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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识经济呼唤管理创新   

  知识经济源于 80 年代兴起的高科技革命，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科

技领域，这加速了经济知识化步伐。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转移，科研系统在

知识经济中起到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转移等关键作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技术

立国的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国际竞争力下降，在多数科技领域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而注重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欧美发达国家，其相对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为欧美经济的发展

注入了活力，因此，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江泽民主席号召：

“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管理更是不能例外；世界经济发展的

历史和国外管理理论的研究表明，当代经济发展取决于竞争优势，决定竞争优势的主导因素

是人才和科技的管理优势，而决定人才、科技管理优势的是创新，所以，创新已成为现代管

理的时代趋势。   

  二、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   

  在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创新无论致力于通过智力资源开发来创造新财富、逐步代替工业

经济的命脉和已经短缺的自然资源，还是致力于员工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高度统一的企业

文化创新，都要遵循如下原则才能是科学、有效的创新。   

  1、系统原则。知识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经济发展是人类知识能力的综合。在知识经济

时代，人的综合能力已走向系统综合智能型，系统综合能力的凝聚已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人的

能力具有较高逻辑起点的鲜明标志。因而，知识经济下的管理创新必然遵循系统原则。   

  2、价值原则。又称需要性原则或科学性原则。指在创新科研选题中必须着眼于社会实

践的需要和科学科技自身逻辑发展的需要。知识经济在资源配置上无论以智力、无形资产、

软产品等资源为第一要素，还是对自然资源等经济要素通过科学、合理、优化和集约的配置，

都是以实现知识价值为目的。知识经济下的管理创新就是以实现知识的价值为任务。   

  3、理性原则。它是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及科学发展中的基本原理评估、选

择科学假说的一种方法论原则。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普遍的哲学原理。二是科学基本原

理(如能量守恒定律、物质不灭定律)。理性原则对创新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确的哲

学信念有助于指导创新者去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爱因斯坦关于世界统一性的观念推动他在

相对论研究中取得卓越的成就。同时，理性原则自身又是辩证的，它时时处于发展之中，不

应视为僵死的教条。  

  4、动态原则。科学管理把对象视为系统，管理目的是为了使系统实现最佳效益，但任

何系统的正常运转，不仅受着系统内各个因素的制约，同时还受到有关外部系统的约束，随

着时间、环境以及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管理创新应随着对象系统的发展而不

时修正控制方案，这就是所谓的动态相关特征。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社会系统之间的信息、

能量、物质方面的交换和联系日益密切，技术的飞速发展，市场的瞬息万变，需求的多样化，

使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动态的环境之中，管理创新必须遵循动态性原则。  

 5、发挥优势原则管理创新要从自身的长处出发，充分利用和发挥已有的优势条件，扬长

避短，量力而行，形成具有特色的、有竞争能力的管理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走向全

球化、国际化，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发挥自身的

优势，形成自身特有的企业文化，同时，创新不是全盘的否定。  

  三、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创新   

  人类已步入 21世纪，这将是变动更加剧烈复杂的世纪。企业的生存环境会更加苛刻，



消费需求及替代品的变动将更加难以预测，企业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企业者要求得一席之地，

唯有不断创新。  

  1、从物本管理走向人本管理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古典的劳动管理已经不再适

应管理的要求，一个较为完整的人事管理体系逐渐建立起来，提出了系统化的人事管理思想，

建立了这方面的一些模型。但这些模型主要是强调以工作为中心的管理，“以人为中心”是人

力资源管理思想的主导思想，这种管理理念着重探求“人”与“工作”的相互适应，把人的发展

和企业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   

  2、从信息管理走向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对知识的管理，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它

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

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企业创新和集体创造力。企业只有管理好知识、

知识资产、健全知识使用的机制，发挥与知识共存的人的作用，才能创造更高价值，提高竞

争力。知识管理倡导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

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   

  知识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将使未来社会中各组织与个人的生存方

式发生变化。那么，怎样实施知识管理呢?   

  (1)设立知识主管。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管理对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管理决策和知识

化是知识经济的一大特点，在当今社会知识“大爆炸”的环境下，西方国家一些大公司为尽快

获得、掌握和保存最有价值的知识，专门设立了一批新式高级经理职务，即“知识主管”或者

“智力资本主管”。这些人给公司提供的不仅仅是数据，而是经过提炼和创造的智力资本。知

识主管必须能够把结构化的外在知识与直觉相结合，从而感知组织文化和行为中的隐性知

识，保证将组织的智力资产最终转化为能为组织带来利润的知识产品，这就决定了知识主管

既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又是知识管理活动的组织管理者。   

  (2)建立知识共享机制。与其说“知识就是力量”，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知识共享就是力

量”，个人或小团体知识变成公司的知识后，共有的知识只有由这个企业共享并恰当地使用，

知识才会在企业当中流动起来，创造新的知识才成为可能。   

  3、从战术管理走向战略管理，50 年代末战略管理开始进入管理学领域，至 60 年代、

70年代被美国企业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然而在 80年代，美国式战略过分注重于建

造精巧的阁楼，大量繁杂的量化目标使战略目标失去了灵活性与实用性。90 年代却是战略

回归的年代，战略管理在企业中重新升温，战略规划也给众多咨询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战略管理已成为新世纪发展的趋势。  

4、从垂直管理走向水平管理工业经济时代的组织结构管理采用垂直控制的金字塔方式，这

种管理形式有利于规模的重复性生产，但主要的问题是企业难以交流、学习和决策，阻碍员

工发挥创造性，特别是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容易导致部门和人员的隔膜、产生不信任的工

作环境。随着知识的网络化，“等级式”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知识经

济的管理更注重人的作用和人际沟通，企业经营实行网络化，组织结构更依赖小组和团队的

活动。   

  5、从硬件管理走向软件管理传统的企业管理更注重策略、结构和系统的管理，企业的

变革也是倾向于制度、规章等方面。没有牵涉多少人的因素在内，这称为“硬件”管理。而价

值、人员、作风、技术则是体现到人身上的可塑因素，它是无形的，却又很有力量；它是变

化的，却在一代员工心中扎根很深。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更趋向于这些“软件管理”。   

(1)共同价值观。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企业，必有它的理想，正是这个理想，向未来显示出这

个企业生存于社会上的意义。   

(2)对人员系统化的使用。作为管理者，他该对如何用人、评人、解雇有一系列的新理解，

这将是一个全新动态的代办处理资源管理系统。公司在选拔人才时，没有黄金准则，不能以



何种原则去用人。适时升降有助于维持组织的代谢机制。培训也将构成职员工作内容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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