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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mpany’s continuous growth.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 team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of inno-
v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the connotation, dimension division and measurement,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 learning space, as well as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exploration for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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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是企业不断成长的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学习或团队学习已经成为创新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本文将阐述学习空间的内涵、维度划分与测量、和研究现状，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以期为现代企业

管理实践提供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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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不同，我们所处的新经济时代的特点往往是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资源知

识化、管理人本化[1]。且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5G、云等新兴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思维及共享

经济兴起，时代环境变得日益复杂。那么，企业如何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快速响应和敏捷管

理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与健康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而创新是企业进步的灵魂，是企业在动态变化环境

下寻求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2]，被视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和必要手段[3]。并且知识和学习是创新的重

要基础和前提条件，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4] [5] [6]。所以，组织学习(团队学习)和学习型组织(团队)的
重要性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越发凸显。 

已有的大量国内外文献从多个不同的方面(如组织学习或团队学习的概念内涵、方式、过程、方法、

结构与测量，以及学习型组织的构建等)进行研究与实践，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其中，组织学习(团队学习)
对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均得到有效验证。然而，关注组织学习(团队学习)的静

态属性的研究却很少[7]。而关于学习空间对组织或团队学习和企业创新的影响的研究，不仅可以从理论

上弥补当前对组织或团队学习动态属性研究的单一，还可以从学习空间视角探究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及探索什么样的学习空间结构更有助于单元创新。鉴于此，本文下面首先介绍学习空间的概念、维度

及其测量，然后对其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最后对未来研究进行简要展望。 

2. 学习空间的内涵 

2.1. 教育学领域下研究的学习空间 

一直以来，学习空间研究作为研究学习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教育学领域颇受关注。学习空间的

概念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对其研究始于 2003 年，在《学习空间》(Diana Oblinger, 2006)出版后迅速

增长，并且于 2011 年《Journal of Learning Space》创刊后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8] [9] [10]。目前教育学

领域对于学习空间的界定、理念的阐述不尽相同，但国内学者许亚锋等在综述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将

“学习空间”看作一个整体，“用于特定目的的场所”是其中最为恰当和最合乎情理的解释，因此将学

习空间(Learning Space)界定为“用于学习的场所”，且包括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11]。这和杨俊锋等人对

学习空间的界定(学习空间通常指整个学校的学习环境，主要研究技术丰富的环境下，如何改造学校的环

境，以便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习空间包括正式、非正式和虚拟三种[9]。)大体相当。 

2.2. 管理学领域下研究的学习空间 

国内学者借喻“空间”概念来看待组织(团队)的学习，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和知识基础观探讨学习空

间的理论内涵。虽然这些理论与定义(见表 1)没有明确地提出“学习空间”的概念，但却在不同侧面涉及

了“空间”的意义，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启发和参考。我国学者周长辉等在借用“空间”的概念来探讨

组织的学习与创新时，认为尽管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空间结构对组织的学习和创新更有利，且对于社会

网络等的研究仍存在对立观点，但这些观点本质上都是围绕一个网络空间是否紧密联结或者松散联结以

及这种紧密度或松散度如何影响信息和知识的交互和组合[7]。而作为信息、资源和技能交换载体的，并

体现网络和知识的距离与结构的学习空间能反映这个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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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related concepts 
表 1.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视角 

相关概念 定义 研究视角/维度 

社会资本 
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有两个共同特征：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们为结

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12]。并认为社会资本是无形的，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社会

关系的投资可以积累和增加社会资本[13] [14]。(1990, Coleman) 

结构 
认知 

关系[15] 

社会网络 
表示一组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16]；(Barnes) 

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之间联系的集合， 
是由点(个体)和各点之间的连线(个体之间的联系)组成的[17]。(刘军) 

强弱联结 
社会资本 
结构洞[18] 

知识网络 

是人、企业等知识主体之间相互连接构成的网络[19]；(2003，Jarvenpaa 等) 
是一种获取、共享嵌入在企业内外社会网络中的知识资源，以创造新知识为目的的网络[20]； 

(马德辉、包昌火) 
以知识主体(个体、团队或组织等)为网络节点，以信息或知识的流动为联结所构成的网络[21]。 

(汤超颖) 

关系特征 
结构特征 
主体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教育情景下研究的学习空间，多为承载知识和为学习者提供学习场所的平台。

而管理学研究的学习空间探讨的是一定边界条件下的人与人、知识与知识的联结与距离。 

3. 学习空间的维度和测量 

基于对空间的隐喻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学习空间的构成，研究者们也相应地对学习空间进行了不

同的维度划分，并且开发了不同的测量方法和量表。国内学者周长辉等(2011)最先借喻“空间”概念来探

讨组织的学习问题，并研究学习空间对创新单元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知识基础观强调的知识的隐喻性

特点及其对知识转换与创造的作用[22] [23]，以及“社区”(Social Community)和“组合能力”的概念(Kogut 
and Zander, 1992) [24]，加之对社会网路视角下“结构嵌入”的概念和其两个重要的维度——结构嵌入与

关系嵌入的理解，并且结合对紧密网络与结构洞、强联结和弱联结之间的争论的探讨，学者提出学习空

间的两个重要维度，即紧密度和知识面，且在外空间和内空间两个层面分别探讨所划分的维度的交互作

用对创新的具体影响。其中，紧密度体现在成员间的交流、合作与信任，知识面代表知识的差异化和多

样化。对于测量，周长辉等通过设计量表、发放问卷、收集数据信息，然后采用“自我中心网络方法”

和计算公式对紧密度与知识面这两个维度进行测量。 
而在此基础上，以集群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时，杨皎平等人认为企业创新的知识基础源自

企业的学习空间，并结合集群网络的嵌入性，将学习空间划分为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两个维度。知识宽

度就是通过学习组织外部知识，使本组织所拥有知识的多元性与异质性程度，而知识深度指的是通过组

织内部充分的相互学习与交流，使组织内部知识迅速积累为共有知识的程度。 
不难发现，其实第二种维度划分方法是在第一种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将紧密网络下所发生的知识交

流与共享显性化，也就是说测量不同人际关系下知识结构的状态。而“紧密度”与“知识面”的划分，

不仅体现了一个组织中存在于个体间的“网络距离与结构”，还表现出了组织拥有知识的状况，即“知

识的距离与结构”[7]。总而言之，两种划分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借鉴并根据所研

究内容的重点不同而加以改善。 

4. 学习空间的研究现状 

4.1. 教育学领域的研究状况 

作为当前仍在探索与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教育学实践者从不同方面(内涵界定、分类、构成、实

证研究、设施和管理、优化设计与评估、实践项目等)对学习空间进行研究与探索。在学习空间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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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过程中，大多强调信息技术增强、主动学习、协作学习、互动、以学习者为中心等。然而，随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学习空间的研究已从物理环境向网络学习空间转移，虚拟学

习空间在研究中越来越活跃[25] [26]。 
今天，支持社交网络，集体智慧，情感交互与虚拟交流的技术正在引入对教育产生深刻影响的新形

式的合作[27]。虚拟学习空间利用过程中所涉及的交互行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认知分析、知识共享行为等

受到研究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实证研究逐渐增加[28] [29] [30]。 
整体而言，对于学习空间设计、规划以及如何结合人文因素、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更有效的发挥其作

用，实现学习空间的融合创新型发展这一问题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25] [31]。 

4.2. 管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管理学领域对于学习空间的研究，大都是研究学习空间对单元创新绩效的影响。我国学者

周长辉等结合社会网络视角(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与知识基础观(Knowledge-based View)，借喻“空

间”概念看待组织的学习，以此研究企业创新问题。基于学习空间的两个层面(外空间和内空间)以及划分

的两个维度(紧密度和知识面)，和对腾讯公司中的 58 个创新单元的样本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他们发现外

空间非工作网络的关联机密度和内空间成员之间的关联紧密度正向影响创新单元的创新绩效，且内空间

紧密度对创新单元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受到知识面多样化的调节影响[7]。 
在此研究基础上，李柏洲等人认为虽然研究发现学习空间对于创新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但是空间内

成员能否形成一个紧密的知识交流网络，是否具有一个有利的知识分布结构，克服个体及距离的差异，

共同服务于创新绩效，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所以，他们以组织学习空间为中介变量，

选取共享心智模式为自变量，并构建了共享心智模式对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此进行

实证分析。最后发现，共享心智模式对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以及组织学习空间在共

享心智模式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2]。之后，李柏洲等人进一步研究，探讨以学习空间为中

介变量，共享心智模式对创新绩效的跨层次(个体层次和团队层次)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团队)层面共享心

智模式对个体与团队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面影响，且学习空间为部分中介变量，起部分中介作用[33]。 
杨皎平等选取团队认同为调节变量，实证考察在团队认同的调节作用下，成员异质性对团队创新绩

效的影响，并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只不过他们的研究发现紧密度正向调节了知识面与团队绩效的正相

关关系[34]。但在以集群企业为研究对象时，杨皎平在其另两篇文章中借鉴朱兵等(2010)关于知识深度和

知识宽度概念的界定[35] [36]，提出“知识空间”概念来分析与理解集群企业的创新问题。 
近两年，陈国权提出组织学习的时空理论[37]和面向时空发展的组织学习理论，会发现其在组织学习

领域的探索由以往时空来源导向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以时空发展为导向的研究，更加丰富和系统化了组

织学习的研究[38]。并且基于组织学习时空理论的空间维度，建立了组织从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的模型[39] 
[40]，细化了组织学习时空理论的空间维度，其理论模型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 

总的来说，管理学领域中关于学习空间的研究都比较一致地认同学习空间对创新的积极作用，而且

还初步肯定了学习空间在相关前置变量与因变量(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但是，现有相关的研究并没有

明确学习空间对创新单元创新绩效的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且相关文献涉及的变量较少。 

5. 未来研究与展望 

在管理学领域，有关学习空间的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在未

来的探讨与研究中进行完善。 
首先，由前文对学习空间的研究综述可以知道，当前对于学习空间的概念没有界定，只是停留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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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借喻”层面。而且由于这一概念相对较新(限于管理学领域)，目前对于学习空间的研究文献较少，国

内仅周长辉、李柏洲、杨皎平等人对其予以关注与探讨。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三：1) “空间”在这里

属于借喻概念，还未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同、关注与运用；2) 空间结构及其属性不易测量；3) 对于一个较

陌生的概念的提出并对其探讨与研究，需要强大的理论基础以及清晰的逻辑思维，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

的理论功底与熟练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无形中提高了学习空间研究的“门槛”。可是，作为研究者，我

们往往需要在不断试错中发现用于指导企业实践的理论。 
其次，对于学习空间的研究大都聚焦于其对单元创新绩效的影响，而且多把学习空间作为中介变量

来研究。虽然已有研究证明了学习空间对创新单元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是并没有研究证明这种影响

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而且对于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采用何种改进方式更有效是组织颇为关心的问题，

对其深入探讨并为企业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也是研究者该着重关注的方面。 
最后，对于学习空间的研究还缺少成熟的测量量表，未来希望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能够开发出成熟的

量表。此外，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以后研究者可以尝试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探讨学习空间在企业管理等方

面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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