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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识管理研究综述
摘　要　从 1998 年开始 ,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不断升温 ,已发表了相关论文 350 余篇。从知

识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研究、措施研究和应用研究四方面综述了国内知识管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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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98 年开始 ,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不断升温 ,已发

表了相关论文 350 余篇。《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 Paul S.

Myers 主编 ,蒋惠工等译 ,1998)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介绍知

识管理的著作。这些论文与著作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知识管

理的相关问题 ,有助于我们了解知识管理的基础理论、发展

现状和相关技术与应用。本文对国内人士有关知识管理的

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研究、措施研究和应用研究作一综述。

1 　知识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

111 　知识管理的定义研究

目前对知识管理的定义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存在多

种观点。笔者赞同邱均平教授的看法 :“对‘知识管理’的概

念可以从狭义的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所谓狭义的‘知识

管理’,主要是对知识本身的管理 ,包括对知识的创造、获

取、加工、存储、传播和应用的管理。而广义的‘知识管理’

不仅包括对知识进行管理 ,而且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各

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 ,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

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1 ]因

此 ,本文把知识管理的定义研究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以及

知识管理系统定义研究三方面。

11111 　狭义的知识管理定义研究

邱均平教授引用 Yogesh Malhotra 的定义 ,认为“知识管

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环境变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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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台湾学者顾敏认为 ,知识管理是为了解决大量知识或

者说大量资讯 (信息)的创新、组织与扩散的问题 ,其主要内

容涉及到知识创新的处理技术、知识组织的管理方法和知

识扩散的路线与途径[3 ]。

笔者在文献[ 4 ]中引用 David J . Skyrme 博士的观点 ,认

为“知识管理是对知识及其创造、收集、组织、传布、利用与

宣传等相关过程的系统管理。它要求将个人知识转变为某

个组织可以广泛共享与适当利用的团体知识。”巢乃鹏博士

引用 Marianne Broadbent 的观点 ,认为“‘知识管理’是挖掘

并组织个人及相关知识以提高整体效益的一种目标管理流

程。也就是说 ,通过信息管理及组织学习来提高整个组织

的知识水准 ,其目的是获取商业利益。”[5 ]

陈小让提出 :“知识管理就是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

性知识共享提供途径 ,通过对知识的识别、获取和利用 ,充

分发挥其价值 ,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6 ]褚峻认为 :在企

业微观层面 ,知识管理就是对企业内部的知识进行组织和

管理。它包括对显性知识的管理和对隐性知识的开发和管

理 [7 ]。

白杨指出 :“我认为对企业知识管理可以有两种不同的

理解 :一是广义地理解 ,认为知识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模

式 ,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管理活动。它强调企业领导及员工

对企业中各类知识的认识与学习 ,并将之作为企业各个环

节运行的基础 ,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一种创新意识 ,以适应

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发展的要求 ,是知识经济在企业管理

中的具体化。二是狭义地理解 ,认为知识管理是企业现代

管理中的一个内容 ,即设定知识总管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

对企业内部各方面的知识及对员工的培训进行管理 ,以使

得各类知识得到有效地利用 ,并转化为更大的生产力。”[8 ]

冯俊文认为 :“所谓企业知识管理 ,就是以企业知识为

基础和核心的管理 ,是对企业和经营依赖的知识及其收集、

组织、创新、扩散、使用和开发等一系列过程的管理 , 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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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知识的连续过程管理 ,以满足企业现在和未来的需要 ,

确认和利用已有的和获取的知识资产 ,开拓新的机会。”[9 ]

11112 　广义的知识管理定义研究

邱均平教授引用 Elias safdie 和 Ray Edward 的观点 ,认

为“知识管理是使人、过程以及技术完美地结合起来 ,以使

组织机构的与信息相关的成份 ,变成能为企业带来价值、优

势和利益的直观动态的知识财富集合。知识管理是一种文

化、生活的方式 ,或者说是一种做事的方式。”[10 ]

王伟光博士认为 ,“知识管理是对信息、技术即知识的

管理和对人的管理的统一 ,它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

动、信息与人联结起来而形成知识网络 ,实现知识共享 ,并

使传统组织结构发生变化 ,以适应‘知识工作者’的出现和

发展 ,进而通过‘任务集中的团队’来实现组织内外多重利

益关系的协同———双赢 ( Win2Win)战略。”[11 ]

朱晓峰指出 :“知识管理是企业在面对环境的日益加剧

的不连续性、高度不确定性和未来的不可预测性背景下 ,以

‘人’为中心 ,以信息资源为基础 ,以技术为手段 ,以创新为

目的的系统化的、组织化的识别、获取、开发、使用、存储和

交流企业所需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思想和

活动。”[12 ]

11113 　知识管理系统定义研究

丁蔚博士认为 :“知识管理系统是指以人和信息为基

础 ,以整合组织知识学习过程、实现组织竞争力的提高为目

的 ,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起来的网络系统。”它由内部

网、知识资产管理、动态知识管理、数据仓库、协作和工作管

理、工作流管理、文本和文档管理七部分组成[13 ]。乐飞红在

文献[ 14 ]中指出 :“所谓公司知识管理系统 ,就是一个有助

于知识的收集、组织和在公司内部员工之间传播的知识管

理技术集合 ,它的核心是网络技术与知识仓库 ,能够对异质

系统中的知识进行无缝检索 ,并通过 Web 浏览器向用户提

供知识。”马海群教授认为相对完整的知识管理系统应由知

识信息管理、知识应用管理、知识交流机制管理和知识财产

管理四个环节构成。知识管理既是一种策略和思想 ,又是

一种可操作的技术[15 ]。

112 　知识管理的内容研究

邱均平教授指出 ,广义知识管理的研究内容包括理论

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方面 ,其中前者可细分为知识的特性和

运动规律的研究、知识组织管理研究、知识信息管理研究、

知识管理方法体系的研究 ,后者是指各行业、各学科领域的

知识创新和管理在本领域的应用 [16 ]。笔者认为 ,知识管理

体系应包括知识生产管理、知识组织管理、知识传播管理、

知识营销管理、知识应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六个方面[17 ]。

朱晓峰指出 ,知识管理大致包括六个内容 :知识管理的

基础设施 ,知识管理与核心业务结合 ,知识管理的具体工

具 ,知识的获取和检索 ,知识的传递 ,知识的共享和知识管

理评测 [18 ]。尹继东认为 :“知识管理从纵向层次看 ,主要包

括知识获取的管理、知识利用的管理和知识创意的管理。

⋯⋯从横向方面看 ,主要包括信息管理、无形资产管理、职

工教育与培训、人才管理、经营战略决策等。”[19 ]

113 　知识管理的特征研究

笔者认为知识管理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重视人的作用

和人的发展 ;重视知识创新 ;重视知识资产的贡献 ;重视社

会整体发展目标 ;重视知识集成管理 ;重视效益模式的转

变 [20 ]。潘芳莲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知识管理的 11 个特征 :

重视对智力资源的开发和共享 ;重视知识资产的作用 ;知识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重视知识集成管

理 ;重视效益模式的转变 ;重视社会整体发展目标 ;更新观

念 ;培育文化 ;技术集成 ;支持决策 ;管理量化[21 ]。

巢乃鹏认为知识管理具有人本性、资源性、技术性和文

化性四大特征[22 ]。陈小让把知识管理的特征概括为三项 :

强调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和集体创造力 ;以企业内外部的

知识共享和协作为基础 ;要求新的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23 ]。

而尹继东把知识管理的主要特点归纳为 :管理过程的政治

性、管理边界的不确定性、管理手段的创意性[24 ]。

李岳指出知识管理具有如下特点 :有效的管理需要人、

资金和技术的大量投入 ;知识管理也需要博弈 ;需要专门的

知识管理结构 ;知识管理要针对市场 ,而不是针对知识体系

本身 ;要改善知识的工作模式 ;需要加强档案管理[25 ]。吴锦

旗把知识管理的特征概括为 :知识管理重人力资本和知识

创新 ;知识管理是以数字产业为基础的 ;知识管理使政府职

能及政府企业关系发生了变异 ;知识管理思想、管理内容及

管理规律有了新突破 ;知识管理组织结构网络化 [26 ]。刘慎

河认为知识管理的特征是 :重视对员工的精神激励 ;重视知

识的共享和创新 ;重视知识和人才 ;重视组织文化建设 ;重

视领导方式的转型 ;重视社会整体目标[27 ]。

郭强博士认为 :“企业知识管理具有以下特征 :重视对

企业员工的精神激励 ,赋予员工更大的权利和责任 ,充分发

挥员工的自觉性、能动性和首创性 ;重视企业知识的流动、

共享和创新 ,运用集体的智慧 ,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和创新

能力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重视企业知识和人才 ,促使企业

成长为学习型组织 ;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 ;在实现企业自我

价值的同时 ,注重向传统产业的渗透 ,提高社会整体的知识

化水平。”[28 ]

徐锐博士指出 ,企业知识管理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 :企

业知识管理的生命力在于知识创新 ;人是企业知识管理的

关键 ;信息技术是企业知识管理的工具 ;知识产权保护是企

业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 ;“知识主管”的设立是实行企业知

识管理的组织保障[29 ]。

114 　知识管理的职能与原则研究

段尧清认为知识管理具有学习、中介、控制和创新四种

基本职能[30 ]。王如富博士把知识管理的四个基本职能归纳

为外化、内化、中介和认知过程[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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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跃武提出现代社会组织的知识管理四原则 :学习性

原则、全员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智力性原则[32 ]。郭强博士

认为知识管理的原则有三条 : KM 需要 CKO ; KM 需要建立

递增收益网络 ; KM 通过企业内部网络把人们联系起来[33 ]。

李信忠在文献[ 34 ]中提出知识管理应注意以下原则 :参考

原则、解释原则、澄清原则、知识资本化原则。

115 　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们在研究知识管理时 ,往往把它与信息管理进行比

较研究。邱均平教授指出 :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在产生背

景、内涵、研究内容范围、研究者知识背景上都有区别 ,但两

者又具有相同的作用 ,都对信息和信息技术予以高度重视 ,

并能相互促进[35 ]。文献 [ 36 ]指出 :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

新发展 ,是对信息管理的扬弃 ;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在内

涵、内容范围上存在区别。丁蔚博士指出 :“信息管理是知

识管理的基础 ,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和发展。⋯⋯

与信息管理相比 ,知识管理在管理对象、管理方式和技术以

及管理目的上有所拓展、改进和深化。”[37 ]邱均平教授在文

献[ 38 ]指出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存在本质差异 :“信息管理

发展至今 ,其关注的范围一直局限于可编码知识的外在信

息的管理 , ⋯⋯而知识管理则关注知识本质内容的表达、交

流 ,尤其是有目的的应用 ,它不但涉及可编码知识的内在内

容的管理 ,更重视人脑知识的挖掘、引导、共享并服务于组

织的目标。⋯⋯二者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活动 ,不存在简单

的包含或交叉关系 ,而是一种映射关系 ;二者最大的区别在

于 :信息管理目前主要是信息流的控制 ,知识管理则是知识

应用的管理。”

2 　知识管理的技术研究

知识管理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信息技术的运用。知识

管理的技术研究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议题。陈锐博士指

出 :“知识管理涉及的信息技术主要有 :因特网、企业内部网

和外联网 ;存贮结构技术 ;数据库管理系统 ;元数据技术 ;数

据获取与收集技术 ;传播技术 ;信息技术 ;推技术 ;拉技术 ;

检索技术 ;共享技术 ;群件技术 ;中间件技术 ;联机分析处理

技术 ;多维度分析技术 ;数据挖掘技术 ; ⋯⋯数据处理技术 ;

报道技术 ;网络通讯技术 ;信息查询与检索引擎技术 ;关系

与面向对象数据库技术 ;电子出版技术 ;工作流技术 ;服务

台技术。”[39 ]

乐飞红着重研究了实现知识管理流程措施中的知识地

图 ,指出 :“知识地图实质上是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制作的企

业知识资源的总目录及各知识款目之间关系的综合体。也就

是说 ,一份知识地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通过知识资源

调查所获取的知识资源目录 ;二是目录内容款目之间的关系。

⋯⋯知识地图是企业知识管理流程措施中的核心内容。⋯⋯

从技术上讲 ,知识地图的实质就是知识目录的总览 ,知识地图

允许对企业知识资源进行处理、浏览和形象化。”[40 ]

3 　知识管理的措施研究

大多数知识管理研究论文中或多或少地都提出了实施

措施。冯俊文指出一个企业实施知识管理应做好以下工

作 :调整公司结构 ,将公司建成知识型公司 ;建立能够为公

司员工进行交流的设施和环境 ,尤其要建立一个能为公开

交流提供完好基础设施的网络 ;公司设立知识主管 ;建立透

明、公开、民主化的决策机制 ;创造有利于每位员工创造力

发挥的文化氛围[41 ]。郭强博士把知识管理的实施措施归纳

为 :建立知识共享机制 ;设立 CKO ;测度知识 ;了解知识工作

特性 ;开展 KM 活动 [42 ]。陈锐博士认为知识管理的实现 ,须

将 CIO 体制改造为 CKO 体制 ,在业务流程重组的过程中实

现业务管理同知识管理的无缝结合 ,以知识管理的伦理再

造企业文化 ,选择与应用恰当的先进的信息技术[43 ]。

罗丹在文献[ 44 ]中指出发达国家企业知识管理的主要

措施包括 :设立专门的知识管理机构 ;确立企业对知识的需

求 ;对研究与开发活动作大量投资 ;把教育作为提高企业素

质的基础手段 ;建立企业内部知识共享机制 ,将人力资本结

构化 ;了解客户 ,与客户共同发展 ;将知识资本化进行直接

运营 ;改变组织结构 ,实行水平管理。

笔者在文献[ 45 ]中论述了实现知识管理的五项措施 :

明确知识管理的目的与框架 ;构建支持知识管理的知识团

队组织 ;建立企业的知识库 ;运用支撑知识管理的信息技

术 ;营造一种知识共享文化氛围。邱均平教授在文献 [ 46 ]

中指明了五条知识管理实施措施 :加强国家信息基础建设 ,

推进企业信息化 ;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发展教育 ;完善激励

机制 ,实现企业知识共享 ;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制度。陈森

认为企业实施知识管理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盘点企业的

知识 ;建立企业的智囊团 ;制定企业的知识培训规划 ;建立

知识库 ,并将企业知识的变化情况在知识库中加以反映 ;建

立企业的知识市场[47 ]。

邓勇认为知识管理策略主要有法典编辑策略和人格化

策略两种[48 ]。梁瑞心认为企业知识管理对策包括 :建立扁

平化的组织结构 ;建立创新激励机制 ;采取参与式的领导方

式 ;营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设立知识主管 ;加强物质

技术基础设施建设[49 ]。常荔博士指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实

施知识管理 :设立知识管理部门 ,建立知识经理制度 ,促进

知识生产率的提高 ;建立知识的生产、传播、共享和运用的

激励机制 ,激发企业员工进行知识学习、创新和知识共享的

主动性与积极性 ;改变传统的与客户、竞争对手、供应商等

之间的关系 ,建立收益递增的外部网络 ;构建有助于企业内

部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内部网络 ;创造“学习、共享、创新”的

内部良好环境 ,建立“尊重知识、共享知识”的企业文化[50 ]。

4 　知识管理的应用研究

目前人们已经把知识管理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各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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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朱泽探讨了知识管理在产品开发与设计中的应用 ,指

出“R &D 的知识管理就是对 R &D 流程中无序的知识体系

进行系统化的管理 ,促使个体及组织中的隐性知识转化为

显性知识 ,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再利用 ,它注重 R &D 过程中

的知识流 ,着眼于团队而不是个体 ,培养团队合作 ,以提高

R &D 的效益和效率的过程。⋯⋯具体可以从共同愿望、T

型技能、A 型技能、共有思维模式和 R &D 流程五个方面来

加以管理。”[51 ]

笔者在文献[ 52 ]中探讨了 21 世纪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特

征与内容 ,认为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内容包括知识创新管理、

知识应用管理、知识传播管理、知识营销管理和人力资源管

理。陈小玲认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包括数字图书馆的

知识生产管理、知识组织管理、知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等内容[53 ]。刘茂生指出图书馆知识管理属微观知识管

理 ,主要内容包括 :继续发展与创新图书馆学 ,为知识科技

创新服务 ,不断完善图书馆知识管理系统 [54 ]。韩莉论述了

图书馆引进知识管理的原因和实施知识管理的策略[55 ]。毛

军博士认为知识管理对“科学图书馆的定位”和“科学图书

馆中用户的参与”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56 ]。崔芳分析了图书

馆成为企业知识管理代理的原因和成为企业知识管理代理

须做好的工作[57 ]。

谢银军在文献[ 58 ]中探讨了知识管理在市场营销中的

应用 ,指出“根据知识流向我们可以把营销部门的知识管理

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营销部门从客户得到知识 ,以在企

业中传播和应用的过程 ,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内向型’

知识管理 ;另一种是营销部门整理和开发关于企业产品的

知识 ,再散播给特定的客户 ,以给客户施加对企业有利的影

响的过程 ,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外向型’知识管理。”

此外 ,文献[ 59 ]还论述了运用知识管理来提高售后服

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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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一些人士 ,主要来自教育界和图书馆界的一些

人 ,清晰地表述了他们对于新信息时代中有创造力的成功

人士的见解。这些见解在 1989 年 1 月《美国图书馆协会信

息素质主席委员会总报告》( The A merican L ibrary Associa2

tion Presidential Com mittee on Inf ormation L iteracy : Final

Report , January 1989) 中得到体现。报告解释了信息爆炸

对于人们的巨大影响。报告给出的结论是 :“为了对一个持

续变化的环境作出有效的反应 ,人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知

识基础 ,还需要各种技术来研究它 ,把它与别的知识基础联

系起来 ,并且在实践中应用。换句话说 ,我们过去所处的环

境变化了 ,我们不得不建立起一个被称之为信息素质的新

基础。”下面是 1998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信息素质研究进展

报告》的主要内容。它总结了 1989 年总报告的实施情况 ,对

1989 年总报告进行了修订。

1 　报告实施的进展情况
1989 年的报告相继提出了 6 项建议 ,其共同目标是使

美国国家、公民和商务活动从信息时代获得利益。而这个

进展报告的一个主要目的 ,是概述在时间相对较短 (1989 年

1 月至 1998 年 3 月) 、财政支持很少 ,并且大多是通过志愿

者和民众努力的条件下 ,实施这些建议所取得的惊人进展。

建议 1 :必须重新认识长久以来人们组织信息的方式、

构建信息节点的方式和界定信息在家庭生活、社区生活和

工作中作用的方式。

进展 :这是信息素质国家论坛 (National Forum on Infor2

mation Literacy)成员组织正在进行工作的主要焦点问题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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