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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亚洲不少国家关于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呼声愈来愈高，但实际进展甚微。

从长远来看，亚洲各国在科技、经济、教育、文化，乃至政治、外交等领域都有可能建立密

切的合作关系。因此，应着眼于长远的广泛合作，从局部不敏感领域的简单、低层次合作入

手，通过积极探索、积累各方经验，建立彼此信任，然后将合作一步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在

知识管理层面，鉴于知识管理基础上的区域知识共同体是属于亚洲初期“简单、低层次”合

作的理想领域，且区域知识共同体合作涉及面有限，因此，合作的内容一般均可为各方接受。 

 

 

一、知识管理的理论基础 

什么是知识管理，按照美国德尔福集团创始人之一卡尔·弗拉保罗的说法，“知识管理，

就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它是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

提供新的途径。知识管理既着眼于获得显性知识，更着眼于获得隐性知识，因为显性知识易

于整理和进行计算机存储，而隐性知识特别难以掌握。它集中存储人们的脑海里，是人们所

取得经验的体现。知识管理的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第一，知识管理重视对人的精神激励。充分挖掘人的潜能以实现其自身的人生价值。第

二，知识管理重视知识的共享和创新。第三，知识管理对知识和人才的统筹高度重视。对于

知识的重视，使得企业将其看作“学习型组织”，要求员工不断地获取知识和自学成才，发

挥知识团队整合效应。 

 

 

二、知识管理对国家经济的推进作用 

在国家的范围内，分享知识，从而促进产学研的联系，是知识管理在国家范围的应用。

以我国为例，从 1996 年 8 月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以来，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以政

府为指导、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已初具规模，初见成效。知识管理

对国家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管理的思想促进了企业技术中心的建立，确立了企业技术开发的主体地位，

从而提升了我国技术开发创新的整体水平。 

知识管理重视对人的精神激励，通过激励企业员工的人生价值观促使员工全身心的投入

到企业的技术创新中来。同理，在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知识管理，首要的任务是激励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我国的企业技术中心始于 1993 年，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

联合制订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技术中心。1996 年发布《“九五”

全国技术创新纲要》，企业技术创新步入稳健发展的轨道。目前我国已分 7 批认定了 294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其中 221 家属国家 520 户重点企业，占 74%。销售收入从 1995 年

仅占世界“500 强”末位企业的 1/19，1999 年提高到 1/3。 

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企业技术中心越来越多，从根本上带动了我国技术开发

的整体水平，从而使得我国的科技力量的不断壮大，又对我国的国家经济产生巨大的推进作

用。因此，知识管理对国家经济有推进作用。 

（二）知识管理重视知识的共享，促进了实行产学研联合，使科技成果在知识共享中



形成产业化，逐步建立我国知识经济的良性循环。 

知识管理注重知识的共享，尤其是知识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共享。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特

别是在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的共享，促使知识的产业化，形成“产－学－研”的良性循

环，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校及附属科研机构拥有我国 70%的高新技

术成果，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企业和高校分离的模式，使大量的科

技成果没有完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此，我国于 1992 年开始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

程”，8 年来在全国共建立联合研发机构和经济实体 6100 多个，实施了 410 多项国家级重

点产学研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实现新增销售收入 640 多亿元。 

知识共享有效地保证了这种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模

式的正常运转，使大量的技术成果得以开发和应用，不仅改造了传统产业，还为我国开创了

软件业、电子出版、信息网络等新兴产业，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因此，知识管理对国

家经济有推进作用。 

（三）知识管理对知识和人才统筹的高度重视，促使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形成，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规模化推动了规模经济的发展。 

知识管理对知识和人才的统筹管理，可以促使团队整体力量得到巨大的发挥。从我国的

现实情况来看，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知识、人才、企业进行统筹管理，有利于知识

的细分合理化，有利于专业人才的集群分类化，有利于高科技企业的团队规模化。 

目前 53 个国家级高新区已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产业为

主体的产业格局，培育出联想、方正、海尔、长虹等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对我国

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这 53 个区的技工贸总收入、工业总产值、

利税和出口创汇四项指标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77.5%、79.8%、69.4%和 73.5%，均为全行业

之首。高新区在创新方面的带头作用也与日俱增。我国应加快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建

设，使之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领头兵。因此，知识管理对国家经济有推进作用。 

 

 

三、知识管理在国家间应用的可能性和现实意义 

经济共同体是指多国基于经济方面的共同属性，为追求经济的最大规模，形成的在市场

政策、市场环境乃至市场的统一实体。亚洲经济共同体源于印度总理辛格在 2004 年的提议。

成立亚洲经济共同体，以进一步加强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经济联系是亚洲多国的设想。

辛格在第三届印度——东盟商业峰会上认为，预想中的亚洲经济共同体将包括中国、日本、

韩国、印度和东盟。他说，亚洲经济共同体总人口将占到世界人口的一半，贸易规模将超过

北美自由贸易区，外汇储备规模则会超过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总和。自此设想提出

以来，虽然亚洲各国都有意愿构建经济共同体，但是由于各国出于经济、政治、历史等多方

面考虑，构建亚洲经济共同体并未取得有实际成效。 

纵观亚洲各国，亚洲各国的文化背景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完全可以在技术、资本、劳动

力市场等进行全方位和更紧密的合作，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合作在各国具备了可能性。例如中

国在某些基础科技研究中处于世界前列，而日本正面临着某些“基础性技术”的缺乏，这将

扩大对中国的依存范围；东盟国家正需要“基础性技术”部门，同时也需要日本的技术转移；

而中国则要致力于“中间技术”产业，并积极拓展高科技产业。以这种动态相互依存的“技

术群体结构”为前提，网络化知识管理为基础，可以在东亚建立一种新型的区域知识共同体，

实现区域知识、技术共享。基于此，在各国间实行协商的乃至共同的知识管理能够促进知识、

科学技术在各国之间进行双边、多边的分享，从而提升各国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效率，节省研

发费用，缩短研发时间；有效的针对知识的管理将进而促进新的技术的产生，促使各国的技

术结构更加合理，提高各国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竞争力。 



知识分享、知识共享是亚洲初期“简单、低层次”合作的理想领域。区域知识共同体合

作涉及面有限，合作内容一般均可由各方协商接受，涉及的技术协调、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等都是亚洲各国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合作对各方有益，何乐而不为。从合作形式看，无非

开会、交流经验、互通信息，各方协商共同出资从事技术开发，其实这些合作形式民间早已

有了，建立区域知识共同体，只是把民间的知识管理理论和实践在合作的过程中进一步规范

化、扩大化、官方化，因此，不存在特别难的操作问题。 

 

知识管理函括了技术合作和发展创新等多个方面，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推

进作用，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知识在亚洲双边、多变的分享和发展，区域知识共同体的形

成，为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构建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对将来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构建进行初步

的尝试。我们相信，随着亚洲各国在知识管理、知识共享层面的合作成功，亚洲经济共同体

的构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