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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动态知识

集成优化管理能力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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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集成在企业已经得到成功的运用，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已经引起了项目管理界的高度

关注。知识集成以及组织知识集成能力已是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迫切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处于刚刚起

步阶段。论文以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集成优化能力模型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刻分析了知识获取、

知识转化、知识应用等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知识集成过程，并引入知识“场”分析其对知识共享的作用机

理，以及信息技术、组织氛围、领导支持等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知识集成影响环境，建立了特大型科技（工

程）项目组织知识集成优化能力模型。该模型对于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如期实施，优化工程项目的资源，

提高项目管理的成功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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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神州飞船、

天宫一号、青藏铁路工程、京沪高铁等特大型研发

（工程）建设项目开始相继问世。大型研发或工

程建设项目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知识管理贯

彻大型工程项目的始终。首先，特大型工程项目

建设周期长，一般建设周期为几年到十几年，甚至

几十年。由于如此长的实施周期，不可预见性因

素增多，增加了知识管理的难度。其次，特大型工

程项目一般地理跨度较大，项目参与方较多，不利

于项目知识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转移和运

用。最后，这些特大型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运

用到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催生了大量新

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集

成优化并运用于其他项目实施过程中去。因此，

研究特大型研发（工程）项目知识集成优化能力

能够有效的管理项目知识，优化特大型研发（工

程）项目的资源，增强项目管理的执行能力。

知识集成最早出现在对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

中，Ｇｒａｎｔ认为每个员工的知识是有限的，企业应
当集成每一个员工的专业知识［１］。Ｈｕａｎｇ认为知
识集成是通过组织间的社会互动、信念共享以及

持续构建、连接和重新定义的过程［２］。Ｇａｎｘｄ和
Ｎａｙｙａｒ认为知识集成促进组织不同层面知识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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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组合和整合［３］。佟泽华认为知识集成是知识

主体将相关的组织内外部分散的、单一的、不同层

次的知识，利用合理有效的方法进行集成、整合，

并产生新知识，以使企业不断保持竞争优势［４］。

Ｂｏｅｒ（１９９１）、Ｋｏｇｕｔ＆Ｚａｎｄｅｒ（１９９２）和 Ｔｅｅｃｅ
（１９９７）认为知识集成能力是系统化能力、社会化
能力以及合作化能力的综合［５］。陈福添认为可

以通过知识获取能力、知识转化能力、知识转移能

力、知识运用能力和知识保护能力来衡量知识集

成效果［６］。陈力认为知识集成能力可以分解为

吸收、共享、系统化和发展四种子能力［７］。张小

娣认为ＩＴ能力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的集成能力有
着重要的影响作用［８］。王娟茹认为团队文化和

知识特征对知识集成能力有着显著的正影响作

用［９］。综上所述，上述研究在企业知识管理中分

别针对知识集成能力的研究从知识集成过程和影

响知识集成能力因素两个视角开展了研究，取得

了水平比较高的研究成果，但是未将两者综合起

来开展研究。因此，这些成果也未针对特大型科

技（工程）项目的特点，研究特大型科技（工程）项

目知识集成优化能力问题。

论文以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集

成优化能力模型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特大型工

程项目的特点，深刻分析了知识获取、知识转化、

知识应用等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知识集成过

程，引入知识“场”并分析其对知识共享的作用机

理，以及信息技术、组织氛围、领导支持等特大型

科技（工程）项目知识集成影响环境，建立了特大

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集成优化能力模型。

该模型对于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如期实施，优

化工程项目的资源，提高项目管理的成功率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２　知识“场”的引入

“场”的概念起源于物理学，最先用来描述电

磁现象。由于知识具有流动性，并且在时间和空

间上分布不均匀，具备了“场”的特征，因此便将

“场”引入到知识管理中［１０］。在大型科技（工程）

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知识“场”的特征。特大

型科技（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也需要获取知

识，同时也需要将项目产生的新知识向外扩散，以

保证这些新知识的价值得到实现。特大型科技

（工程）项目这一特征与场的聚集、扩散效应相吻

合，其知识“场”是促进知识流动和转化的中介，

具有以下特征：

（１）由于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内部知
识分布的不均匀，导致了知识“场”内部存在位势

特征。低位势对应的一般是较低层次的知识，而高

位势对应的则一般是较高层次的知识［１１］。由于能

量总是由高位势向低位势转化，其结果会驱动知

识从较高层次的知识转变为较低层次的知识。

图１　大型科技项目知识“场”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Ｓ＆Ｔ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场”
是开放复杂系统，需要与组织外部进行知识和能

量的交换。

（３）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场”
是动态的，其知识作为知识载体在知识“场”内不

断流动，其动态特征驱使了特大型科技（工程）项

目知识在项目内部充分的传递和共享。

知识“场”牵引着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

知识不断从工程项目组织外部流向内部，从高级

流向低级，加速了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

识集成的速率，提高了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

织知识集成的效率。

３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动态
知识集成优化管理能力模型建立

３．１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集成能力
形成过程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集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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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过程可以分为知识获取、知识转化和知识应

用三个过程。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获取能力

从项目团队获取内部知识能力、获取外部知识能

力以及知识获取的意愿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内部

信息主要包括项目的财务状况、项目的执行进度、

风险控制等项目信息，也包括项目团队成员已拥

有的知识储备。项目内部信息获取能力主要是指

项目信息能够有效的被项目团队每一位成员获

取，项目团队成员储备的知识技能能够被充分的

挖掘并成为组织所有。外部信息主要包含政治、

经济、文化等这样的宏观信息，也包括项目实施有

关的新技术、新产品等信息。项目团队应该是一

个学习型的组织，注重对外部知识的获取，扩充知

识储备量。项目团队成员即是知识的载体，也是

知识的传播者，成员对于知识获取的意愿，很大程

度影响了知识获取的效率。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转化包含

了知识共享、知识的创造等一列重要活动。本论

文结合大型工程项目的特点，并引入个人、团队维

度，建立了大型工程项目知识转化模型，见图２所
示。成员个体的知识是知识的来源和最终归宿。

个人的隐性知识通过“师徒”传授方式成为团队

的隐性知识。在对团队隐性知识的运用工程中，

不断的对隐性知识进行识别、编码、归纳并标准

化，最终形成项目团队的显性知识。将项目团队

的显性知识通过培训的方式转化给新成员，成为

成员个体的显性知识。个体再对显性知识的学

习、应用过程中，并融入自身的知识结构，形成新

的隐性知识。项目组织内的知识转化过程，能够

充分挖掘项目成员的知识并形成项目团队知识，

同时也不会因为项目成员的离开造成巨大影响，

很好的弥补了项目团队不稳定性的缺点。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的应用是

知识集成的最终目的。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

组织层面中的知识在应用层集中地与外界环境进

行交互影响，实现知识的应用，对项目的执行与质

量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在本文中，将应用层的能

力归纳为感知能力、吸收能力、整合能力以及配置

能力等四个能力。由于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

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不能否

认外部环境对于科技（工程）项目组织层面知识

图２　大型工程项目知识转化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ＴＰｒｏｊｅｃｔ

集成优化能力的影响。在知识应用层中的感知能

力是指科技（工程）项目组织层面为了应对内外

环境变化的挑战，能够及时、高效、准确地感知到

来自各方环境变化的趋势、程度及影响的能力。

知识的吸收能力是指科技（工程）项目组织层面

在工程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引导之下，根据运用感

知能力所感知到的内外环境变化所引起的潜在的

威胁与机会，对于外部知识进行有目的的获取以

及吸收，同时将这些外部知识转化为科技（工程）

项目的内部的知识以及技能。知识的整合能力就

是指科技（工程）项目组织层面针对项目的内部

与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所引起的潜在的威胁与

机会，有目的根据项目内部已有的知识和外部

获取的知识进行分类、整理和归纳的能力。配

置能力是知识应用层的最后一种能力，它主要

是指科技（工程）项目组织层面在工程最终目标

的引导下，依据通过感知能力所获得的潜在的

威胁与机会，针对项目组织的成员进行合理的

安排，使得科技（工程）项目的各个部门都具有相

应的解决潜在风险的能力与知识，做到能够及时

地抓住机会、把风险降到最低，达到保持良好的竞

争优势的能力。

３．２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集成能力
形成过程的螺旋上升驱动机理

　在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内部的知识传
递过程中，知识以知识“场”为传输介质，在“场”

势的作用下，驱动着科技项目内外部知识从较高

层次的知识向较低层次的知识转化，呈现“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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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动态状态趋势，动态特征驱使了特大型

科技（工程）项目知识在项目内部充分的传递和

共享。因此，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在

获取阶段、转化阶段和应用阶段存在着螺旋上升

的特征。在知识的获取阶段，项目团队一开始收

集了大量数据，数据经过有效的处理后变成信息，

信息进一步的提炼、升华并融入专家的推论变成了

知识。在知识的转化阶段，知识从个人隐性知识通

过传授成为团队隐性知识，团队隐性知识通过标准

化成为团队的显性知识，团队显性知识通过培训成

为其他个人的显性知识，其他个人的显性知识通过

总结又成为本身的隐性知识。项目知识在转化过

程中，不断的螺旋上升。在知识的应用阶段，项目

团队通过感知到项目外部环境的变换，不断将新

的知识吸收到项目组织，并进行归纳整理，形成项

目有用知识并应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

图３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场”分布图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综上所述，在项目知识的获取阶段、转化阶

段、应用阶段，项目知识都呈螺旋上升的特性，驱

动着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集成能力

形成过程也是呈现螺旋式上升。项目知识在螺旋

上升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升和精炼，项目知识也从

初级知识转化为更高级的知识。

３．３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集成能力
形成的外部环境

　　本文认为信息技术能力、组织结构、领导支

持、组织氛围是影响科技工程项目知识集成的四

个环境因素。信息技术能力主要是指信息技术平

台建设情况。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地理分布

广泛以及多组织参与特征，需要人们利用各种信

息技术，包括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数据库、大

数据等进行知识的收集和转化。传统的组织机

构，按职能划分部门，各部门都专注于特定的技

能，不利于知识在组织内流通。另外，在传统项目

组织中，知识按权利层级向上集成，高层次知识始

终集于决策者一身，不利于员工知识的成长。对

于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应建立扁平的组织结

构，并进行适当的分权，这样才能够促进项目团队

内部的知识进行充分的共享，降低因为人员流失

带来的影响。组织氛围主要是指要建立一个员工

相互信任、相互学习的项目组织。员工的相互信

任使得员工能够乐于分享，这样就能够大大的促

进项目内部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递和转化。

任何一个好的决策，都是在领导的支持下，才能顺

利的开展下去，因此，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知

识集成优化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３．４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动态知识集成
优化管理能力模型的构建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场”是由
于组织知识的动态性、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导致

组织知识内部存在位势特征，以及组织与其外部

进行知识和能量的交换，从而驱使特大型科技

（工程）项目知识在项目内外部充分的传递和共

享。因此，在项目知识的获取阶段、转化阶段、应

用阶段，项目知识都呈螺旋上升特性。

知识获取能力是在组织知识“场”的作用下

迅速捕获组织内外部信息知识的能力，是由获取

内部知识能力、外部知识能力、知识获取的意愿等

方面能力组成的。获取内部知识能力旨在充分挖

掘项目组织内部信息，如项目进展报告信息、项目

成员信息等。获取外部知识能力旨在吸收外部与

项目有关的信息，是由项目所处政治环境、项目周

边环境信息、与项目相关新技术等组成的。项目

组织对知识的获取意愿是项目组织知识获取能力

的驱动力，决定了项目组织知识获取能力的发挥。

知识的转化能力是在组织知识“场”的作用

下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

的相互转换的能力。其过程包括社会化过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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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外行过程（隐性知识到显性

知识）、组合过程（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内外过

程（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１０］。

知识运用能力是在组织知识“场”的作用下，

主要通过知识感知能力、知识吸收能力、知识整合

能力和知识配置能力衡量达到只是有效运用的能

力。知识感知能力是指能准确地把握项目组织内

外部知识变化的流动趋势，及时捕获知识流向。

知识吸收能力是指及时的吸收外部复杂环境变化

下的动态知识、以及吸收并转为内部的知识的能

力。知识整合能力是指分类、整理和归纳项目内

部已有的知识和外部获取的知识的能力。知识的

配置能力是指科学合理、集成优化配置组织已有

知识。

同时，在研究项目组织知识集成优化管理能

力时，还应充分考虑知识集成优化管理环境，如组

织结构、领导支持、信息技术等。扁平化的组织结

构更能适合项目组织知识集成，领导支持能够使

组织知识集成在项目组织内更好的开展，信息技

术是组织开展知识集成的高级工具。

在项目组织动态知识集成优化管理能力模型

中，较高层级相对于较低层级，主要有以下三个变

化：（１）一些处于较低水平的知识集成优化管理
能力提高；（２）出现了一些新的知识集成优化管
理能力；（３）知识集成优化管理环境得到了改善。

从知识的获取、知识的转化到知识的应用，项

目知识的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并且项目知识呈

螺旋上升态势。同时，在工程项目知识集成模型

中，引入知识“场”作为知识共享和交流的介质，

并考虑知识集成影响环境，最终研究提出了复杂

动态环境下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集

成优化管理能力模型见如图４所示。

图４　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知识集成优化管理能力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Ｓ＆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

４　结语

本文针对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

集成优化管理能力模型，研究讨论了复杂动态环

境下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识获取、知识

转化、知识应用等大型工程项目知识集成过程，借

鉴知识“场”研究了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织知

识共享的作用机理，认为大型工程项目组织内部

知识分布的不均匀，导致了知识“场”内部存在位

势特征，大型工程项目组织知识“场”是开放复杂

系统，并同时需要与组织外部进行知识和能量的

交换，而且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知识作为载体

在知识“场”内不断流动，驱使了大型工程项目知

识在项目内部充分的传递和共享。基于此，本论

文将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将知识集成过程分

为知识获取、知识转化和知识应用三个层次，并且

认为知识螺旋上升结构从知识的转化延伸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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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取和知识应用整个大型工程项目知识集成过

程中；同时，还分析研究了影响大型工程项目组织

知识集成管理能力环境因素，研究认为信息技术

能力、组织结构、领导支持、组织氛围是影响工程

项目知识集成的四个环境主要因素，并进一步提

出了复杂动态环境下特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组

织动态知识集成优化管理能力模型。该模型对于

特大型工程项目如期实施，优化工程项目的资源，

提高项目管理的成功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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