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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管理是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

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尽管知识

管理思想雏形的形成已有很长时间, 但长期

以来, 其学科归属、研究领域等基本问题并没

有得到解决。直到最近几年, 随着知识经济引

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其重要性才逐步为人们

所认识, 知识管理的研究才取得突破性进展。

然而, 由于知识管理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涉

及领域的广泛性, 在研究和应用中产生了许

多混乱的认识, 这使得它在指导实践活动时

造成很多不应有的失误, 阻碍了社会经济的

发展。

1　知识管理的概念

Yogesh M alho tra 认为: 知识管理是当

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

时, 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

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 它

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进程, 并寻求将信息技术

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

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1 ]。

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受到外界环境的影

响, 这一概念首先从企业—环境之间的关系

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 随后指出知识管

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个方面内容, 它以知

识创新为直接目标, 最终使企业在非连续变

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这也是知识管

理的最终目的。这一概念完整地概括了知识

管理的必要性、目的、内容、手段, 揭示了知识

管理的实质。

2　知识管理产生的背景

2. 1　对于知识管理的认识

Chu rchm an 在 1971 年给知识的定义中

指出: 如果把知识看成是信息的集合, 那么无

异于剥夺了其最核心的部分, 知识存在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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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信息集合中, 知识是人对一系列相关

信息所产生的反应[2 ]。在这一定义中他明确

指出了知识不单纯是信息的子集, 两者有着

明确的区别, 同时也强调了人在知识创造中

的重要地位。然而人的知识创造性在这之后

20 多年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95 年,

N adler 和 Shaw 指出由于当今“险恶”的环

境, 组织所采用的程序化、经验启发式的预测

和应对方式已不再适用, 取而代之的是依靠

组织成员基于新知识的不断缩短的知识创造

和行动周期, 以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预先

的反应[3 ]。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指出了知识

管理的重要性, 同时对指导当前知识管理的

研究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2　知识经济对管理的促进作用

从宏观上讲, 知识管理在当今能够为人

们重视和接受得益于知识经济的形成和提

出。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 即农业经

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

的转变。前者, 两种经济形式同属于物质经

济, 从某种意义上是同类经济形式之间的转

变, 而后者是截然不同的经济形式间的转变,

是不同层次间的飞跃, 对社会必然造成更为

深远的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 1996 年发表的《论以知识

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指出: 29 个经合组

织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比过去更明显依赖于知

识的产生、传播和利用,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以上。美国 1996

年经济增长中有 33% 来自知识行业[4 ]。知识

行业成为当今发展的热点, 是经济增长的支

柱行业。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

是社会的持续发展。物质经济时期, 高就业与

高增长总伴以高通胀, 然而 90 年代以来, 美

国的经济发展却呈现出“一高两低”的现象,

即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 这标志着有别

于以往的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方式——知识经

济的出现。知识经济与物质经济存在着巨大

的差别, 传统物质经济的生产是对物质的重

新分配, 将物质从价值含量较少的状态转化

为价值含量较多的状态, 因而它始终存在资

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这一矛盾。

而知识经济则不然, 它将经济的发展构筑在

自身 (即知识) 的基础之上, 从根本上解决了

物质经济的基本矛盾, 知识成为促进社会发

展和进步的决定因素, 掌握的知识越多, 知识

结构越完备, 就越能进行创新和实现从知识

财富向物质财富的转化。在这种环境中, 知识

管理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2. 3　知识管理可适应非线性变化环境的要

求

从微观上讲, 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提出

了知识管理的要求。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从

相对可预测变化的信息管理时代步入处于不

断发生激烈变化的非线性变化的时代。前一

阶段由于其可预测性, 使得技术权威和计算

机软、硬件供应商一直致力于为企业决策提

供既成解决方案。这一思想类似于从书架上

取书: 各种方案经过优化, 存贮在数据库中,

当满足某些参数指标时, 特定的方案会被从

数据库中取出供决策者和执行者利用。可以

看出, 这种方法事先需要明确一系列的规则

和约定, 所有备选方案均以此为基础, 这种方

式只适用于相对稳定、变化可预测的线性变

化环境, 对于不断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非线性

变化环境是不适用的。而当前的经济环境却

正是处于非线性变化状态, 在这种环境里, 企

业所追求的不可能是得到最优化的方案

(do ing th ings righ t) , 而是明确应该做什么

(do ing the righ t th ing) , 这就要求组织的成

员以新的知识为基础, 以行动和知识创新的

更快的反馈循环来对经济环境作出预先的反

应, 也就是要努力去理解和适应不断变化着

的环境。虚拟企业的出现和商业生态系统的

提出都是这一新环境的产物。

从环境因素来说, 知识管理的崛起主要

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①生存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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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企业所处不断急剧变化的环境中, 依靠

公式化的预测已不能很好地把握未来的发

展。②从长远角度来看, 知识创新是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核心力量, 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产

品开发、新服务的提供、生产ö服务模式的转

变、组织形式的变革等各个方面。③知识管理

不是企业运行的一个独立的过程, 它渗透到

企业的每一个部门和业务过程中。④信息技

术的发展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提供了

便利的手段, 但根据自身的业务和活动吸收

信息, 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行动的决策的最终

承担者只能由人来完成, 人是创造力的源泉,

是推动企业进步的动力。

3　知识管理的内涵

3. 1　人是知识管理的核心

信息技术是工具, 人是知识管理中最活

跃和主动的因素。知识是思维的成果, 根据唯

物辨证法的观点, 思维指理性认识及其活动

过程, 是对客观事物间接、概括的反映, 是本

质和规律的反映, 思维是人区别于其它任何

事物所特有的属性。因此, 可以认为知识只能

通过人的能动创造性的发挥而产生, 依附于

人而存在。知识管理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的,

这决定了知识管理的研究必然以人的知识运

动为内容, 人成为研究的核心。然而长期以

来, 重技术、设备的投入而忽视人才素质的提

高和培养的现象比比皆是, 这种现象的产生

根源于对知识管理的错误理解。

直到现在, 许多决策者还把数据采掘技

术、企业内联网、视频会议系统等信息技术作

为当前企业生存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 然而

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 企业对信息技术的

投入与其商业表现并无直接关系。 E rik

B ryn jo lfsson 在 1996 年 9 月的 Info rm at ion

W eek 中指出:“同样数量的资金投入到同样

的系统, 可以给一个公司带来竞争优势, 而另

一个公司所获得的可能只是昂贵的镇纸。”[5 ]

Xero PA RC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John Scely

B row n 也持类似观点, 他指出: 最近 20 年, 美

国工业界在新技术上的投资超过 1 万亿美

元, 然而这一切对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和

工作能力的改进方面收益甚微。失败的原因

在于对知识工作途径的无知, 知识只能在知

识生产者之间通过社会性的协作过程中的沟

通交流和运作, 以及分享彼此的知识和相互

构筑思想的基础上才能产生。[6 ]由以上研究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能使 IT 技术给企业

带来高额回报的关键因素是对 IT 技术的有

效使用。换言之, 信息技术是人发挥其主观能

动性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工具。

尽管计算机中存贮的信息可以作为知识

工作者创作的原始材料和诱发因素, 但信息

毕竟不能等同于知识。无论计算机的处理能

力多么强, 甚至具有一定的“创造力”, 但它始

终是“死”的、没有思维能力的机器, 它所能作

出的一切反应都是人预先规定的。因而面对

非线性变化的经济环境, 决策者们决不能宁

愿相信计算机的输出结果, 而置人的建议于

不顾。企业的生存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具有

丰富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的人, 人和他拥有的

知识才是企业最大的财富。

3. 2　信息技术是知识管理的工具

3. 2. 1　信息技术时代向知识生态时代的演

进

社会从以信息技术为主导, 提高组织的

竞争和生存能力的时期, 经历了以信息为主

导的时期, 进入到以知识和知识创新为中心

的 知 识 经 济 时 期, IBM、M icro soft 和

N etscape 是这三个时期的代表, 在此之后将

进入知识生存时代。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信息技术→信息→知识、知识创新→知

识生态这样的演进过程。社会的发展总是在

继承以往的基础上实现的, 当前以知识管理

为特征的时期也不例外, 它在继承信息是企

业的重要财富的基础上, 强调学习创新是保

证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并指出知识财富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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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智力资本、智力财富或无形资产)是企业

最可宝贵的资本。前面已经指出, 人是知识管

理的核心内容, 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和信息

技术变得无足轻重, 它们仍是知识管理的内

容和研究对象, 对知识创新起着源泉和工具

作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信息技术的发

展和信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

益增强, 才促进了知识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

的迅猛发展使得信息交流更为便捷和广泛,

信息获取的时效性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 信

息获取→管理决策→决策执行周期的缩短使

企业生存环境变化日趋迅速和深刻, 这就是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非线性变化的环境的形成

原因。为适应这一环境, 知识管理成为最重要

的解决思路。

3. 2. 2　信息是知识创新的原料

信息和知识的区别是研究知识管理和知

识创新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造成目

前对知识管理诸多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Chu rchm an 的界定不同, 国内一般认

为知识是人们通过信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

以及思维活动规律的认识与掌握, 是人的大

脑通过思维重新组合的系统化信息的集合。

知识只有通过信息载体的流动才能产生价

值, 信息只有通过知识的运用才能扩大再生

产[7 ]。这一概念认为知识与信息存在相容关

系, 是两个共生的动态概念, 知识是信息的内

容, 信息是知识的表现形式, 两者不可分离。

同Chu rchm an 的定义相比, 二者都承认知识

来源于信息, 是人脑的产物, 然而两者又存在

着重大的分歧, 上述概念认为知识是信息的

集合, 从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揭示知识与信

息的关系; 而Chu rchm an 则从知识产生的主

体出发, 指出知识只能存在于人, 而不是任何

的其它东西, 同时他更注重知识的动态变化,

认为知识是人对一系列相关信息的反应, 这

一点他与B. C. 布鲁克斯的知识增长模式

(K [S ] + ∃ I = K [S + ∃S ]) 的思想极为类

似。知识管理和信息管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

概念, 如果将知识等同于信息必然引起两者

的混淆, 因此, 本文倾向于采用 Chu rchm an

对知识所下的定义。

但是, 无论怎样的定义, 只要是从唯物的

角度出发都必须承认, 知识不是人生而具有

的, 它源于客观世界, 更为具体而确切地说是

来源于客观世界的各种信息。以上两种定义都

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因此, 我们说信息是

知识产生的原料, 信息是知识创新的源泉。因

此在知识管理中同样必须注重信息的管理和

利用, 其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现代信息技术。

3. 2. 3　信息技术是知识管理和创新的工具

首先, In ternet、In tranet、数据仓库、视频

会议系统等的出现不仅加快了信息传送的速

度和增加了信息的广度, 同时使各种信息变

得更加有序, 这对于知识创新中信息保障起

着积极的作用。迅速变化的环境要求不断缩

短知识创新、行动的反馈循环, 依靠原始的信

息交流方式不可能适应当前非线性变化的环

境。

其次, 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打破了信息

传递的时空限制, 交流的形式更为生动、直

观, 通过这些技术能获取大量零次情报, 即时

实现信息反馈, 通过网络可以很方便地与世

界各地的专家探讨有关问题, 彼此促进, 激发

知识的创新。同时, 各种信息可以经过数字化

以某种方式存贮起来, 供相关人员访问, 或以

某种形式传播出去以提供利用。信息的共享,

尤其是“最优方案”的共享和传播对提高企业

知识创新效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再者, 知识创新鼓励共享和信任机制的

形成, 与知识共享相伴存在的是知识产权的

保护。现代信息技术不仅是实现信息交流和

共享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解决知识产权保

护的强有力方法。可以通过为需要进行保护

的知识产品采用信息技术授予各种用户不同

的访问权限, 以达到既方便用户合理使用, 又

保护知识产品拥有正当权益的目的。这是维

护知识创造者自身权益, 保护知识创新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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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3. 3　知识创新是知识管理的直接目标和实

现途径

人和信息技术是知识管理的两个重要方

面, 但其目的是要求人以现有知识为基础, 结

合环境信息实现创新, 提供正确的决策, 达到

维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终目标。

3. 3. 1　知识创新的两个层次

人是知识的宿主, 知识创新首先表现为

个人的活动。然而实践中却往往是许多人围

绕某个共同的目标相互协调合作而形成群体

和组织, 从而从总体方面表现出知识创新的

能力。所以, 知识创新体现在两个层次上, 即

个人和组织, 国外将这种组织称为“不断学习

的组织”(L earn ing O rgan iza t ion)。M ezi 认为

L earn ing O rgan iza t ion“是一群不断增强自

身能力, 以创造他们所要创造的东西的人”,

Yogesh M alho tra 则 认 为 L earn ing

O rgan iza t ion 是“具有根深蒂固的对变化、复

杂和不确定环境不断进行预测、采取行动和

反应的组织”, Senge 更为直接地指出“组织

学习的速度是保持其竞争优势的唯一决定因

素”[8 ] ,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 以个人为基础

的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对组织的重要意

义, 其实质也就是通过知识管理实现知识创

新, 使组织适应环境的变化。

3. 3. 2　知识创新的四种方式

知识以显性 (Exp licit Know ledge) 和隐

性 (T acit Know ledge) 两种形式存在, 隐性知

识根植于个人的内心世界, 它源于个人的经

历, 体现在其行为、世界观、价值观和情感之

中, 它是知识创新中最为基础性的, 它具有很

强的抽象性和个性特征, 并且往往很难被以

某种方式表达出来, 因此这种形态的知识很

难被交流和传递。显性知识是在对待某个具

体问题上所采用和体现出来的知识。以知识

的这两种状态为基础, 结合 N onaka 和

T akeuch i 知识创新模式[9 ] , 我们可以将知识

创新过程划分为四种: ①隐性知识的整合, 主

要是在潜移默化中知识工作者通过知识的重

新组合而产生新知识, 从而改变原有知识结

构; ②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 表现为知

识的利用过程; ③显性知识内化为隐性知识,

指总结经验教训, 吸收在实践中产生的新知

识; ④显性知识之间的借鉴和应用主要体现

在知识的应用中通过不同领域或对象中的知

识元素的相互借鉴, 而产生与原有知识不同

的具有新质的知识。

3. 3. 3　形成有利于知识创新的环境

知识创新的主体——人处于复杂的社

会、自然环境中, 为提高知识创新的能力和效

率必须建立有利的环境, 从各方面为创新提

供条件。

首先, 知识创新需要以信息为原料, 这就

提出了信息共享的需要, 因此必须重视信息

技术的作用, 依靠信息技术形成强有力的信

息保障系统。同时, 由于采用现代信息技术,

人从繁重的重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人不

仅作为“经济人”而存在, 其作为“社会人”的

一面日益突出, 他要求提高自身地位, 参与企

业的管理, 并在企业的运营中不断修正自身

的位置, 实现自我价值, 这就为企业提出了人

本管理的要求[10 ]。这一改变促进了企业文化

的形成, 使工作者围绕共同目标而结成协作

关系, 不断提高效率, 激发创新意识。同时企

业文化的形成也有利于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

术的作用, 知识管理中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

什么样先进的设备, 而是如何利用这些现代

技术, 充分发挥其作用。

其次,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建立共享机制

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和健全相应的知识产权保

护措施。知识的创造者为新知识的诞生做了

大量工作, 使用者需要为此支付适当的报酬,

使知识创造者得到应有的补偿, 并且这也是

知识创造者自我价值得到肯定的表现。如果

置知识创造者的应有权益而不顾, 一味强调

无偿共享, 一方面会导致参与知识创新的物

质因素的耗竭, 另一方面也势必挫伤知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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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的积极性。

另外, 有文献将知识创新作为“游戏”和

“工作”两种状态进行对比, [11 ]其实质反映了

人的内在动机和情感因素在知识创新中的作

用。具有创造欲和激情的人不会把知识创新

视为自己谋生的手段, 或是屈从于外来的压

力而不得不去做的事, 而是把它当成自己生

活中的乐趣和必不可少的部分, 主动地为之

不懈努力。很显然, 两种不同心态下从事知识

创新工作的效率和成果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是会有差别的。因此, 我们认为知识管理

在营造有利于知识创新的环境时应包括对知

识工作者进行思想教育, 使其形成正确的人

生观的价值观, 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为

本组织和社会做贡献。

再者, 知识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企

业和组织内部形成争鸣环境, 其目的不是就

某个问题达成共识, 而是就该问题进行充分

的交流。不同观点的存在表明不同主体对客

体和环境的理解上的差异, 差异是比共识更

为重要的东西。在非线性变化的环境中这种

差异必然存在, 这正说明了知识创新的重要

性和进行知识管理的必要性。

3. 4　松2紧型知识管理模式的建立

为适应非线性变化的环境, 人们提出了

许多应对思路, 我们认为其中比较理想的是

松2紧型知识管理模式。[12 ]这种模式不是简

单地再现最优化方案, 而是基于“最优化方

案”, 视环境变化不断审视其成立的条件和前

提, 并以此为依据重组方案, 这是一个不断更

新的动态过程。“松”是不断审视所谓最优方

案成立的假设, 并根据现有条件作出新的解

释, 不将最优绝对化。“紧”是指广泛传播“最

优方案”, 以便共享和利用, 从而达到提高效

率的目的。其思想是: 在动态非线性变化的环

境中, 寻找固定不变的规则和绝对的最优方

案不再可能, 只能根据现有环境研究“最优方

案”成立的条件, 再结合现实寻求解决方案才

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采用这种模式既能充分

共享和吸收以往实践的经验, 又立足于辨证、

发展的观点处理现实问题, 发挥人的创造力,

使企业在险恶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3. 5　知识生态是知识管理的发展趋势

知识管理是建立在充分共享和交流基础

上知识的创新过程。以人为节点, 通过社会交

往所形成的知识交流渠道为链形成网状结

构, 知识便在这个特殊的网中流动, 并且不断

有新的知识流汇入网中, 这个由以人为节点、

以协作交流为链、以知识流为内容的系统构

成了知识生态, 其实质是知识共享、交流和创

造系统。知识生态最为重要的是强调基于个

人的社会网络的形成, 从而根本区别于传统

知识管理依靠信息技术而形成的交流网。知

识生态的研究借鉴了许多生态学的理论, 譬

如, 研究认为良好知识生态的形成有赖于知

识节点在竞争、协作中产生的知识的多样性

等等。[13 ]在知识生态环境下, 知识创新被视

为知识在不同时空和条件下的创新和再创新

的动态进化过程, 良好的知识生态为知识的

创新和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

4　知识管理歧义产生的根源

目前对知识管理还存在不同的认识: 部

分学者认为知识管理实际上是对人的管理,

对他们来说, 知识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技能

和技术诀窍等的动态组织过程, 因而他们所

注重的是对个体或组织的学习和管理方面的

研究;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知识管理基本等同

于信息管理, 他们认为知识是可以在信息系

统中被标识和处理的对象, 因而他们的工作

重心则是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和设计、人工

智能等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Karl E.

Sveiby 教授对现有观点概括如表 1[14 ]。

表 1 不仅表述了当前对知识管理的不同

认识, 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分歧产生的原

因。首先, 分歧根源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工作

者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和知识背景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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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Know ledge M anagem ent

T racköL evel Know ledge= 0bject Kno ledge= P rocess

O rgan isat ion L evel “R e2engineers” “O rgan isat ion T heo rists”

Individual L evel “A I2specia lists” “P sycho logists”

传统意义的知识工作者包括图书情报工作

者、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的开发设计者、人工

智能研究人员、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企业

管理人员等, 他们由于职业的不同和自身知

识结构的差异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视角, 从

而对知识管理产生不同的认识。其次, 如前所

述, 分歧的出现源于对知识的不同理解。知识

不同于信息, 知识的宿主只能是人, 不能脱离

人而存在, 从这一前提出发, 研究的中心则是

组织中的人, 他们以思维的运动和知识的应

用等过程为研究内容; 然而如果将知识作为

独立于人的研究对象, 那么他必然倾向把信

息技术的开发利用作为知识管理的主要研究

方向, 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研究内容。我们认

为信息是知识更新、积累的重要来源, 信息技

术是加快信息传递和利用的手段, 但决不是

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再者, 分歧根源于

传统管理工作的划分。传统的企业、事业单位

的管理一般分为财务管理、人事管理、信息管

理, 这种划分在变化相对可预期的时期有其

积极意义, 但在知识经济时期则不再适用, 因

为知识管理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过程而存

在, 而是渗透到各个业务过程, 但由于受传统

思维和工作方式的影响而将知识管理人为地

划分成对人和知识的管理。以上种种原因导

致了对知识管理认识上的差异, 尽管有些观

点可能仅仅是一家之言, 甚至存在错误的成

份, 但其中的闪光点仍值得我们去发掘, 以不

断发展和完善现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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