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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提出了企业知识管理的战略类型、选择依据及战略评估要素，在此基础上运用SWOT分析工具，探讨 

了企业知识管理的模型构架，并对其相关支撑条件进行了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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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知识管理战略类型、选择依据 

及评价 

Morten T．Hansen认为，企业的知识管 

理战略包含两个典型的战略类型，即编码化 

战略和个性化战略，其主要特征见附表。 

关于知识管理战略选择的主要依据，我 

国学者张福学将其归纳为： 

(1)企业是提供标准化产品还是定制产 

品?前者应用编码化战略模式，而后者应考 

虑个性化的知识管理战略模式。 

(2)你的产品是成熟产品还是创新产 

品?前者宜采用编码化战略，后者宜采用个 

性化战略。 

(3)员工靠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解决 

问题?答案与前两个相同。 

除此之外，公司内部多个事业部的存在 

和知识的商品化也会影响公司的知识管理 

战略选择，显然两种战略并存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但这种情形往往只限于各个事业部能 

像独立公司营运的企业。 

Nonaka在对知识管理战略的评价标准 

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以下要素是企业制定 

知识管理战略时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企业 

在创建适应需要的知识型文化环境方面的 

努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知识管理的支持 

和认可程度；企业开发和提供知识型产品或 

服务的能力：最大限度发挥企业智力资本价 

值的努力；企业在创建促进知识共享的环境 

的措施；企业是否已形成一种能持续学习的 

附表 2种企业知识管理战略类型的特征比较 

编码化战略 个性化战略 

竞争战略 

经济模式 

知识管理 

战 略 

信息技术 

人力资源 

现实典型 

范 例 

根据编码化知识提高质量的可靠性和 

高速的信息系统手段 

只对于知识资产一次性投资，并利用广 

泛的合作伙伴，重点在于获得总体收益 

开发电子文件系统以确保知识的编 

码、储存、扩散与反复应用 

大力投资于信息技术，旨在反复利用 

那些具有编码化知识的人 

聘用新毕业的大学生，并以团队方式 

进行培训 

安达信咨询公司 

厄恩斯特扬公司 

根据专业化的知识提供创造性的，并 

具备系统化分析基础的建议 

解决特殊问题，收取高额费用；利用少 

数合作者，重点在于高额边际利润 

开发联系不同个体的网络，从而使隐 

性知识能被广泛地分享 

一 般地投资于信息技术，旨在为交流 

质量保证方便，改善隐性知识的交流 

聘用敢于挑战的研究生，并以一对一 

的方式进行培训 

麦肯锡公司 

贝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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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企 

业能否管 

理好客户 

知识从而 

增加客户 

信任 度 ， 

并最终创 

造价值 ； 

企业通过 

实施知识 

管理使股 

东获利的 

能力。 

但是。由于对知识管理的经济回报难以 

定量测算，因此，Thomas H·Daveport等人提 

出了4项附加指标：①与知识管理的相关资 

源增长情况，包括人员、资金、技术等；②知 

识内容及其利用率的增长，包括文献数量、 

对数据库的访问次数、参与人员的数量等； 

③在缺少某几个特定人员的情况下，知识管 

理能否持续下去；④对知识管理活动自身或 

整个企业的财政回报迹象。 

2 基于SWoT分析的企业知识管理 

战略 

SWOT分析作为一种新的战略管理工 

具，对其基本分析框架，不同的研究者从不 

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1)Micheal H Zack认为应着重：通过实 

例分析为组织选择和实施知识管理项目提 

供一个参考框架，将 SWOT分析用于帮助组 

织确定战略目标； 

(2)HansenMT与Nohria及TierneyT则 

从战略制定的不同阶段出发，认为应在决策 

制定的不同阶段，将 SWOT分析框架与信息 

技术整合在一起以更有效地支持决策； 

(3)Bower与 Heminger则针对企业的生 

存与发展，提出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 

SWOT分析系统； 



 

(4)Rowe A J根据 Micheal H Zack的理 

论提出了知识资源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 

上作出了相应的知识管理战略选择。 

按照我国学者杨锡怀的观点，SWOT分 

析一般要经过这样几个步骤：首先要进行企 

业内外环境的分析，列出企业目前所具有的 

优势、弱点与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机会和威 

胁；然后，以外部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为一 

方，以内部环境中的优势和弱点为另一方， 

绘制SWOT二维矩阵；最后通过对外部环境 

与内部条件的组合分析来制定合适的企业 

知识管理战略。 

Holsapole和Joshi认为知识管理包括3 

种基本的战略，即知识创新战略、知识转移 

战略和知识保护战略。它们所涉及的知识处 

理活动有： 

(1)获取。在环境中辨识知识并转移这 

些知识以为组织所用或内部化； 

(2)选择。在组织的知识资源内部辨识 

知识以供使用； 

(3)内部化。吸收新的知识或改变组织 

的知识本质； 

(4)使用。形成新的知识或是在组织外 

以一种有用的形式外部化某些知识。 

樊治平等认为，由于企业的优势和弱 

点、机会和威胁都源自知识，因此，运用 

SWOT分析工具必须对企业的知识需求、知 

识供给和知识缺口作出判断，并按照知识缺 

口和知识吻合作出相应的战略选择。企业的 

知识缺口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表示企业适应 

外部环境所需要的知识自身不具备；二是表 

示企业具有的知识对企业适应外部环境无 

关紧要。知识吻合是指企业进一步适应外部 

环境所需要的一些知识正是其自身所具备 

的。 

3 企业知识管理的模型框架 

企业知识管理模型划分为以下3种：基 

于知识的管理模型；基于知识管理工具的管 

理模型；基于组织绩效的管理模型。 

(1)基于知识的管理模型(KBM)。它研 

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知识的类型、形式及 

知识的流转机制，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研究组织知识的产生、转移、再造的“知识创 

新”模型(SECI模型)。Nonaka从显性知识与 

隐性知识的角度在个人、团队、组织3个层 

面对知识进行分析，提出4种“知识创新进 

程”：社会化、外部化、联合化、内部化。其核 

心内容是通过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 

相互循环转化而形成一个螺旋上升的知识 

创新过程，建立一个知识创新型公司。 

但是，这一模型最大的局限是其分析框 

架只限于组织内部，为此，Gunnar作出了改 

进，将分析框架扩大到组织之间，并对知识 

在各个层面上的表现形式作了具体描述。 

著名的企业信息系统研究专家Earl教 

授基于对数据、信息、知识的区分，以知识的 

状态为横轴，以人们对知识的认识程度为纵 

轴，将知识类型进一步划分为显性知识、隐 

性知识、蓄意忽视的知识 (Planned igno— 

rance)和无意忽视的知识 (innocent igno— 

rance)4种类型，并将不同类型之间的知识 

转移过程描述为清点(InNentorizing)——描 

述个人及组织知识的状态；审查——评估蓄 

意忽视过程的特性：社会化——创建隐性知 

识的共享活动；经验化——通过学习以往的 

经验、活动、解决问题的方式发现无意忽视 

的知识。 

Carayannis从组织学习的角度出发提出 

的元认识、元学习、元知识的概念是对知识 

理解的进一步深化。在这里，知识的转移路 

径被描述为：不了解未拥有的知识——不了 

解所 拥 有 的 知识 —— 了解 所 拥 有 的知 

识—— 了解未拥有的知识。 

(2)基于知识管理工具的管理模型。基 

于知识管理工具的管理模型大多是知识管 

理模型的延伸和扩展。在“知识创新”模型的 

基础上，Nonaka与Konno进一步提出了“场” 

的概念，其宗旨在于为组织创造一种知识交 

流的环境，为“知识螺旋”产生创造条件。它 

从企业组织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创造一个 

良好的组织环境来促进知识创新的进程。 

如果将知识看作是组织的资本，就可以 

据此提出一个知识管理的核 

心模型。Edvinsson认为，组织 

资本由人力资本、商业资本 

和结构资本、知识产权构成。 

其中，人力资本包括知识和 

可创造价值的技术或专有技 

能，体现在公司雇员身上的 

群体技能、创造力、解决问题 

的能力、领导能力和企业管 

理技能，它们构成了公司的 

智力资产：知识产权与智力 

资产紧密结合，是组织智力 

资产得到法律保护的部分，如技能、商业秘 

密、版权、专利和各种设计专有权等。结构资 

本是使企业得以运行的工具、技术、工作方 

式和程序，是硬件基础设施与无形资产的结 

合。商业资产是在商业进程中创造价值的结 

构性资产，如基本设备、分销渠道等。 

(3)基于组织绩效的管理模型。Wiig Karl 

将知识管理与组织绩效相结合，以组织的财 

务目标和知识资本存量的变化来评价组织 

的知识管理，使得对组织的知识管理从对知 

识本质、特性、流转机制的研究扩展到整个 

组织的管理中。其核心思想是将智力资本存 

量作为输入变量，通过组织管理各因素的作 

用如部门职能、组织结构、领导、企业文化、 

人力资源等，提高原有智力资本存量和组织 

的财政绩效(见附图)。 

4 企业知识管理战略的相关支撑 

企业知识管理战略除了需要相关的资 

源保障，如知识管理方案的发起者和管理 

者、新的知识管理角色、技术基础设施、资金 

等之外，文化保障体系、组织保障体系建设 

显得更为重要。 

(1)企业知识管理的组织创新。实现对 

企业知识资源的有效管理，必然要求企业的 

组织结构与知识活动的要求相匹配。麦耶斯 

在研究中发现，企业的组织结构在等级制和 

项目任务制之间进行选择和组合，形成了直 

线型、职能型、直线——参谋型、直线——职 

能参谋型、事业部制、矩阵结构、网络结构等 

类型。关于现代组织结构的描述Pual Quin— 

tas和我国学者冯之浚等人各有侧重，有的 

侧重于资源的重组，有的侧重于结构的创 

新，有的侧重于管理的创新，有的侧重于制 

度的创新。不过在马新建等人看来，组织创 

新应该包括结构创新和关系创新两个方面。 

附图 智力资本管理(Van Bure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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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ham．Kevin和 Devine认为，目前，从结构 

上看，组织创新最强烈的趋势是组织的网络 

化及网络组织的发展。经济变成了网络体 

系，并由变化速率和学习速率的加速度所推 

动，它所创立的是一个网络社会，在此社会 

中处理和应用知识的机会和能力以及强化 

学习的关系，决定了个人和企业的社会经济 

地位。为此，世界知名企业均采取了积极的 

应对策略。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将企业改组 

成为20个独立的经营单位所构成的网络组 

织，而微软公司则采用一种灵活的、渐进的 

方式来管理产品和完善组织结构，公司的产 

品开发系统使小组和个人可以在一个项目 

期间内改变说明和设计规格。在产品开发和 

其它工作中，软微公司将高效率和平行工作 

结合起来。 

(2)企业知识管理中的文化建设。企业 

文化是“我们在这儿做事情的方法”，它是看 

不见的和难以抗拒的，包括习俗、仪式、成功 

的尺度、企业理念和准则。安妮·布鲁金将企 

业文化划分为权力——距离型和赋予权力 

型两种，并用男性和女性作为类比对其进行 

了描述。其中，权力——距离型文化是一种 

权威型的文化，它代表地位、服从和控制，而 

赋予权力型是一种参与型文化，它代表共 

有、融人和友谊。将企业文化的各要素集中 

起来，可能划分为表层物质文化、浅层行为 

文化、中层制度文化和深层精神文化。 

雷玲和王金福在研究知识管理对企业 

文化的要求中发现，知识管理要求企业文化 
一 是创新和变革的文化——敢于挑战自己， 

不怕风险，宽容失败，善于行动；二是高度信 

任的文化——人人工作认真，诚实正直，有 

敬业精神，有责任心，尊重他人，讲求信用； 

三是人本和能本文化——不仅充分重视人、 

尊重人，而且更关注人的能力，．重视对人的 

能力的开发、培养、利用；四是学习与跨越文 

化——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和全过程学 

习；五是协作与共享文化——在组织内部， 

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组织与客户之间提倡合 

作、平等待人；六是工作团队文化——强调 

目标一致、授权使之发挥潜能、良好的工作 

关系和沟通、弹性适中、最佳的绩效、给予肯 

定及赞赏、士气高昂；七是灵活适应性文 

化——不仅对环境变化快速作出反应，而且 

要积极地创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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