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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内涵与功能

根据知识管理理论 , 每一个软科学研究机构都是一个

特殊的知识创新组织[1]。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知识管理体现

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 组织内部软科学研究知识的创新、交

流和利用; 另一方面 , 由于存在知识的缺口 , 各软科学研究

机构会与其它研究机构进行知识的交流与共享。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是指软科学研究机构之间通过

知识协作协议而形成的知识交流与共享网络。

通过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 把隶属不同部门的软科学

研究机构整合起来, 满足软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知识交流与

共享的需要 , 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软科学研究知识的价

值。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功能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 1) 在某一类软科学研究项目中 , 不同项目的申请人

或已经获得项目资助的人员 , 虽然隶属于不同地区、不同

工作单位 , 但他们在从事软科学研究方面的志趣是一致

的 , 他们都很重视与项目管理部门的合作 , 也非常关注项

目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动态 , 因而在他们之间有建立知识网

络的坚实基础。同时, 他们又是某一软科学研究领域的专

家 , 每个人的知识资产都比较深厚 , 运用知识网络 , 建立知

识交流系统 , 促进他们之间经常进行交流 , 可以提高知识

的传播效率 , 促进知识创新。

( 2) 现代社会的决策问题越来越复杂 , 需要综合各领

域的知识和方法进行软科学研究 ,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就要

不断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或研究成果。软科学研究知识网

络的构建, 可以为软科学研究机构提供资源和技术支持 ,

增强其获得和利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知识的能力。

2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构建

2.1 成立统一的决策咨询管理委员会

由于各软科学研究管理机构分属不同的部门 , 因此 ,

首先要对各类软科学研究管理机构进行整合 , 成立一个统

一的决策咨询管理委员会 , 由该机构选择软科学研究领域

的专家以及相应的政府官员 , 成立决策咨询委员会 , 再根

据软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 决策咨询委员会下面设置不同

的工作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对本地区的软科学

研究 ( 决策咨询 ) 进行指导,包括软科学研究项目的选择、

评审和验收结题等。

决策咨询管理委员会负责软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工

作 , 由其发起建立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牵头工作 , 并负

责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组织与管理。决策咨询委员会则

负责决定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构成 , 并且对网络成员的

准入进行评审。

2.2 确定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构成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可以由不同的子网构成 , 并由决

策咨询委员会根据软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域来设置不同的

子网。鉴于软科学的研究特点, 其研究领域并不是固定不

变的 , 因此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中的子网也会随着研究领

域的变化而变化, 也就是说有些子网会退出软科学研究领

域 , 有些新的子网会出现在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中。

2.3 对申请加入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研究机构进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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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评审

在决策咨询委员会下设的不同工作组 , 负责知识网络

中不同子网的准入评审。同一个软科学研究机构可以加入

不同的子网。

2.4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中成员知识共享条件的创建

构建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最重要的目的是 , 促进软科

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知识共享。因此 , 创建有利于网络成员

知识共享的条件是构建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重要内容。

创建有利于知识共享的条件包括:

( 1) 构建知识共享平台 , 提供知识共享的内容 , 促进成

员之间的交流[2];

( 2) 鼓励同一子网内的成员成立研究协会 , 组织成员

定期交流、沟通与培训;

( 3) 鼓励同一子网内的成员共同申请软科学研究项目,

构建基于项目的动态联盟;

( 4) 鼓励不同子网间成员的交流与合作。

3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准入制度

是否所有的软科学研究机构都可以随意地加入软科

学研究知识网络呢? 显然不是。为了保证软科学研究知识

网络的效率 , 应设置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准入制度。

设置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准入制度的目的在于 : ①保

证具有一定研究水平的软科学研究机构能加入到软科学

研究知识网络中 , 实现软科学研究知识的共享 ; ②通过定

期的准入要求考评 , 对网络成员进行动态的调整 , 从而促

进软科学研究机构不断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

一个完整的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准入制度应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3.1 建立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准入的组织体系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准入工作 , 可由政府主管部门

进行宏观管理。由于政府职能发生转变 , 不可能再直接管

理和监督准入工作 , 因此借鉴国内外的经验 , 我们认为可

采取组建软科学研究机构准入委员会( 以下简称准入委员

会) 的形式 , 由政府主管部门授权 , 准入委员会具体对软科

学研究知识网络的准入实施管理和监督。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准入的组织体系可分为 3 个层

次:

第一层是授权机构 , 即政府管理部门。它的职能为通

过颁布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对软科学研究的网络准入活动

进行指导和宏观调控。具体体现在, 授权准入委员会对从

事软科学研究的机构进行准入评审, 并批准评审的结果 ;

对认可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第二层是准入委员会。准入委员会对软科学研究机构

进行准入评审工作的组织, 其职能为依据授权机构的授权

负责准入工作。具体包括: 制定准入准则 , 并以此开展对从

事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准入评审。可根据软科学研究的具体

情况 , 在准入委员会下成立若干不同研究范畴的工作组 ;

不同研究方向的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准入评审 , 可以由相应

的工作组负责 , 然后将评审结果报送准入委员会 , 由准入

委员会最终决定是否准入。

第三层是软科学研究机构 , 即从事软科学研究的组

织。要求该机构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 能够承担民事责任; 具

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经验。研究机构的活动应规范化、程

序化 , 并接受准入委员会和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

3.2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准入条件

( 1) 拥有比较雄厚的专家资源优势 , 在某一软科学研

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

( 2) 主持完成的软科学研究项目经济效益显著;

( 3) 具有良好的研究条件 , 包括完整的工作程序和管

理制度 , 如项目与成果管理制度等;

( 4) 在所承担的软科学研究项目中 , 无不良信用记录

等等。

3.3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准入程序

( 1) 软科学研究机构向准入委员会提出准入申请。准

入申请要明确加入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中的哪一个子网

络, 或者哪几个子网络; 申请在被同意受理后 , 软科学研究

应提交本机构的相关资料 , 包括基本情况、研究领域、研究

专家情况、研究项目与成果、研究经费等。

( 2) 准入委员会对申请机构进行准入评审。对于同意

申请的软科学研究机构, 由准入委员会下设的相应工作小

组对其进行准入评审。准入评审包括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 , 资料评审阶段。该阶段主要由相应的评审

工作小组详细地评审由研究机构提交的相关申请资料。评

定的内容为 : 资料的完整性与真实性、申请机构是否符合

准入的条件。符合准入条件的研究机构 , 可进入现场评审

阶段; 不符合准入条件的机构 , 不予准入。

第二阶段 , 现场评审阶段。该阶段由评审工作小组到

申请研究机构进行现场评审。现场评审包括 : 现场检查和

评审答辩。现场检查是通过现场观察、讯问、查验来了解申

请机构的软科学研究条件、软科学研究项目与成果的各种

详细文档记录。评审答辩是考察申请机构对相应研究领域

最新研究趋势、最新研究方法的了解与掌握程度 , 关于未

来研究的设想等。现场评审结束后应在评审报告中给出结

论, 即向准入委员会推荐该申请研究机构是否通过准入评

审。

第三阶段, 最终评审阶段。该阶段由准入委员会对评

审工作小组提交的评审报告进行复核, 并给出最终的评审

结果。

( 3) 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准入登记。通过准入评审的软

科学研究机构 , 办理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准入登记手

续 , 并颁发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成员证书。

( 4) 周期性的监督评审。对取得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

成员资格的软科学研究机构 , 定期进行监督评审 , 促使其

不断提高自身的软科学研究能力。考虑到监督评审的具体

情况 , 可每 3 年对网络成员进行一次监督评审。监督评审

的内容和程序与准入评审的基本类似 , 但在评审内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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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对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知识共享的贡献度”这一

指标 , 从而促进网络成员间的知识交流与共享。

监督评审的结果有两种:保留网络成员资格或者取消

网络成员资格。

4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中的动态联盟

构建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关键目的是促进软科学

研究知识在网络成员间的共享。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的结

构与运行效率直接影响着软科学研究知识共享的规模与

效率。通过动态联盟的建立, 可以促进软科学研究知识 , 特

别是隐性知识在网络成员间的共享。因此 , 动态联盟是软

科学研究知识网络中 , 软科学研究知识有效共享的微观组

织模式。

4.1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中对动态联盟的定义

知识网络中的动态联盟是网络成员之间通过各种契

约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松散型网络组织 , 是一

种全新的知识集约关系 , 有利于共享知识资源、促进知识

流动和创造新知识[3]。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中的动态联盟是指围绕某一研

究项目 , 利用计算机网络和通讯工具 , 把所需的各种研究

资源和必要的组织功能整合在一个新的“知识柔性中心”

中, 建立一个较紧密的合作联盟。它可以由不同学科、不同

领域 , 不同行业和部门、不同地区的软科学研究人员、决策

部门的决策者等组成。

4.2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中动态联盟的作用

软科学研究的特征决定了仅靠单一的软科学研究机

构力量去进行研究是比较困难的, 特别是对于重大的、涉

及多个领域的软科学研究项目 , 其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 及

资金、人才和时间都是单个研究机构所不及的。通过动态

联盟的方式, 将若干个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知识和能力综合

在一起 , 使各研究机构之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之长 ,

弥补各自之短 , 这是有效提高软科学研究效果的重要手

段。具体来讲 , 软科学研究知识网络中动态联盟的作用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 共享知识和能力。动态联盟加强了软科学研究

机构之间的“交互学习”, 使软科学研究机构可以较容易地

获取合作伙伴已拥有的知识和能力, 并可能在与其它组织

合作中创造新的知识 , 以增强自身的软科学研究能力。

第二 , 共担风险。软科学研究项目的复杂性 , 使得软科

学研究机构面临着较大的研究风险 , 这一点在重大软科学

研究项目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通过建立动态联盟 , 与软科

学研究知识网络中的其它软科学机构进行合作 , 发挥各自

优势 , 共担风险 , 大大降低了单个软科学研究机构要承受

的风险。

第三 , 降低知识交易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

性的存在, 知识产品难以完全按市场价格机制进行交易 ,

知识产品的交易成本极高。通过知识联盟 , 潜藏于软科学

研究机构内部的知识 , 在向其它软科学研究机构转移时 ,

其流动的渠道要畅通得多 , 从而降低了联盟研究机构获取

所需关键知识的成本。

参考文献 :

[ 1] 刘宇. 软科学研究的知识动态联盟研究—以北京的研究资

源整合为例[ J] .北京社会科学, 2006, ( 5) : 104- 108.

[ 2] 宋建元 , 张 钢 .组 织 网络 化中 的 知识 共享[J].研 究与 发展 管

理, 2004, (8):25- 30.

[ 3] 林东清.知识管理实务[ M] . 北京 : 电子工业出版社 , 2005.

( 责任编辑 : 胡俊健)

1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