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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的理论基础*

盛小平摇 曾摇 翠

摘摇 要摇 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论述知识管理的哲学基础,从经济增长理论与知识资本理论角度论述知识管理的

经济学基础,从科学管理、组织行为理论、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角度论述知识管理的管理学基

础。 由此得出结论:知识管理是吸纳并融合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理论而发展壮大的一门新兴学科。 参考文

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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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nagement i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developed by absorbing and integrating the theories of philosophy熏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36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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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涌现出来的一种

最新管理思想与方法,它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
知识经济理论、企业管理思想和现代管理理念,
是一个时代的综合产物[1] 。 国内外学者对知识

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大量的研究,出版或发

表了大量知识管理论著,知识管理已经具备成

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五个必要条件[2] ,知识管理

学理论体系被初步勾画出来[3 - 4] 。 巴斯克维尔

(Baskerville) [5] 、彭锐[6] 、李丹[7] 、李子叶等人[8]

从不同角度与层次初步论述了知识管理的理论

基础问题。 然而,现有观点并没有系统、深入地

回答该问题。 事实上,知识管理吸收了众多学

科理论和专业领域的思想。 本文拟从哲学、经
济学、管理学三个维度来剖析知识管理的理论

基础,以深化国内知识管理研究。

1摇 哲学基础

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其中认识论(epis鄄

tem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对知识管理的

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1. 1摇 认识论

认识论是关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

“认识论冶一词来自希腊文,由“知识冶和“学说冶

组成,意即关于知识的学说。 目前人们之所以

对知识管理有多种定义与不同认识,是因为缺

少统一的知识定义[9] 。 事实上,这种一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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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主要源于有关知识的不同的认识论观

点[10] 。 在以往文献中存在三类知识概念:淤知

识是一种对象;于知识寄居在个人心智中;盂知

识是社会建构的存在物。 作为一种对象的知识

概念,假设知识存在于人之外。 这种概念主要

与工程领域相关,把知识限定在信息范围。 因

此,知识管理实践实际上是由信息管理组成的,
重点是技术,如知识库、检索与查询软件,目的

是存储信息并使之为组织成员所利用。 最流行

的认识论观点是知识寄居在组织成员的个人心

智中,这些人利用认知过程把信息转化为知识。
作为社会建构的存在物的知识概念强调知识是

一群个体在交流与从事共同任务或问题时构建

起来的,知识创造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包含

拥有不同价值观、假设、语言和特征的人员的相

互作用。
野中郁次郎(Nonaka)指出,自古希腊时期以

来,哲学史可以被视为寻找“知识是什么冶的答案

的过程。 尽管认识论的两个流派———唯理主义

与经验主义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前者认为知

识可以通过演绎推理而获得,后者基本上认为透

过感觉的经验可以通过归纳得到知识,但是西方

哲学家一般都接受柏拉图(Plato)提出的知识定

义:知识是“经过证实的真实信念冶(justified true
belief)。 柏拉图是第一位从唯理主义观点建立缜

密的知识思想体系结构的哲学家,他提出了理念

(idea)概念,并认为理念是一种从纯粹心智角度

所观察到的“形式冶(form),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渴

望知道的终极理想。 然而,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

多德(Aristotle)反驳了导师的观点,认为理念或

更准确的形式不可能与实物隔离开来,也不能独

立存在于感知过程,有关各种形式的知识总是由

感觉来认识[11]。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知识是什么冶的

观点由许多西方哲学家传承下来。 欧陆唯理主

义者笛卡尔(Descartes)主张有关外部事物的真

知是无法通过感觉获得而只能通过内心来感

悟。 与此相反,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Locke)认
为,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物,其本质是客观的,
即使对事物的知觉是一种幻觉;惟有经验才可

能提供理念,经验以感受和反思两种形式存在。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尽管同意知识

的基础是经验,但却不接受经验是全部知识的

惟一源泉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唯理主义的逻辑

思考和经验主义的感官经验共同作用时,知识

才能产生。 对于黑格尔(Georg W. F. Hegel)来
说,知识始于感官知觉,通过感官的辩证纯化过

程成为主观和理性,最终达到“绝对精神冶的自

我知识阶段[12] 。 马克思(Karl Marx)反驳了黑

格尔的抽象与唯心哲学,指出知觉是知者(主
体)与被知物(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知识

是认识活动的结果,是精神对现实的把握;人正

是通过知识,从理论上掌握客体、观念上改造客

体的;人之所以需要知识,是为了利用它创造满

足自己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13] 。
综上所述,对于知识管理来说,认识论探讨

了“知识是什么冶这一核心元问题,而这一元问

题无疑是知识管理必须首先面对与解决的根本

问题。 因此,认识论是知识管理的哲学基础。

1. 2摇 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

的理论系统。 知识管理深受方法论的影响,其
中哲学方法论、思维科学方法论、智能科学方法

论、数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对知识管理的

产生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哲学方法论所提供的方法系统是关于自

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的运动规律的认识方

法,如唯物辩证法。 由于知识管理中包含着许

多矛盾的辩证统一体,如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
专用知识与通用知识、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

辩证统一等,因此,唯物辩证法是知识管理的另

一种哲学基础。 知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知识与

知识资源,既要管理显性知识,也要管理隐性知

识。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在知识管理活动中是

辩证统一、相互依赖的。 显性知识根植于隐性

知识,也就是实践,没有隐性知识就没有显性知

识;而隐性知识的丰富与提高有赖于个人对显

性知识的消化吸收及其所掌握的显性知识的广

度与深度。 而且,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通过相

互转化可实现知识螺旋与知识创新。 因此,利
用唯物辩证法思想,知识管理者可以在实践中

015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三六卷摇 第一八九期摇 Vol. 36. No. 189

更好地管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并促进两者

的相互转化。
思维科学方法论是关于各种思维的活动形

式及其规律性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其中包括逻辑

思维方法、形象思维方法和直觉思维方法。 逻辑

思维方法是知识管理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与工具,
因为知识管理的执行者是人,而人是具有理性的

动物,理性的根本就在于逻辑思维。 概念、判断、
推理、论证等逻辑思维理论与规则常常被广泛运

用于知识管理实践中,可以说没有逻辑思维就不

可能实施知识管理。 形象思维方法和直觉思维

方法在知识管理活动中也有独特的作用。 形象

思维方法以意象等形式反映事物,可用来促进隐

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和创意的产生。
直觉思维方法根据对事物的生动知觉印象,迅速

地对问题答案做出合理猜测、设想或突然领悟,
被广泛运用于知识管理实践,它是人们进行知识

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智能科学方法是研制和运用计算机、人工

智能、知识工程等的方法。 知识管理之所以在

最近 15 年得到快速发展,是因为它得到了以计

算机、人工智能、知识工程等为核心的信息技术

的强大支持。 信息技术大大改进了人类进行知

识获取、知识交流的途径与手段,扩大了知识获

取与知识共享的范围,促进了信息向知识的转

化。 例如,群件可以为工作团队的协同工作提

供支持和服务,成为一种创造知识、分享知识、
传播知识、操作知识的平台;知识仓库不仅可以

储存知识条目、知识的使用记录与来源线索,而
且可以建立知识间的关联,实现知识和信息的

有序化、企业的协作与沟通以及对客户知识的

有效管理。 智能科学方法的研究与运用极大地

促进了知识管理从理念走向现实。
数学方法论是关于数量和空间关系的研究

与运用的方法系统。 它可以为测评知识管理提

供定量分析的工具与手段。 目前已经建立的各

种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模型,如卓越模型、平衡记

分卡、斯堪的亚导航器、无形资产监测器等都是

基于数学方法的,其中“斯堪的亚导航器冶使用

了 91 项新的智力资本测量指标与 73 项传统指

标来测量财务、客户、流程、更新与发展、人力资

本五方面内容。 “无形资产监控器冶把市场价值

分为有形净账面价值和无形资产两部分,其中

无形资产分为外部结构指标、内部结构指标和

个人能力指标三部分,并根据增长、更新、效率、
稳定性 /风险标准来评价无形资产。 其它知识

管理测评工具,如“知识管理价值评估冶(KVA)、
“知识管理绩效指标冶 (KMPI)、“知识管理评估

工具冶(KMAT),也都利用可量化的各类指标来

测评知识管理实践。 此外,多种定量分析方法,
如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

法、数据包络分析、密切值分析、B - P 神经网络

分析、可拓评价方法、基于证据推理,都被用来

进行知识管理绩效数据处理与分析[14] 。
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和处理

有关对象的整体联系的一般科学方法论。 具体

地说, 就是从系统的观点出发, 始终从整体与部

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目标的

一种方法[15]。 借鉴系统方法论思想,可以把知识

管理看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是由多种要

素(如人员、技术、知识、设备设施、管理、组织)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知识

管理实践也只有贯彻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内容整

体性原则、相互联系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和动态

性原则,才能保证获得成功,并使之真正成为提

升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利器。 系统科学方法论中

的硬系统方法论,如运筹学、系统分析、系统工程

和管理控制论,可以指导知识管理者从系统外部

对系统进行客观的分析,发现系统内各部分间的

相互作用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对系统运行的

预测和控制。 系统科学方法论中的软系统方法

论,如社会系统设计、可行系统诊断、互动式计划

管理、软系统方法、战略假设浮现及测试、关键系

统启发、全面系统干预等,可广泛运用于组织知

识的子系统并指导知识管理实践,这包括知识的

识别、预察、编码、分享、传播、指挥、保护、支持、宣
传、激励等[16]。

2摇 经济学基础

知识经济的崛起是知识管理得以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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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背景,换句话说,知识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有其内在的经济学基础。 知识可以成为商品,
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相对

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经济推动因素而言,体
现于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知识价值在不断上

升,知识成为生产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资源。 知

识管理的经济学基础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理论

与知识资本理论两方面。

2. 1摇 经济增长理论

在经济学领域,人们对知识的认识始于新

古典经济学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索洛( So鄄
low,国内有时译为索罗)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经

济增长模型[17] :驻YY = 姿 + 琢(驻KK ) + 茁(驻LL )。 此

式中,驻YY 、驻KK 、驻LL 分别为经济增长率、资本增长

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姿 表示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

率,琢 是资本的产出弹性因素(或权数) ,茁 是劳

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或权数) 。 在此模型中,
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

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

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 尔后,丹尼森等

人的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索洛的观

点,并获得一个新的重大发现:资本和劳动投入

对总增长率的贡献逐步减少,技术进步等因素

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这种技术进步论

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使人

们开始重视包括技术在内的各种知识的管理。
为了进一步阐明“索洛技术进步余数冶是如

何发生的,罗默(Paul M. Romer)从技术变化角

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18] :Y = A(R)F(Rj,
Kj,Lj)。 式中 Y 表示总产出,A(R)表示公共知

识存量,Rj 表示 j 公司研究与开发费用引起的存

量,Kj 表示 j 公司的资本,Lj 表示 j 公司的劳动。
在此模型中,罗默把知识作为最主要的投入要

素,知识又分为各企业拥有的专门知识和公共

知识。 前者可以产生内在的效应,给个别企业

带来垄断利润,又为企业提供研究与开发基金;
后者可能产生外在的经济效应,使所有企业都

获得规模效益。 罗默认为,好的想法( ideas)和

技术发明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知识的传播

及它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是因为技术

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投资能使技术更有价值,
这种良性循环可以长期稳定地提高经济增

长率。
卢卡斯(Robert E. Lucas)从人力资本积累

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19] :
Y( t) = A·K( t) 茁·[u( t)·h( t)·

N( t)] 1 - 茁·h琢( t) 酌

上式中:Y( t)是总产出;A 是技术水平,为
常数;K( t)是整个经济中的资本总存量;u( t)为
全部生产时间;h( t)为人力资本;N( t)为 t 时刻

的劳动数量;h琢( t)为 t 时刻人力资本对生产过

程的外部效用;茁 为系数,0 < 茁 < 1;酌 为正常数。
该模型把人力资本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性、
基础性的知识与劳动者个人所特有的技能,即
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现有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

资本建设时间长短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

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

增长的源泉。
不管是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还是

以罗默和卢卡斯为典型代表的新经济增长模

型,它们实质上都是研究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仅是在切入点———技术、知识存量或是人力

资本不同而已。 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鄄
is)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促使经济增长的

近因是:努力节约、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经济

的增长既取决于有关事物和生物的技术知识,
也取决于有关人和人际关系的社会知识[20] 。 由

此看来,知识管理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坚实的经

济增长理论基础。

2. 2摇 知识资本理论

知识资本思想在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

发展过程中开始萌芽。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

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经过学习所增进

的熟练程度和才能,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

机器和工具同样被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

本[21] 。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不仅认为人脑所隐含的知识是

资本,而且开始关注明示化的知识的资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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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了“物质资本冶和“精神资本冶的概念。
知识资本概念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加尔

布雷思( John K. Calbraith)1956 年致波兰经济

学家卡莱茨基(Michael Kalecki)的一封信中[22] 。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进一

步发展、知识存量的急剧增长和知识对经济增

长作用的日益显著,掀起了研究知识商品的资

本属性的热潮。
知识资本是那些能够转化为利润的知识,

它包括公司创意、发明、技术、常识、计算机程

序、设计、数据技术、流程、创造力以及出版物

等[23] 。 它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或现有法律标识的

各种知识产权(如专利、商标、商业秘密),而且

包括公司多年来开发和积累的所有有形与无形

方面的智力信息[24] 。 知识资本通常被划分为三

类: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 其中人力

资本是通过一定的投资形成的,存在于人体中

的能力和知识的资本形式;关系资本是指组织

与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其目标而建立、维持和发

展关系并对此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结构资

本是某一时间点存储在组织内的知识存量,如
企业专利、管理体系、企业文化、组织惯例、战
略、流程手册、数据库、IT 基础设施、组织结构

等。 组织通过组织知识资本价值链管理———定

义公司智力资本管理任务、审计公司智力资本、
开发公司智力资本、从公司智力资本萃取价值、
保护公司智力资本、测评公司智力资本,可以提

升组织竞争力和获取竞争优势[25] 。 这些知识资

本理论加深了人们对知识及其相关活动的了

解,不仅使人们认识到知识商品的资本属性,而
且从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结构资本等角度阐释

如何管理与运营知识和知识资本,为知识管理

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3摇 管理学基础

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思想,知识管

理对传统管理理论进行了扬弃。 管理学中的科学

管理、组织行为理论、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
息资源管理奠定了知识管理的管理学基础。

3. 1摇 科学管理理论

泰勒(Frederick W. Taylor)提出的科学管理

理论是用五原则———用科学(系统化的知识)代
替单凭经验的方法、用集体活动的协调代替不

和、用彼此合作代替混乱的个人主义、用最高的

产量取代有限的产量、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

来实现最大的富裕,来实施有效管理的一种

方式[26] 。
对于如何管理知识,科学管理虽然没有作

出完整回答,但是它所包含的“人本观冶、“知识

观冶、“学习观冶、“激励观冶部分地回答了该问

题。 从“人本观冶角度来看,泰勒指出:管理人员

的一个责任是细致研究每一个工人的性格、脾
气和工作表现,找出他们的能力,使工人在雇用

他的公司里,能够让他担任对他来说最高、最有

兴趣、最有利、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 从“知
识观冶角度来看,泰勒强调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

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否则,就谈不

上科学管理。 从“学习观冶角度来看,泰勒认为:
管理人员要主动承担的第二项责任,就是科学

地选择和不断地培训工人,发现每一个工人发

展的潜能,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训练、帮助和指导

每一个工人,为他们提供上进的机会。 从“激励

观冶角度来看,泰勒认为,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

性,既要考虑工人物质方面的需要,实行刺激性

的工资制度,也要考虑工人心理方面的需要,真
心实意地关心下属的福利待遇。 因此,科学管

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知识管理概念,但实质上

是在发现了知识的基础上,对企业知识进行了

有效的控制,使知识发挥了作用。 因而,科学管

理是知识管理的理论基础。

3. 2摇 组织行为理论

组织行为理论在国外又称为组织行为学,
它是系统地研究人在组织中所表现的行为和态

度的学科[27] 。 也有学者认为,组织行为学是指

获得知识以及研究行为的过程[28] 。 早期组织理

论中的科学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结构化理

论、人际关系理论都为组织行为学奠定了基础

与舞台。 组织行为学的本质是将科学的方法应

用于实际管理问题中,从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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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研究组织中的行为。 当代组织行为学中的

组织结构与组织设计、组织文化、组织行为从不

同方面影响了知识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1)组织结构与组织设计

组织结构是指如何根据所执行的任务安排

个人和团体,而组织设计是指以最有效的方式

协调这些结构要素的过程。 组织行为理论提出

了多种组织结构模式,如职能组织、产品组织、
矩阵组织、团队组织、组合式组织、虚拟组织。
知识管理借鉴这些组织结构理论,开发一些新

思想来改进对它们的理解,如组织设计的强制

目标搜寻,并基于这些理论构建新的组织形式,
如知识型组织。 知识型组织主要依赖于企业员

工的无形知识资产而非半熟练工作者,从而与

传统组织结构形式有明显的不同,具有扁平化、
柔性化、网络化、虚拟化的特征,包含多种不同

形式,如知识团队组织、倒置组织、超文本组织、
网络组织。 建立知识型组织为组织成功实施知

识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
(2) 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观、
惯例、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的总称。 组织文化

是组织成员在其组织中行动的方针,也是人们

把握组织实际运行的重要根据。 对于知识管理

而言,组织文化是其关键成功因素之一[29] 。 管

理者往往想方设法在组织内建立一种“知识文

化冶来促进知识管理的实施。 这种“知识文化冶
理解与重视知识管理,实质上是一种知识创新

文化、知识共享文化、知识激励文化,高层管理

者承诺并支持知识管理,能够有效测评与激励

知识管理活动,并且尊重学习与创造力,让员工

拥有内化、思考和表述知识的时间,通过减少苛

刻的官僚制结构、增加非正式交流、促进信任与

合作,提高组织创新与创造力。 这种“知识文

化冶是对传统组织文化的革新,成为孕育知识管

理的肥沃土壤。
(3)组织行为

组织行为理论可以从个人、群体与组织三

个层次支持组织知识管理活动,主要包括知识

领导、知识获取、知识创造、知识共享等。
知识领导是指促进有效知识管理发生的各

种行为。 它可以通过鼓舞、指导、举例、促进信

任与尊重、营造一致的组织文化、建立愿景、倾
听、学习、教导、知识共享等多种活动对组织知

识管理起到催化作用。 由于知识领导是与情

境、竞争力、文化、社区、共同语言、交流、培训相

关的问题,所以组织行为理论中的领导行为理

论、领导权变理论都是实施知识领导的理论

依据。
知识获取是指从组织外部环境中获得知识

并使之能够为组织成员今后使用的过程。 获取

组织中的知识不是纯技术问题。 事实上,许多

组织发现,在确保信息对有需要的人可利用方

面,信息技术只起到小小的作用,更多地取决于

业务类型、文化以及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为

更好地获取隐性知识,组织需要基于个人、群体

和组织需求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比如,邀请嘉

宾(或专家)演讲,举行头脑风暴法会议,现场观

察专家或师傅的操作,采访,开展行动学习、标
杆学习、分析学习、经验学习、综合学习、交互学

习等。
知识创造是在组织现有知识资源基础上开

发、导出、产生新知识的过程。 人们通过知识发

现、知识推导与知识转化来进行知识创造。 个

人的能力、人格、学习、情绪、态度等个体行为因

素,团队成员结构、有效的团队管理、人际交流、
领导关系等群体行为因素以及组织结构与组织

文化等组织行为因素对知识创造活动有明显的

影响。
知识共享是知识提供者通过一定的传递渠

道,将知识传递给知识接受者且被接受者吸收

的过程。 然而,知识共享不管是在个人之间、群
体之间,还是在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组织以及群

体与组织之间,都会面临多种障碍,其中某些障

碍可能来自于个人,如知识私有的价值观、认知

障碍(知识需求者没有意识到自身所欠缺的知

识)、心理障碍(如因循守旧,畏惧创新,迷信权

威),也可能来自于群体,如害怕部门丧失竞争

优势、缺少部门间的协作,还有可能来自于组

织,如组织流程不健全、缺少知识共享文化等。
这时,组织行为理论可为克服这些知识共享障

碍提供理论指导,比如通过采取合适的知识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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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打破知识私有观的束缚。

3. 3摇 战略管理理论

战略管理理论也是知识管理的管理学基

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资源基础论走上

历史舞台,随后核心竞争力理论、动态能力论、
知识基础论相继问世[30] ,这些战略管理思想对

知识管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资源基础论

资源基础论认为:淤企业是一系列独特资

源的组合。 这些资源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有形

资源,如厂房和资本金;无形资源,如专利和商

标;有关产品和工艺的知识资源,主要存在于个

人本身、文件、计算机或类似的存储和交流媒介

中。 于在企业竞争实践中,每个企业的资源和

能力是不同的。 那些具有异质性、不完全流动

性的资源构成企业战略资源,企业战略资源和

运用这种资源的能力方面的差异,就成为企业

竞争优势的源泉。 盂企业战略管理的主要工作

就是最大限度地培育和发展企业独特的战略资

源以及优化配置这种战略资源的独特能力,这
种能力的形成需要企业不断地积累战略制定所

需的各种资源,需要企业不断地学习、超越和创

新。 然而,任何组织资源尤其是知识资源都是

有限的。 所以,开展知识管理的动因之一是发

现个人或者组织不足的知识资源,弥补不同知

识资源的缺口,从其他组织获取更多的知识,从
而克服知识资源的有限性。 知识资源的有限性

并非知识本身而是知识的获取和利用能力,因
此必须研究知识的转移、共享与利用,也就是要

开展知识管理。
(2)核心竞争力理论

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核心竞争力本质上

是组织独特的知识与技能的组合而非单项具体

的技能或技术,企业只有依靠核心竞争力才能

获取竞争优势。 而企业培育与维持核心竞争力

的出发点就是必须学会如何管理知识,这包括:
通过系统化知识审计识别企业核心竞争力,通
过知识价值链活动(如知识获取、知识创造、知
识共享、知识应用、知识领导、知识组织、知识控

制)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加强技术创新、

组织学习、人力资本管理等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 因此,核心竞争力理论成为知识管理的理

论依据之一。
(3)知识基础论

知识基础论认为:淤企业所扮演的主要角

色是将存在于许多个人中的专业知识进行整

合,然后将整合的知识转化成商品和劳务,而管

理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知识整合所必需的协调机

制,企业作为整合知识的机构而存在。 于企业

的垂直和水平边界可由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加

以说明。 盂企业的异质性起因于企业知识的差

异性。 因此,正是企业知识、知识结构和认知能

力的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的异质性。 企业的知识

存量决定了企业配置资源等创新活动的能力,
从而最终在企业产品与市场较量中体现出竞争

优势;又由于知识具有难以模仿性和路径依赖

性,知识积累可以延续与扩展企业的竞争优势;
而由企业知识决定的企业认知学习能力成为企

业开发新的竞争优势的不竭源泉。 由此看来,
知识基础论十分重视知识对建立与维持组织竞

争优势的作用,从而为组织实施知识管理吹响

了号角。

3. 4摇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是以人性假设理论(如
X 理论、Y 理论)、激励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为基

础,运用系统动力及优化原理、能级对应原理、
互补增值原理、弹性冗余原理、激励强化原理、
利益相容原理、公平竞争原理,科学合理地管

理、开发与应用各种人力资源[31] 。 尽管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人力资源冶与“人力资源管理冶
才开始广泛传播,但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雇
佣关系冶的建立,人力资源管理就已经萌芽。 在

现代组织中,人力资源是组织知识中比较特殊

的一部分,如何发掘个人的潜力及其隐性知识

是如今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知识管

理的核心工作之一。 因此,人力资源管理是组

织知识管理的核心主题。 人力资源战略可以配

合组织总体战略,从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需

求与供给预测,为组织知识管理战略的选择与

制定提供依据;人力资源管理中有关“激励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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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冶的制度、方法与实践也可应用于知识管

理实践之中,帮助组织建立健全知识激励机制;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绩效评估方法,如平衡记分

卡,也可移植到知识管理绩效测评之中;人力资

源开发方法,如行动学习、拓展训练、职业生涯

规划,都可用来提高组织成员的知识水平与工

作满意度,使知识管理成为员工自觉的行为。
这样看来,人力资源管理对如何管理人———知

识管理的主体和客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3. 5摇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

信息资源管理产生于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
成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和 90 年代。 信息

资源管理学是围绕人类的信息资源管理活动而

形成的知识体系[32] 。 之所以说信息资源管理

(学)是知识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因为:淤知识管

理是站在信息资源管理“巨人肩膀冶之上的。 马

尔香和克雷斯莱因认为,知识管理是信息资源

管理的高一级发展阶段,在此阶段,管理知识资

源已成为所有管理层次所采纳的管理哲学的基

本部分[33] 。 而从图书情报科学的发展历史来

看,信息资源管理也是知识管理的先期阶段[34] 。
于信息资源管理技术与方法直接为知识管理提

供基础。 一方面,构成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基

本技术,包括数据库、文件管理系统、人工智能、
专家系统、群件技术的开发应用既是信息资源

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有效的知识管理的

技术基础[35] ;另一方面, 信息资源管理实践的

经验和教训,对知识管理理念的产生起到了促

进作用, 可以说知识管理是在信息资源管理基

础上趋利避害的结果[36] 。

4摇 结语

知识管理作为一门由众多学科相互融合发

展而成的边缘学科,得到了哲学的认识论与方

法论,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与知识资本理论,
管理学的科学管理、组织行为理论、战略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与信息资源管理等众多理论的支

持,它们构成了知识管理的理论基础。 随着知

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知识管理将会在各行各

业得到更广的应用,知识管理学也将汲取相关

学科理论营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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