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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管理已被公认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对企业知识生命周期各阶

段的各种知识运动形式进行分析 ,建立了贯穿企业知识生命周期全程的由 10 种知识流组成的企业知识流模型 ,提

出了基于知识流的企业知识管理目标是采取适当措施促进增值知识流、抑制减值知识流 ,使企业从知识资源中获

取最大价值的观点。然后利用该模型对一著名公司的知识管理案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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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管理已被公认是提高企

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然而 ,在实践中如何才能设计

出高效的知识管理解决方案却没有被一致认可的方

法。显然 ,要设计知识管理方案 ,不仅要了解知识的

静态特性 ,如显性、隐性、粘性、非排他性等 ,还需要

对知识的动态特性有全面认识。

对知识运动、知识流等问题 ,很多学者进行过研

究。Nonaka (1991) 研究了企业知识创造过程中隐

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问题 ,提出了包含隐性 —

隐性、隐性 —显性、显性 —显性、显性 —隐性等 4 种

运动形式的知识螺旋模型[1 ] 。文献 [ 2 ]将企业知识

流划分为两类 :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的知识流、企业

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知识流 ;钟琳将知识流划分为 3

种 :从外部环境流向组织的知识流、从组织流向组织

外部的知识流、组织内部的知识流[ 3 ] 。文献[4 ]关注

到知识运动流程 ,其流程模型是由知识获取、知识组

织、知识利用、知识创新等 4 个环节首尾相连构成的

环 。通过知识流程去分析问题 ,可以动态、连续地

看问题 ,但该模型没有包含知识的泄露、遗忘等知识

运动形式 ,因此仍难作为知识管理完整解决方案的

设计基点。

生命周期观点作为一个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工具

在很多领域都得到应用[6 ] ,在知识管理领域也不例

外。然而在如何理解知识生命周期的具体含义以及

如何划分知识生命周期的阶段问题上 ,却有多种不

同观点。文献[5 ]、[ 6 ]等从知识产生与扩散的视角

把知识生命周期定义为新知识从一个模糊的想法

(nebulous idea)到逐渐得到验证、澄清、使用、传播、

被他人接受、直到成为广被认可的常识 (common -

knowledge)的过程[5 ] ,文献[ 7 ]则从认识论角度把知

识在时间上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称为知识的生命周

期[7 ] ,显然后者视域更宽 ,但以上两种对知识生命周

期的理解都没考虑知识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文献

[8 ]从宏观、微观、量态 3 种角度给出了 3 种不同的

知识生命周期概念 ,其中的微观角度是将知识从在

企业中产生直到从企业消失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生

命周期 。

本文目标是识别企业的全部知识流 ,理清各知

识流之间关系 ,然后建立一个涵盖企业全部知识运

动形式的企业知识流模型。为免遗漏重要的知识运

动形式 ,作者首先研究了企业知识生命周期的定义

及阶段划分 ,然后顺着企业知识生命旅程对其生命

周期各阶段中的知识流进行逐一分析 ,建立了涵盖

企业全部知识运动形式的企业知识流模型 ,最后用

本文模型对一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

2 　企业知识生命周期

211 　企业知识生命周期的定义

企业知识是指企业记忆系统拥有的、企业可以

用来服务顾客、获得收益的知识。直观上看 ,一个知

识一旦进入企业记忆系统 ,就成为了企业的知识 ,则

该“企业知识”就诞生了 ,这是其生命的始点 ;而企业

知识一旦被企业遗忘 ,则该“企业知识”就消失了 ,这



是企业知识的生命终点 ,从这个角度讲 ,企业知识生

命周期就是从企业知识诞生到其生命终止之间的时

间间隔。然而 ,若这样定义企业知识生命周期 ,则忽

略了企业知识的“产生过程”,即从知识被企业模糊

地察觉[5 ] ,到被企业明确获得之间的过程 ,这中间包

含知识的学习过程和知识的探索发现过程。该过程

是企业知识从“孕育”到“出生”之间的必经阶段 ,理

应属于企业知识的生命周期 ,因此有如下定义。

企业知识生命周期是指 :从一个知识被企业模

糊了解 ,到其被企业明确掌握 ,并在企业内部传播 ,

直到知识被用于工作中为企业创造价值 ,然后随着

其创造价值的能力的逐渐降低而最终被企业遗忘的

整个时间间隔。它包含 4 个阶段 :初生期、成长期、

成熟期、衰退期 (见图 1) 。与文献 [ 8 ]不同的是 ,本

文考虑到企业知识来源不仅只有自我“构思”一个入

口 ,还有一个“学习”他人知识的入口。

图 1 　企业知识生命周期图

21111 　初生期 :知识获得阶段

为给顾客提供更好服务 ,企业必须拥有必要知

识。当企业知识的结构或存量达不到特定时期企业

战略、战术要求时 ,企业就需获取必要的知识。知识

获取有两种方式 :一是企业员工通过学习从企业外

部获得人类已有知识 ;二是企业自己发现知识 ,即员

工通过试验、观察、总结、分析、思考等方法 ,自己发

现新知识。不管通过哪种方式获得知识 ,都使企业

知识得以增加。经过这一阶段 ,外部知识变成了企

业知识的一部分 ,这是企业知识的“初生期”。

21112 　成长期 :知识记忆整合阶段

经过初生期 ,外部知识变成了企业知识的一部

分 ,但是这些新增的知识往往还只掌握在企业个别

员工大脑里 ,不便于企业其他员工的使用 ,也不便于

知识的长久保存 ;同时 ,新获得知识的员工自己对这

些新知识的理解也不够充分 ,还需要通过与其他员

工交流等方式 ,对这些知识进行验证、补充、整理、确

认。在这一阶段 ,企业通过对这些知识的编码、存

储、传播、共享、整合、提取等过程 ,使其由新知识达

到可以使用、便于使用的成熟状态 ,这一时期称为企

业知识的“成长期”。

2. 113 　成熟期 :知识使用阶段

经过前期各项工作 ,企业已经把有关知识运送

到了需要这些知识的工作岗位。而在本阶段 ,企业

相关人员把这些企业知识应用于工作中 ,使企业为

顾客提供出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知识的价值得以物

化到为顾客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而使企业获得超值

利润。这一阶段是企业知识生命周期中唯一可能为

企业带来正向现金流的阶段 (见图 2 中的“知识产出

曲线" ) ,是收获的阶段 ,因此 ,将其称为企业知识的

“成熟期”。

成熟期是企业知识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阶段 ,

前两个时期的知识获取、知识记忆整合 ,都是为这一

阶段服务的 ,因此这一阶段的工作做不好 ,前两个阶

段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图 2 　各时期企业知识投入、产出示意图

21114 　衰退期 :知识消失阶段

在成熟期末期 ,企业知识的价值已被充分挖掘 ,

此后其为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将会迅速降低 ,这是

企业知识进入衰退期的标志。在衰退期 ,企业知识

的创利能力进一步降低 ,当其创造的价值低于组织

持有这一知识的成本时 ,企业通常会选择让这些知

识自然遗忘或主动遗忘 ,最终使知识本体退出企业

记忆系统 ,结束其作为企业知识的整个生命周期。

所谓自然遗忘 ,是指企业对已无利用价值的知

识常采取的一种策略 ,即任由其在员工大脑中逐渐

淡忘 ,或任由离职员工带走这类知识 ,最终使企业失

去对这类知识的记忆。

主动遗忘是指对于那些企业不再需要 ,但竞争

对手却很需要的知识 ,企业采取的一种记忆清除方

式。如 :销毁相关文件 ,这不仅降低存储成本 ,而且

还可防止知识泄露 ;与员工签订永久保密协议 ,使其

即使离开公司也不得泄露此知识 ,直到其自然失去

对这些知识的记忆。

被动遗忘是指尚有较大利用价值的知识 ,因企

业管理不善而被提前遗忘 ,这是非正常遗忘。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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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辞职、文件档案意外毁损等都可造成这种被动

遗忘。需注意的是 ,被动遗忘可发生在知识生命周

期的任何阶段 ,就如生命体的死亡会突然降临一样。

企业所以让某些知识自然遗忘或主动遗忘 ,根

本原因是由于这些知识的价值降低了。以下原因会

造成知识价值降低 : ①知识被泄露给竞争对手 ,导致

企业无法获得来自于知识的超值利润 ; ②竞争对手

开发出了替代技术 ,使企业无法获得来自原技术的

超值利润 ; ③企业自己开发了更先进的替代技术 ,使

原有技术知识过时 ; ④其他原因等造成企业战略发

生变化 ,导致原有技术知识不再需要 ; ⑤实践证明了

原有知识是错误的。

价值衰退是导致知识本体退出的根本原因。对

于确有价值的知识 ,即使因意外造成被动遗忘 ,企业

也会通过重新学习等方式 ,找回丢失的记忆。

在导致知识价值衰退的 5 个原因中 ,第 2 - 5 条

是正常原因 ,并非企业工作失误所致。而第 1 条的

知识泄露则是企业知识管理工作不到位造成的。当

尚有较大利用价值的专有技术知识泄露给竞争对手

后 ,常可导致企业的技术含量高且获利丰厚的产品

迅速失去竞争优势。知识泄露后 ,尽管知识本体还

在企业内 ,但其价值却已经流走。

在衰退期 ,还有与遗忘、泄露不同的一种知识运

动形式 ,即知识溢出 ( Spillovers) 。知识溢出指的是

企业知识往企业外部周边环境的传播 ,其与知识泄

露相似的是 ,两者都是知识往外部流动 ;不同的是 ,

知识泄露是指对企业尚有重要价值的知识的外流 ,

而知识溢出是衰退期知识的外流 ,其不会对企业竞

争力产生危害。现实中 ,一些成熟期、甚至成长期的

知识也可能因各种原因散播到企业外部 ,但若散播

的只是知识碎片或外围知识 ,那么其对竞争对手不

会有直接帮助 ,因而也不损害本企业竞争力。

212 　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企业知识价值比较

企业知识对于企业的价值在知识生命周期的不

同阶段是不同的 ,因而发生在不同时期的知识被动

遗忘或知识泄露对企业造成的损失也不同。

在初生期及成长期的前期 ,知识刚进入企业不

久 ,人们对知识的理解不深 ,投入也不大 ,若知识在

这时被遗忘或泄露 ,企业虽有损失但还可忍受 ,因为

企业尚可调整部署予以补救。在成长期后期及成熟

期前期 ,人们对企业知识的认识已深刻全面 ,其在企

业内部也经过了充分的传播、整理 ,已经到了可以为

企业带来效益的时刻 ,这时其对企业价值达到最大 ,

若在这时出现知识遗忘或者泄露 ,则对企业伤害很

大 ,企业前期的巨大投入将无法收回成本。

在成熟期 ,知识投入使用 ,开始为企业源源不断

创造价值 ,企业在前期为学习、整合该知识投入的成

本得到补偿。但随时间推移 ,知识为企业创造超值

利润的能力会逐渐降低 ,到成熟期后期 ,知识为企业

创造价值的能力已很低 ,这时发生泄露或遗忘对企

业造成的损失很小。到衰退期 ,知识已完全不能为

企业创利 ,这时的遗忘及知识外流对企业毫无损失 ,

因此 ,企业往往任由这类知识溢出、或自然遗忘。

因此 ,同样是知识外流 ,发生在衰退期则是溢

出 ,是无害的 ,发生在前 3 期就是泄露 ,是有害的 ;同

样是知识遗忘 ,发生在衰退期则是自然遗忘 ,是无害

的 ,发生在前 3 期就是被动遗忘 ,是有害的。在全部

4 个阶段中 ,第 3 个阶段是企业知识的价值实现过

程 ,是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环节 ,而 1、2 阶段是第 3

阶段的准备 ,所以也很重要。因此 ,企业能否充分利

用知识为自己创造更多价值关键看前三个阶段的知

识管理工作是否有成效。

3 　企业知识流模型

以下对企业知识生命周期各阶段知识活动进行

分析 ,找出各阶段知识流 ,理清企业知识运动脉络 ,

并建立起高度抽象的基于企业知识生命周期的知识

流模型 ,见图 3、图 4。

图 3 　企业主干知识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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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第一阶段的知识流

第一阶段的任务是让企业获取必要的知识。知

识获取有两种方式 :一是企业员工通过学习从企业

外部获得人类已有知识 ;二是企业自己发现知识 ,即

企业员工通过观察、分析、思考、总结、试验、验证等

方法 ,自己发现新知识。注意 ,这里的知识发现并不

必是人类首次发现 ,只要是自己独立发现知识的行

为都可归为这类。这两种方式中都有知识流动 ,即 :

从外部知识库 A 到知识获得者 C 的“学习”知识流

A →C ;企业自己发现知识的过程可被认为是知识从

一个虚拟的未知知识库 B 转移到企业的过程 ,这时

的知识流动就是从虚拟知识库 B 到知识获得者 C

的“发现”知识流 B →C ,或称“创新”知识流。参见图

3 ,为突出重点 ,此图只绘制了生命周期前三个阶段

的知识流 ,这是知识管理工作的重点。

知识流 A →C 中包含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招聘

新员工进入企业时 ,新员工将部分外部知识带入企

业 ,这也是一种使企业“学习”新知识的方法 ,这在企

业从其他企业挖人才的时候表现得更明显。

312 　第二阶段的知识流

31211 　企业知识库的构成及特征

第一阶段获取的知识自然地进入企业记忆系

统 ———知识库。根据知识存储介质类型的不同 ,企

业知识库可分为两个子库 :由员工大脑作为存储介

质的隐性知识库 E 和由纸质或电磁介质等非人脑

存储介质作为记忆载体的显性知识库 D。

显性知识库中储存的是显性知识 ( explicit

knowledge) ,这是一种经过编码的 ,以文件、技术资

料、图书、档案等形式存在 ,组织成员可以方便读取

的知识形式 ;隐性知识库存储的主要是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dge) ,这是一种拥有者可以使用但却

难以言传他人的知识类型。

企业知识库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离散性 ,二是

动态性。

离散性是指企业知识是分散地保存在多个相互

分离的知识存储介质中。其中 ,显性知识是被分散

地保存在多个不同的文件、档案中 ;隐性知识是分散

地保存在多个独立的员工大脑中。企业知识库的离

散特征使得企业知识的提取过程复杂化。例如 ,常

有这种情况 ,即员工甲在工作中需要知识 K ,但知识

K却只存储于员工乙的大脑中。这时 ,虽然知识 K

已存于企业记忆系统中 ,但提取知识 K的过程却需

要经过知识 K从甲到乙的转移过程。

动态性主要是指企业隐性知识库的动态性。除

去寿命极短的组织 ,一般组织的成员会经常变动。

企业里常有员工退休、离职 ,也常招收新员工。每一

离职员工都会把自己大脑中的知识、经验等带走 ;同

时新员工又带来了他们头脑中的知识与经验。这说

明企业知识库中的内容总是不断变化的 ,这种变化

构成企业的经营风险 ,掌握企业核心知识的员工的

离职常会对组织造成很大危害。

31212 　记忆整合阶段的知识流

从进入知识库到使用前被从知识库中提取出

来 ,知识在记忆整合阶段共经过三个子过程 :第一是

存入过程 ,简称“记”;第二是储存过程 ,即知识的保

存、整合 ;第三是提取过程 ,简称“忆”。以下对此三

个子过程中的知识流进行分析 :

1)“记”:将知识存入知识库 ,含 1 种知识流。

知识获得者 C 将新获知识中的部分可编码知

识编码后存入内部显性知识库 D 的知识流 C →D。

因为此过程是一个知识外化过程 ,所以此处称其为

“外化”知识流 ;而其他新获知识 (包括不可编码的知

识 ,或虽可编码但尚未编码的知识)仍然储存在知识

获得者 C 自己的大脑中 ,这时 C 自动变身为企业隐

性知识库 E 的一个存储单元 ,不过这个变身过程只

是从 C 到 E 的角色变化 ,知识并无流动。

2)保存、整合 :

这一过程有两个任务 :一是将已经存入内部知

识库的知识妥善保存 ,避免组织失忆 ,并尽量降低知

识的长期保存成本 ;二是将内部知识库整合 ,使知识

处于更方便提取的状态。

为避免显性知识的组织失忆 ,需要对显性知识

库进行有效管理 ,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公司内的

各种文件、档案、软件等及时由专人收集、评价[ 8 ] 、整

理、备份、保管、定期更新等。在这种收集、整理的过

程中 ,显性知识的显性性质没有改变 ,只是保管者发

生变化 ,或保管状态发生变化 (如从无管理状态变到

有管理状态) 。这时的知识流是显性知识库内部的

一种知识流动 ,用符号 D1 →D2表示。

为避免员工离职等造成企业隐性知识的损失 ,

需把将要离职的员工 E 拥有的重要组织知识转存

入组织知识库其它存储单元 ,一种方法是让员工 E

将其拥有的公司仍需要的知识 K 编码存入企业显

性知识库 D ,这时知识流为 E →D ;另一方式是让其

将拥有的某些难以显性化的知识 K 直接转移给其

他员工 ,即 E1 →E2 ,这是一种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的直接转移。

为方便将来的知识提取 ,常需对企业知识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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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整合 ,即调整内部知识的存储方式、存储位置。这

包括四种知识流 ,即 E →D、D →E、E1 →E2 、D1 →D2 。

其中 , E →D、D →E 是存储方式的变化。E →D

指的是让员工将其某些隐性知识“外化”为显性知

识 ,以方便更多人学习使用 ;D →E 指的是员工学习

公司内部显性知识 ,比如阅读公司内部的档案资料、

研究报告等 ,将显性知识库中的企业知识“内化”为

自己的个人知识。通常 ,这种内部学习的成本低于

员工直接从外部知识库 A 获取知识的成本 ,比如 :

不必购置图书 ,知识针对性强 ,搜索成本小等。

E1 →E2 、D1 →D2 是存储位置的变化。E1 →E2

指的是隐性知识库 E 内部的员工 E1 把其隐性知识

转移给员工 E2 ,这时知识的隐性性质没有变 ,只是

增加了一个存储备份 ,这不仅可以降低员工离职造

成组织知识失忆的风险 ,也增加了将来知识提取的

途径 ,这有助于提高知识提取速度 ;D1 →D2 是指显

性知识的移动、复制 ,存储位置发生变化或增加 ,其

目的也是方便知识保存与提取 ,这种知识流类型称

为“融合”(Combination) 。

3)“忆”:这里专指需要知识的员工 F 从知识库

D 或 E 中提取知识 ,这有两种知识流动 :

从显性知识库 D 中提取知识 ,知识流为 :D →F ;

从隐性知识库 E 中提取知识 ,知识流为 : E →F。

有一常见情况 ,即知识使用者 F 本身就已经是

知识的拥有者 E ,即 E、F 同体 ,这时 ,知识使用者直

接从自己的大脑中提取知识 ,知识不用发生流动。

还有一种更极端但也常见的情况是 C、E、F 同

体 ,这相当于知识的学习、记忆、使用均是同一个人。

这种情况下 ,知识在企业内部不发生流动 ,因此效率

极高 ,但因知识存储备份少 ,所以因员工离职造成企

业知识被动遗忘的风险极大。

31213 　记忆整合阶段各相似知识流辨析 :

上面各知识流中 ,有几组知识流很相似 ,如 C →

D 与 E →D ,C →E、E1 →E2 与 E →F ,D →E 与 D →F。

其中 ,C →D 与 E →D 都是从隐性知识库到显性

知识库的知识流动 ,统称为“外化”( Externaliza2
tion) 。两者形式相似 ,都需要知识拥有者将知识编

码 ,然后存入显性知识库 D ,只是稍有区别 :C →D 中

的 C 的知识来自公司外部 ,是 C 通过学习他人或自

己探索发现获得的知识 , E →D 中 E 的知识原本就

来自公司内 ,两者获得知识的成本有差别 ,所以 ,在

激励其进行知识共享的时候 ,难度是不一样的。

C →E、E1 →E2 与 E →F ,三者都是隐性知识到

隐性知识的直接转移 ,形式相似 ,统称“群化”( So2

cialization) 。其间也有细微差别 :作为发送方的 C、

E( E1 ) ,其知识来源不同 ,所以往外贡献知识的意愿

有差别 ;作为接收方的 E ( E2 ) 、F ,其接收知识的直

接动机也有不同 , E 接收知识的时候并无直接的知

识应用目的 ,其获取知识的目的只是为将来可能的

工作需要做准备 (也可能是为将来跳槽做准备) 。但

是 ,由于人们往往无法预知将来工作的准确需要 ,所

以这种学习的针对性一般不强 ,这也导致其学习愿

望和学习效果的降低 ,而愿望降低又会进一步干扰

学习效果 ;而 E →F 是 F 因在工作中用到某些知识 ,

而自己又不了解这种知识的时候主动进行的一种知

识求助 ,此时 ,其学习愿望强烈、学习目的明确、学习

的针对性强 ,因此 ,其知识接收效果常会好于 C →E、

E1 →E2 中 E、E2 的知识接收效果。

D →E 与 D →F 的情况与上述讨论相似 ,其中 D

→F 的知识流动效果一般要好于 D →E。这两种知

识流都包含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过程 ,此

处统称为知识的“内化”( Internalization) 。

综上可知 ,第二阶段的知识流分为四大类 ,即 :

内化 ( Internalization) :D →E 与 D →F ;

外化 ( Externalization) :C →D 与 E →D ;

群化 (Socialization) :C →E、E1 →E2 与 E →F ;

融合 (Combination) :D1 →D2 。

这四种知识流的名称来源于 Nonaka 的知识螺

旋模型 SECI[1 ] 。需说明的是 Nonaka 认为这四个

过程是知识创造过程的基础 ,而本文是借用此四个

过程名称来表明企业内部知识整合中的四种知识流

动类型。当然 ,在此过程中 ,经过知识碰撞 ,某些员

工大脑中会产生新知识 K3 ,这是新知识 K3 的 B →

C 流 ,它已属于另一知识的运动流程。

313 　第三阶段的知识流

该阶段只有一种知识活动 ,即员工 F 在工作中

使用知识 K ,生产出产品 G ,并提交给顾客 (这里 ,产

品概念是广义的 ,包含服务。同时 ,顾客也是广义

的 ,可能是企业的客户 ,也可能仅是下一道工序) 。

在这一过程中 ,知识 K被员工 F 应用于产品 G的生

产中 ,产品 G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知识 K 的信息 ,这

可以视为知识 K从员工 F 流进了产品 G中 ,形成知

识流 F →G。同时 ,产品 G也因知识 F 的使用而价

值得到提升 ,因此 ,这一知识流也是把知识价值附加

进产品价值的过程 ,是知识的价值实现过程 ,本文把

这一知识流称为“使用”流。

知识“使用”流是被很多人忽视的。很多时候人

们有知识 ,但因组织的或个人的原因 ,而不能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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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肯去使用。作者认为 ,相比于被广泛推崇的“知

识创新”,“知识使用”才是整个知识运动流程中最应

关注的环节 ,如果没有这一知识流 ,知识价值得不到

实现 ,前面所有工作都毫无意义。从图 3 知 ,企业获

得知识有两条路径 :A →C、B →C ,企业不“创新”,但

仍可通过“学习”、“模仿”获得知识快速发展 ,而在使

用阶段则只有一条路径 : F →G ,如果企业忽视对知

识使用过程的管理 ,将使知识不能顺利转化为生产

力 ,知识价值得不到实现 ,企业必然失去竞争力。

314 　第四阶段的知识流

在衰退期 ,知识不能再为企业创造价值 ,企业知

识的生命逐渐到达终点。在此阶段 ,共有 3 种知识

流 :遗忘流、泄露流、溢出流。把这三种知识流补充

到前面的企业主干知识流模型 (图 3) ,就得到下面

的企业完全知识流模型 ,见图 4。

“遗忘”是知识获得过程的反过程 ,是企业知识

从企业记忆中消失的过程。如果虚拟出一个由被企

业遗忘的知识构成的知识库 I ,那么知识遗忘就可

被视为知识流向遗忘知识库 I。不管是显性知识 ,

还是隐性知识 ,都有可能被遗忘 ,因此这里有两个知

识流 ,即 D →I , E →I ,本文都统称为“遗忘”流。“遗

忘”流可细分为三种类型 :自然遗忘流、主动遗忘流、

被动遗忘流。其中的被动遗忘流对企业有害 ,是需

要尽力阻滞的知识流 ,其他两种遗忘流则无需管理。

图 4 　企业完全知识流模型

　　“泄露”知识流是指从企业流向竞争对手 H 的

知识流。它包括 :D →H、E →H、G→H。其中 G→H

用以表示竞争对手从企业销售出去的产品中通过反

向工程获得知识的知识流。“泄露”流会增加对手的

竞争力 ,并降低自身竞争力 ,这种此消彼长对企业损

害极大 ,因此 ,“泄露”流也是企业应极力阻滞的。

“溢出”知识流是由企业流向外部知识库 A 的

知识流。它包括 :D →A、E →A、G→A。溢出主要是

指企业自己“发现”的某些知识 K ,通过各种途径流

传到社会上 ,自然地成为人类知识库 A 的一部分 ,

这是一种正常的知识溢出过程 ,是企业对人类知识

库的回馈。D →A 指的是通过广告、公开发表的论

文、专利文件等形式溢出企业的知识流 ; E →A 是指

员工将工作中的获得的知识、经验在企业允许的情

况下向社会的传播 ; G →A 是指产品 G 中包含的知

识的向社会的溢出。溢出流对企业没有直接的损

害 ,但也不会带来直接利益 ,是一种通常不需要管理

的知识流。需注意的是 ,那种为树立企业形象获得

潜在收益而向社会传播知识的行为不属于普通的溢

出 ,而是属于有目的的知识“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几种流有可能同时发生。

比如 :当掌握核心知识的员工被人挖走 ,而该员工掌

握的企业知识在企业内无其他人掌握时 ,那么 ,这些

知识就在泄露的同时也被企业遗忘了 ,这种对企业

的双重打击是比较危险的。

4 　基于知识流的知识管理目标

在本文建立的企业完全知识流模型中 ,共有 10

种知识流 ,其中 7 种处于企业主干知识流程上 ,3 种

位于主干知识流程之外。

主干流程上的知识流要么是直接为企业创造价

值 (成熟期) ,要么是为创造价值做准备 (初生期、成

长期) ,总之都是与企业价值创造有关、对企业有利

的。因为这些知识流的最终运动结果是将知识价值

附加进产品价值 ,为产品增值 ,所以本文将其统称为

“增值流”。对于增值流 ,企业应采取措施促其流动。

位于主干流程之外的 3 种知识流都不会为企业

创造价值。其中的“泄露”、“被动遗忘”知识流不仅

不会为企业创造效益 ,而且还会造成企业知识资产

的流失 ,是企业应加以阻止的知识流 ,这些知识流可

被称为“减值流”;而“溢出”、“自然遗忘”、“主动遗

忘”等知识流则对企业既无利也无害 ,因此可称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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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值流”。对于减值流 ,企业应该阻滞其流动 ,对于

零值流则不需要刻意去阻止或者促进。

从知识流的角度看 ,知识管理的目标就是采取

适当措施促进增值知识流、抑制减值知识流 ,使企业

从企业知识资源中获取最大价值。

5 　案例分析

中国惠普是在国内最早开展知识管理的公司之

一 ,从 2001 年开始 ,中国惠普就进行了多项知识管

理实践和探索 ,并在国内最早设立了 C KO 职务 ,但

仅过 2 年 ,中国惠普就取消了 C KO 一职 ,考核、验

收知识管理效果的机构也被撤消 ,其大部分的“知识

管理的举措和活动”处于停顿[13 ] 。以下用本文提出

的知识流模型对该公司知识管理工作进行探讨 :

511 　各种措施

在知识管理活动期间 ,该公司采取的措施包

括[9 ] - [13 ] :

(1)成立读书会。员工按兴趣自愿组成读书会 ,

员工分头读 ,读后再用十分钟给小组成员讲。每个

小组每月都要推荐出最值得阅读的 10 本书 ,书的扉

页会附上看过以及推荐这本书的员工的评语。书评

要说明 :你从这本书里学到什么 ,给大家的启发是什

么。写了书评的书 ,3 个月后公司给予报销书费。

公司期望 ,阅览室里每本书都有书评 ,大家一看就知

书上说的是什么 ,使大家在短时间内吸收更多知识。

(2)小组讨论。每小组自报题目 ,准备内容 ,然

后演讲、讨论 1～2 小时。公司 C KO 期望通过这种

形式 ,让员工养成善于表现自己、以提升在组织内影

响力的习惯 ,从而在公司内形成共享知识的氛围。

(3) 内部培训。成立内部商学院 ,开展各种培

训。

(4)案例库。以 IT 手段建立案例知识库 ,供员

工在发展客户时借鉴和作为展示范例。

(5)自学网页。在内部设有自学网页 ,供员工自

学、检查自己在业务上的掌握程度。

(6)科研记录本。要求员工把研究过程中的所

思所想记录下来 ,离开公司前上交公司 ,并不得缺

页。

(7)设立专门机构 ———知识管理委员会。其作

用是 :建立公司知识管理框架 ,遴选、评估、实施项

目。成员来自生产、行政、财务、人事等各部门。

512 　对各种措施的分析

(1)读书会

措施内容 :报销书费、写书评、提供阅览室。

作用阶段 :A →C、C →D、D →E

分析 :报销书费有助于员工获取外部知识 ,让员

工写书评是令员工将知识编码存入显性知识库 D

的过程 ,而阅览室则为员工获取显性知识提供了方

便。

(2)小组讨论

作用阶段 : E1 →E2

分析 :是员工之间的隐性知识的交流 ,属于 E1

→E2 阶段 ;另外 ,交流过程中员工可能产生灵感 ,发

现新知识 ,所以 ,该措施部分起到 B →C 的作用。

(3)内部培训

作用阶段 : E1 →E2 、D →E

分析 :提供内部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流动平台。

(4)案例库

作用阶段 :C( E) →D ,D →F

分析 :案例制作是 C 或 E 将隐性知识编码存入

显性知识库 D 的过程 ;案例阅读是员工 F 为发展客

户而从内部知识库 D 中获取知识的过程。IT 手段

建立的案例库为上述两知识流提供了方便。

(5)自学网页

作用阶段 :D →E ,D →F

分析 :类似案例库 ,便于员工学习显性知识。

(6)科研记录本

作用阶段 :C →D ,E →I ,D →H

分析 :让员工把自己的知识编码 ,存入显性知识

库 D ;这也防止了企业知识的被动遗忘 E →I ;科研

记录本不能缺页的要求 ,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知

识泄露流 D →H。

(7) C KO 及知识管理委员会

作用阶段 :公司所有知识的全流程

分析 :C KO 的设置及知识管理委员的成立理论

上为全公司知识管理工作提供了组织支持 ,但由其

采取的 (1) —(6) 条措施可以看出 ,其作用仅限于这

些措施涉及的知识流 ,并未覆盖企业的全部知识流。

5. 3 　案例总结

从上面分析可知 ,虽然该公司已有多项知识管

理措施 ,但这些措施大多针对知识生命周期第二阶

段的知识流 ,如读书会、小组讨论、内部培训、案例

库、自学网页等 ;部分措施涉及到第一阶段的知识

流 ,如读书会 ,但措施主要是针对该阶段的“学习”知

识流 ,而对“创新”知识流没有显见的措施 ;部分措施

涉及到第四阶段的知识流 ,如科研记录本。但是 ,上

述所有措施均未涉及到第三阶段的知识“使用”流 ,

从作者掌握的中国惠普公开资料中 ,也未见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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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知识应用的潜在措施。作者认为 ,对这一知

识流的管理上的“疏忽”可能是该公司知识管理出现

“停顿”的重要原因。因为知识“使用”是知识价值得

以实现的唯一手段 ,在此阶段不采取管理措施 ,知识

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就可能得不到有效发挥 ,知

识管理也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10 ]行为。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企业知识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各种知

识运动形式进行分析 ,建立了贯穿企业知识生命周

期全程的由 10 种知识流组成的企业知识流模型 ,提

出了知识管理就是采取适当措施促进增值知识流、

抑制减值知识流 ,使企业从知识资源中获取最大价

值的观点。并利用该模型对一著名公司的知识管理

案例进行研究 ,探讨了该公司知识管理实践“停顿”

的原因。本文的知识流模型涵盖了企业所有的知识

运动形式 ,学习、创新、知识共享、隐性与显性知识的

转化、知识存储、知识索引、知识使用、知识保密等各

种企业知识工作都被融合进该模型中 ,各知识活动

相互间的关系在该模型中都清晰可见。此知识流模

型的最大特点是其对知识生命周期的全程覆盖性 ,

这对于实践中知识管理战略、策略的制定 ,知识管理

解决方案的设计 ,知识管理措施有效性的评估等工

作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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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nowledge Flow Model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Knowledge Life Cycle

WANG Zhao2xiang1 ,2 , 　CAI Chen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80 , China ;

2.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 At t he times of knowledge economy , knowledge management has been accepted as an important

met hod to enhance t he enterp rise competence. Having analyzed all kinds of knowledge movement s in t he

Enterp rise Knowledge Life Cycle ( E KL C) , t he aut hor established an Enterp rise Knowledge Flow Model

with 10 knowledge flows , which covers all periods of the E KL C. This article also illust rated t hat the ob2
ject of t he knowledge management based on E KL C is to get t he maximum profit f rom t he knowledge by

promoting the increment flows and retarding t he devaluation flows by proper met hods. At last , t he paper

analyses a knowledge management case of a famous company.

Key words : knowledge flow ; knowledge life cycle ; knowledge management ; knowledge flow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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