的各种要素禀赋（包括技术基础、原材料供应、资本

和市场规模等）一定，并且将各种生产要素和技术资

源有效组合和充分利用的状态定义为生产极限状态，

即每个企业的产量将有一个潜在的最大产量，记为

X 。 X 只是企业产量的一个理想状况，由于大学生

创业团队在知识共享及合作发展过程中，创业团队成

员各方不可能完全与其他成员实现完全协同或是完

全共享对方的知识资本，由此创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理论意义上的充分潜能得不到完全挥，由此，创业企

业的生产潜能也打不到 X 。所以，通常状况下， ( )A t

小于 X 。这里的潜在最大产量 X 也给出了另一个隐

含假设，企业的产量最终趋近于 X ，即每个企业产量

的增长率随产出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并趋于零。也就是

说，大学生创业企业的市场规模饱和度对其产出水平

的增长率有阻滞作用。在这里，定义市场规模饱和度

为 ( ) /A t X （Sheri M. Markose, 2005）。 

（3）假设在创业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创业团队

各方的知识共享与协作，企业发展得到一定的提高，

生产成本得到降低，产出水平得到提高，并且由于知

识共享与整合可以使各方创业成员能够有效地利用

其他方成员的知识资本、技术能力、技能等提高自己

的生产水平。这是因为创业团队通过组织内的知识共

享、能力互补和专业化协作等途径，导致生产能力的

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工作效率的提升等创业企业

价值的积累，从而促使企业产量大幅度增长。 

1.2. Logistic 模型 

在此引用 Logistic 模型来描述创业企业发展过程

中产量的增长变化过程（Frank W. Geels, 2002），如

式（1）所示。 

( )
(1 )

dA t A
A

dt X
 

 (1) 

式（1）中 ( )A t 的含义同第一个假设： 表示该企

业所在行业平均技术水平下产出的增长率； X 的含

义同第二个假设。显然，当 A X 时 ( ) / 0dA t dt  ，

即 ( )A t X 是企业的最大产出规模，是一个稳定平

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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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知识能力不均等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内

部知识共享与合作 

为了 Logistic 模型构建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现实大

学生创业企业中可能的情况，按照创业团队内部各成

员间知识能力的差异，假设
( )aA t

与
( )bA t

表示创业

团队内各成员的产出水平。 

2.1. 创业团队知识共享与合作稳定发展的条
件 

为了简化大学生创业团队内部成员知识能力不均

等的情况，可以假设为成员间的知识能力为互补关系

的知识能力，即创业团队中各方所拥有的知识资本不

一致，且各有突出的方面，其间拥有互补性质的知识

资本、资源和能力，在创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能够相

互补充，克服自身的缺陷而达到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

因此创业企业整体能够稳定地运行。 

假设成员 a 、b 均为大学生创业团队内的成员，在

它们各自单独存在时，
( )aA t

满足 Logistic 模型（Frank 

W. Geels, 2002），如式（2）所示。 

( )
(1 )a a

a a

a

dA t A
A

dt X
 

 (2) 

创业团队成员 a 之所以与b 进行知识共享与合作，

其目的就是因为在与成员b 的知识共享沟通过程中，

能够使其知识能力实现提升，即能够通过对创业团队

成员b 的在合作中相互模仿、相互学习，有助于彼此

双方知识水平的提升、管理能力的改善、生产效率的

提高，并且知识共享还有助于降低创业企业内成员向

外部学习的成本，进而提升创业企业整体的价值。因

此，通过知识共享与合作，成员 a 的产出水平可以表

达为式（3）。 

1

( )
(1 )a a b

a a

a b

dA t A A
A

dt X X
   

, 
0a 

 (3) 

其中， 1 表示创业团队成员b 的知识能力对成员
a 产出水平的贡献。假设如果在大学生创业企业发展

过程中，团队成员间不进行知识共享与合作，成员b

的产出水平将逐渐减少，并趋近于零。因此，将成员

b 的产出水平的自然负增长记为 b ，那么在这种情

况下，对成员b 单独存在的市场结构的描述则应该是

( ) /b b bdA t dt A 
。在进行了有效的知识共享与合

作之后，由于成员 a 的知识能力共享与合作使得成员

b 的产出水平得到提高，因为在创业企业内通过成员

间的共享合作后意味着整体知识能力、生产水平等方

面的提升，以及体现在外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因此成

员b 可以进一步描述为式（4）。 

( )
( 1 )b a

b b b

a

dA t A
A

dt X
   

, 
0b 

 (4) 

式（4）中 b 表示创业团队成员 a 的知识能力对成

员b 产出水平的贡献。另外，成员b 的理想的潜在极

限产量对其产量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则在创业企业发

展过程中，成员b 的产出水平可以描述为式（5） 

( )
( 1 )b b a

b b b

b a

dA t A A
A

dt X X
    

 (5) 

根据 Hilary Ingham 和 Steve Thompson（1998）对

合资企业中合作伙伴知识外溢吸收能力的分析，当大

学生创业企业在模型中达到稳定状态时，可以用由式

（6）和（7）描述。 

( )
( , ) (1 ) 0a a b

a b a a a

a b

dA t A A
f A A A

dt X X
     

 (6) 

( )
( , ) ( 1 ) 0b b a

a b b b b

b a

dA t A A
f A A A

dt X X
      

 (7) 

根据式（6）和（7）方程组，可以求得创业企业发

展的稳定点，如式（8）所示。 

* * (1 ) ( 1 )
( , ) [ , ]

1 1

a b b b
a b

a b a b

X X
A A

 

   

  


 
 (8) 

当
* 0aA 

，
* 0bA 

时，表示通过知识共享与合

作，创业团队整体能够通过相互合作与协同获得一定

的收益，团队内各方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此时，得

出：
1a 
，

1b 
，

1a b  
或者

1a 
，

1b 
，

1a b  
。 

再对以上方程组进行处理，可以得到式（9）与（10）。 

*
*( ) 2 ( )

(1 )( )a a b b b
a a a a a a a

a b b

dA t A A A A
A A A

dt X X X
   


    

 (9) 
*

*( ) 2 ( )
( 1 )( )b b a a a

b b b b b b b

b a a

dA t A A A A
A A A

dt X X X
   


     

 (10) 

将均衡解代入上式，得出式（11）。 

2
(1 )

2
( 1 )

a b a a a
a a

a b b

b b b b a
b b

a b a

A A A

X X X
E

A A A

X X X

 
 

 
 

 
  

 
 

   
 

 (11) 

将均衡点的表达式
* *( , )a bA A

代入式（11），并根

据微分方程稳定点的判定方法，可以得出创业团队内

部成员间知识能力不均等情况下大学生创业企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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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共享与合作过程中发展的稳定条件为
1a 
，

1b 
，

1a b  
。 

2.2. 创业团队知识共享与合作稳定发展的机
理 

1a 
 表示大学生创业团队成员 a 对成员b 的贡

献较小。从分工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下创业企业内的

知识共享与合作更倾向于成员间知识互补，此时创业

团队内部各成员只掌握专业技能、知识的某个领域，

所以成员 b 向成员 a 提供的也只是一种或几种知识

能力，对成员 a 有一定贡献。 

1b 
 表示在创业企业发展过程中，成员b 对成

员 a 的贡献较大。这很容易理解，在创业企业运作过

程中，成员一方往往只掌握部分关键知识能力，通过

知识共享与合作等途径，充分消化吸收成员b 的知识

能力，并通过反向求解的方式，最终在组织内部融合

了整个关键知识的流程，从而在市场上提升创业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甚至有可能充分发挥优势。 

1a b  
 表示在大学生创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团

队内成员间及其知识能力可以达到相对均衡状态。也

就是说，成员之间可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稳定状态。就

成员间而言，要求 a 很小， b 很大，这其实是要求

成员 a 的知识能力要有足够的规模，才能够充分把握

好其知识能力方面的优势，进而对成员b 在某领域的

先进知识通过合作机制进行吸收消化，从而提升自身

知识能力，以保持较强的竞争力。 

由此，大学生创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创业团队成员

各方的知识规模、知识的相关性、互补性以及知识共

享与合作都会对创业企业后续发展的稳定性及价值

提升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3. 大学生创业团队发展过程中基于知识能力

不均等的 LOGISTIC 模型结论 

论文通过对大学生创业企业 Logistic 发展模型的

分析，得出动态均衡所需的条件及其经济学上的含义。

从中可以得出的主要的结论是对于创业团队各方，在

知识能力不均等的条件下，以知识互补的情况为例，

大学生创业团队成员能够从团队中的其他成员方处

获得收益，并且在创业成员之间的知识资本相关性如

高，大学生创业企业中创业成员的已有知识能力以及

知识共享合作的方式都会对创业企业的发展以及发

展过程中企业整体的知识能力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保持创业企业的稳定发展的前提

条件就是创业团队内部成员之间要保持知识共享和

合作。大学生创业团队内部成员间的知识共享与合作，

带动了知识人员及知识资本的流动，加速了信息流通，

并成为激发技术改良和创新的动力。所以，有效的知

识共享与合作是保持创业企业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知

识能力提升、价值提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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