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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流动的速度和广度以

及由此产生的整个社会运作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和时间

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同时，随着政府职能

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政府角色从被动的社会公共服务提供

者向主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者转变，公众和企业对政

府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政府组织和业务模式逐渐不适

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构建虚拟、网状、透明、高效和低成

本的政府。在这种背景下，以电子政务为标志的信息化社

会政府改革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政府发展的必然趋势。与

此同时，政府作为社会信息的源头，其政务办公信息流、公

共政务信息流、政务咨询信息流等政务数据资源纷繁复

杂、数据量极其庞大，同时还不断产生着新的信息。因此，

如何在电子政务中有效地管理所有的信息资源，如何使用

户通过电子政务系统方便地进行信息与知识的检索、使

用、分析和共享，从而得到更好的服务，这一切都迫切需要

在电子政务建设和发展中实施知识管理。

1 电子政务中的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是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实现一个组织所拥

有的和所能接触的知识资源的识别、获取、共享和评价，从

而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使组织持续保持竞争

优势的一种管理模式。这些知识资源由于本质上的差异而

被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显性知识是指以文字和

图像等符号表达，可供人们交流的有形知识，比较容易获

取、理解和交流，如数据库文件、政策和程序等；隐性知识

是指无法用文字描述的经验式知识或不容易文件化与标

准化的独特性知识，如政府公务员所具有的各种专长、组

织知识、组织文化等。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电子政

务中的知识管理内容进行划分。

1.1 从知识链角度的划分

在电子政务运作过程中，政府通过不间断的工作流与

外界产生互动，与企业知识管理一样也存在着一条知识

链，即知识的识别、获取、存储、共享及评价等。其中知识的

识别是关于政府事实方面的知识，即知道在管理中出了问

题应该找谁的知识；知识的获取是通过各种途径（如文件、

数据库、E- mail等）从电子政务活动所产生的海量知识中

快速获取所需要的知识，还可以通过合并和分解来进一步

研究并发现有用的知识；知识存储是指将获取的知识按照

统一标准的结构文档形式存储到知识仓库中；知识共享是

指在政府各部门以及公务员之间进行各种知识资源的学

习和交流；知识的评价是指对各种知识资源的内在价值进

行估算与评价，从而有助于公务员识别、选择那些应对工

作挑战而应掌握的知识。

1.2 从产业链角度的划分

电子政务中的知识管理包括对横向中的知识和纵向

中的知识的管理。其中横向中的知识是指同一级别的不同

政府或同一政府的各部门之间的知识；纵向的知识是指本

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的知识，或同一系统内的上下级之

间的知识。

1.3 基于体系结构的划分

电子政务中的知识管理包括知识管理环境体系和知

识管理系统体系。其中知识管理环境体系包括知识管理战

略、知识管理文化、激励与评价机制等；知识管理系统体系

包括知识管理信息体系和知识管理支持平台。

总之，电子政务中的知识管理不仅涉及到知识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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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还涉及到知识管理的工具和手段以及知识在整个生命

周期中所处的环境。电子政务中的知识管理可以将电子政

务中纵向的知识和横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使知识集成跨

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然而在传统的技术环境下，电子政

务中的知识管理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如新知识的发现

等。正在兴起的网格技术，则为电子政务的知识管理提供

了实现的可能。网格技术可以整合和管理分散在政府间各

部门的资源，实现各个政府部门之间资源的无缝隙交换，

消除“孤岛”现象，打破电子政务资源共享的瓶颈，有效地

实现在网络虚拟环境下的协同办公，提高政府的工作效

率，增强政府的决策能力和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2 网格技术

2.1 网格简介

网格是近年来兴起的构筑在互联网上的一组新兴技

术，它利用计算机网络将分布广泛的计算资源、存储资源、

网络资源、软件资源、信息和知识资源等融为一体，作为一

台超级计算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信息应用服务。欧洲网格

项目提出了一种三层框架———计算（数据）网格、信息网格

和知识网格。计算和数据网格作为网格的系统层，为应用

层（信息网格与知识网格）提供系统基础设施，主要负责计

算资源的分配、调度和执行以及资源之间数据的传递；信

息网格是强调信息存储、管理、传输、处理的网格，其核心

问题是如何描述、存储、发布和检索信息，将“异构的信息

访问”变成“同构的信息访问”，实现信息的无障碍交换；知

识网格是前两种网格的集成与拓展，它强调知识存储、管

理、传输和处理，借助于经过信息网格处理后的同构信息，

实现知识的自动积累，并进行知识挖掘和问题求解。它们

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数据网格、信息网格和知识网格的关系

网格的体系结构目前主要有两种，分别是五层沙漏结

构（LGA，Layered Grid Architecture）和开放网格服务体系

结构（OGSA，Open Grid Service Architecture）。其中，应用最

多和较为成熟的是开放网格服务体系结构。开放网格服务

体系结构OGSA以服务为中心，被称之为下一代的网格结

构。其具体结构如图2所示。在该体系结构中，服务是非常

广泛的概念，它可以将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数据库

系统等资源都抽象为服务，借助于现成的、与平台无关的

技术实现这些服务的描述、查找、访问和传输等功能，最终

实现对所有服务的共享，从而节省了用户的开发成本，提

高了开发效率。

2.2 网格技术在知识管理中的应用

网格作为目前网络技术发展的前沿科学，可以促进分

布式资源的共享、管理、协调与控制，可为知识管理提供各

种应用平台。网格技术应用于政府知识的获取、共享、存储

和知识创新等过程中，将全面提高政府知识管理的效率。

网格能对组织的知识成果进行全面的梳理与组织，构建起

开放、互动的知识体系，并确定各个知识单元之间的逻辑

关系。利用网格技术可以建成一个智能化的、主动服务的

知识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关联和集成不同级别和不同

领域的知识资源，而不必顾及这些知识资源的物理位置及

其具体结构。人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利用其个性化的服务

手段，从跨领域的知识库中任意获取所需要的知识，并可

在人与人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得到新的知识。

3 基于网格技术的电子政务知识管理框架

模型

3.1 基于网格技术的电子政务管理框架模型

随着全球化的来临，以及互联网和电子政务的发展，

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每天会不断地产生大

量的政务办公信息流、公共政务信息流、政务咨询信息流

等纷繁复杂的政务数据资源。为了对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的

管理，需要在电子政务建设中实施知识管理，以提高政府

的核心竞争能力。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基于网格技术的电

子政务知识管理框架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基于网格技术的电子政务知识管理框架模型

基于网格技术的电子政务知识管理框架模型采用了

Web服务、网格服务等业界标准，能够完全考虑业务的历

史数据分析和复杂的分析流程，有效地整合政府的知识资

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设备资源、资金资源与外部环境

资源，从而在分布异构动态信息环境中实现信息资源发现

与知识发现，即通过资源代理，使信息资源发现与知识发

现可以在异构的资源上进行。

3.2 框架模型的特点

（1）分布式的系统应用体系结构和标准化。以OGSA

（OGSA采用了Web服务的WSDL和SOAP规范）为基础，用

图2 OGSA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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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可以很容易地集成、共享各种系统提供的功能，并可节

省开发成本，提高开发效率。因此，系统具有高度的集成能

力和足够的灵活性。

（2）以服务为中心。该框架以“服务”为中心，将资源统

一抽象为服务，并借助于现成的、与平台无关的技术实现

这些服务的集成与共享。

（3）开放性和伸缩性。可广泛利用已有的知识处理模

型和系统，并能组建或开发新的应用模型。

另外，这种框架模型强调了知识管理理念的重要性，

突破了传统信息管理的思维定式，采用了技术与管理综合

集成的机制与模式，有利于政府建立起相应的基于网格计

算的管理结构、学习型政府和有效的知识运营机制。

4 系统实现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基于网格技术的电子政务知识管理框架模型，以网格

提供的基础设施框架来实现知识管理的有关功能，其核心

是如何在动态、异构的环境中实现协同的资源共享，进而

获取更有意义的知识。网格技术的应用对知识管理系统的

构建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面临以下几个关键的问题：

4.1 元数据体系的构建

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是对知识网格上信息的一

种描述方式，这种描述方式使信息变成计算机可以理解的

信息。元数据最基本的作用就是管理数据，从而能够有效

地解决信息资源的发现、控制和管理等问题，使政府信息

便于表达和知识发现，有利于政府快速有效地决策。在系

统实现时，可通过XML对元数据进行标识，各种资源元数

据的设计都基于这一核心，但可根据表达内容的不同增加

对元数据的设置，以使元数据体系更趋完善。

4.2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就是从大量的政府事实和数据中提取出知

识，其本质是从信息域向知识域的变换过程。知识管理系

统首先要能发现知识，其次要具有对发现的知识进一步求

精的能力，最后要把这些知识存入到知识库中供用户检索

与查询。在知识的发现过程中，对于规范文档，系统直接从

给定本体中提取XML文档类型定义；对于半结构文档，可

采用数据控制和知识发现的方法（如关联规则、聚类模式

等）将文档的规律与相应的本体含义进行匹配，并直接封

装到系统的知识库中。发现的知识在经过评价过滤后添加

到知识库中，然后再对知识库中的知识进一步求精，即借

助一批训练例子去发现知识库或领域理念的知识缺陷，并

试图进行修改和完善。

4.3 知识的存储

由于政府机构、部门的纵横关系，资源的关联是跨层

次、跨行业、跨部门的，所以应采用科学的、分布式的存放

方式来进行知识的存储。同时，在实施分布式知识存储的

过程中，要防止冗余和遗漏，并建立分布存放的知识资源

之间的有机联系。

5 结语

网格技术提供了共享和协调使用各种不同资源的机

制，实现了将政府工作中的各种资源作为统一资源的可

能。本文通过分析电子政务中知识管理的内容，论述了网

格的基本概念、体系结构和网格技术在知识管理中的应

用，进而提出了一种基于网格技术的电子政务知识管理框

架模型，并对其实现的关键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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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he Mode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E- government
Based on Grid Technology

Abstract：As grid Technology is a newly develop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uc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and the partition of the conten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E- governmen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concept and

the structure system of grid technology. A model of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E-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grid technology

is proposed along with the elaboration of the key problem for its re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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