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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理论的情报学视角分析

摘　要　以情报科学原理对知识管理理论进行研究。指出情报学应走出理论研究的象牙塔 ,深入

企业进行实际应用的必要性 ,在网络环境下拓宽情报学研究内容的紧迫性 ,以及情报学由文献世

界向信息和知识世界导向的可能性。图 1。参考文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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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拟将目前有关知识管理的理论从情报学的

角度进行透视 ,以研究如何将情报学由“文献世界”导

向“信息世界”和“知识世界”,并对情报学如何由抽象

的理论向实际的应用转轨进行研究。

1 　知识管理理论的背景分析

纵观人类信息交流的历史 ,“信息管理”历经了 4

个阶段 :以记录型、印刷型文献为管理对象的文献管

理时期 ;以管理信息系统 ( MIS) 和办公自动化系统

(OA)的电子信息系统为象征的技术管理时期 ;以信

息资源要素为管理对象的信息资源管理时期 ;以创新

为出发点的知识管理时期 [1 ] 。显然 ,知识管理理论是

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而提出来的。同样 ,被称之为

“网络经济”和“注意力经济”的知识经济是以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和虚拟化的新信息技术为支持的。它

将新信息技术的宏观背景与知识经济的本质“创新”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从而与传统的就事论事的“信息

的收集、分析、整理与传递”有着逻辑定位上的本质区

别。因此 ,“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在网络环境下的

必然产物。它充分地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特

征 :信息化、柔性化、创新和适应性。

“知识经济”概念的正式提出是以 1994 年欧洲经

合组织 (OECD)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

为肇始的。该报告一扫以往单纯的线性认识 ,对“知

识”概念的本身做了全方位、立体的揭示 :事实性的知

识 (know2what knowledge) 、技能性的知识 ( know2how

knowledge) 、原理性的知识 ( know2why knowledge) 、人

力知识 (know2who knowledge) 。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

又加上了地理性知识 (know2where Knowledge)和时间

性知识 (know2when Knowledge) [2 ] 。可见 ,在这种“知

识”的立体结构背景下的“知识管理”本身就是要必不

可少地介入“智力活动”,以体现出创新、柔性和适应

性的管理特征。因此 ,作为“知识经济”时代客观存在

的“知识管理”的逻辑起点无疑应是对包括信息、知识

各种要素在内的所有智力资本进行综合决策并实施

管理。而这种决策和管理又以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

“创新”为体现的。

“创新”是指在技术方面提供与以往不同的新的

认识、新的概念、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新的产品、新的

艺术形象等[3 ] 。知识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不失为一种

创新型经济 ,国外大力发展新经济的事例已不胜枚

举。为了在 21 世纪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我国

政府特此制定了由“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知

识传播体系、技术应用体系”4 个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的子系统所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内外的事例

充分表明了“创新”作为知识经济“核心”的战略地位 ,

也凸现出这个时期里知识管理的显著特征 :以运用集

体智慧提高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为主旋律。为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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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知识管理这个中心 ,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更要捷足

先登满足这一要求 ,即知识管理是一个综合“创新”的

系统工程。

2 　知识管理理论的内容分析

2. 1 　知识管理的载体

知识管理是从传统的信息管理 ,特别是管理信息

系统 (MIS)和办公自动化系统 (OA)发展而来。目前 ,

实施、应用知识管理战略的机构主要以企业为主。企

业更具有参与知识管理全过程的条件 ,更何况知识管

理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我国独立于企业的

科研 ,实际上是孤立于市场的科研。这样的科研显然

无法与发达国家植根于企业的科研实力同日而语。

我国大范围的科技体制已经表明了知识创新、技术创

新企业化的趋势 ,从而也验证了企业乃是知识管理的

主要载体的分析。

2. 2 　知识管理的策略

知识管理的策略主要有 2 种 :法典编辑策略和人

格化策略[4 ] 。

所谓法典编辑策略是指知识与知识开发者的剥

离 ,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体或组织的目的 ,而

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成法典并存储于数

据库中 ,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的策略 ,该策略在剔

除掉客户敏感信息后 ,通过将文档中零碎的关键知

识 ,如面谈指导、工作日程、标靶数据和市场划分分析

等加以汇总并储存在电子知识库中从而创造出“知识

客体”。这种方法使许多人可以搜寻和提取经过编辑

的知识 ,而无需与最初的开发者接触。这就开辟了知

识的反复使用 ,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人格化策略是指知识与其开发者紧密地联结在

一起 ,知识主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接触来实现共享。

计算机在这类企业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

识 ,而不是储存。采用人格化策略的企业集中注意力

于个体间的对话 ,而不是数据库中的知识客体。这些

企业中 ,知识并未被编成法典 ,知识是在运用“头脑风

暴法”的研讨会上和一对一的交谈中发生转移。咨询

员通过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反复探究 ,从而集体获得更

深的领悟。这种“人际交流”系统 ,同样也是以先进的

网络技术为依托。

2. 3 　知识管理的要素

2. 3. 1 　内部知识的交流和共享系统

建立内部信息网以便于员工进行知识交流 ,利用

各种知识数据库、专利数据库存放和积累信息 ,从而

在企业内部营造有利于员工生成、交流和验证知识的

宽松环境 ,并制定激励政策鼓励员工进行知识交流 ,

通过放松对员工在知识应用方面的控制、鼓励员工在

企业内部进行个人创业来促进知识的生成。

2. 3. 2 　企业的外部知识管理系统

包括供应商、用户和竞争对手等利益相关者的动

向报告 ;专家、顾客意见的采集 ;员工情报报告系统 ;

行业领先者的最佳实践调查 (Benchmarking)等。

2. 3. 3 　个人与企业的知识生产系统

员工的创新能力是企业的一种特殊资源 ,企业应

该针对其在知识开发中的独特性 ,实行有效的、有针

对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根据员工在知识链中的作用 ,

可把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分成 5 类 ,即知识生产者、

知识商品化的倡导者、知识商品化的领导者、知识分

析者和幕后保护人 (Sponsors) 。

2. 3. 4 　管理企业的知识资产系统

包括知识资产 ;市场资产 ;知识产权资产 ;人力资

产 ;基础结构资产[5 ] 。

2. 4 　知识管理的目标

2. 4. 1 　创新

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以技术迅速变

化和产品周期不断缩短为特征的商业竞争中 ,创新往

往是保持长久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为此 ,要经常鼓

励和培育新思想、新主张。最大限度地把企业员工聚

集到献计献策和通力合作中来 ,共同创建新的产品和

服务 ,把创新作为协作技术的一个关键目标。

2. 4. 2 　反应能力

为了把突发事件对自身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和更快地解决客户提出的问题 ,以便帮助客户作出最

好的决断 ,就要求企业能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快速反

应 ,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2. 4. 3 　生产率

获取和共享最好的经验以及可重复使用的知识

资产 ,以便缩短循环时间 ,并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劳

动。生产率取决于对个人和群体创造的知识加以收

集、综合并提供给其他人再利用的程度。知识管理技

术必须向个人提供借以发现、挖掘和优化已创造的共

同知识的工具 ,并把它们应用于新过程 ,解决新问题。

2. 4. 4 　技能素质

一个企业要保持竞争力 ,就必须提高现有员工和

新雇用员工的技能素质和不断完善行业规范。成功

的知识管理要求一个企业或公司全力支持和促进这

种提高员工技能素质的学习 ,并使之制度化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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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知识主管的职责

诚如比尔·盖茨所言 ,知识管理不过是管理信息

流 ,把正确的信息传送给需要它的人 ,让他们迅速地

利用这些信息采取行动 ,其目的是提高企业的智商。

知识管理中 ,企业的知识主管 ( KEO)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制定知识政策、知识流有序流动、决策支持。

知识管理和信息管理虽然属于不同的管理科学

分支 ,但却经常结合在一起使用。如建数据库的工作

既可视为信息管理的任务 ,但它又是将个人知识转换

为集体知识的知识管理的工作。从知识管理的组成

部分 (知识系统、网络、知识工人、学习组织) 来看 ,知

识管理和信息管理也有较大程度上的兼容 [7 ] 。

3 　知识管理理论的情报学视角分析

以创新为目的、以知识流的有序化为过程的知识

管理理论在诸多方面与情报学不无“貌离神合”之处 ,

这些本质联系的揭示对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的发展大

有裨益。

3. 1 　人际情报交流系统的复归

众所周知 ,情报系统可以概分为正式情报交流系

统 (有正式载体)和非正式情报交流系统 (没有正式载

体的人际情报交流系统) 。在人类情报交流的历史长

河中 ,在期刊等文献正式出现之前 ,一直是非正式的

人际情报交流系统占据主潮的地位。即便在正式情

报交流系统出现之后 ,非正式情报交流系统也仍然发

挥着正式情报交流系统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 ,随

着社会的进步 ,特别是互联网络的发展 ,正式和非正

式情报交流系统的交融日甚。在知识管理理论中 ,为

了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 ,先进的人际交流网络系统变

得不可或缺了。如人格化策略中的“头脑风暴法”就

是典型的收集集体智慧的人际情报交流系统。知识

型组织的一个特点是组织内的“双向交流”,即上下级

之间毫无保留地就工作问题交换意见 ,这对组织的发

展和形成集体的凝聚力十分重要。因为这种“双向交

流”是创新性的思想火花产生的温床。显然 ,知识管

理的人际交流已离不开快捷的互联网络系统。正是

这种“沟通共识”的人际情报交流的介入 ,使信息管理

与知识管理产生了根本性的区别。在知识管理的理

论中 ,现代化的人际情报交流系统发挥出不同寻常的

新的“无形学院”的作用 ,为情报交流系统中的“人际

情报交流系统”带来了新的研究案例。

3. 2 　“知识流”有序化的进一步拓宽

知识管理的过程就是对知识流实施有序化的过

程。“有序化”是建立和维护情报系统的一个基本原

理[8 ] 。“知识流”有序化也是企业实施创新工程的一

个基础条件。“宇宙是同一个宇宙 ,原理是同一个原

理。”“知识流”有序化的过程与“情报”有序化过程有

着显著的相似之处。知识流有序化的过程如图 1。

→识别 →获取 →分解 →储存 →传递 →共享 →评价 →

↑　　　　　　　　　　　　　　　　　　　　　　　↓

图 1 　知识流有序化的过程

在知识流有序化的过程中 ,知识的加工是基础 ,

动态的评价、沟通是目的 ,从而在与特定过程的未知

单元进行动态匹配中进行创新。诚然 ,情报系统在具

备有序化的同时 ,亦应具备一定的序变能力 [9 ] 。而对

知识管理而言 ,这正是知识流有序化的目的的体现 ,

即提高企业适应外界条件变化的应变能力。从情报

科学原理的角度来看 ,知识管理理论与情报科学的基

本原理是完全吻合的了。这或许正是网络环境下情

报科学研究内容的拓宽。

3. 3 　“知识客体”的展延

按照知识管理的“法典编辑策略”,根据“反复使

用的经济学”原理 ,将全方位的操作手段所获得的知

识经过与开发者的剥离 ,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

体或组织的目的 ;而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

成法典并存储于数据库中 ,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

这样加工后的“知识客体”便“待字闺中”地存储在“知

识库”中了。这种没有自主性的“知识客体”与英国著

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的“世界 3”和“体外大脑”[10 ]理

论有着如出一辙的一致性 ,只不过明显地表明了情报

科学已由“世界 3”的文献世界向“知识客体”的信息

和知识世界导向的必要性。当年布鲁克斯对情报科

学作为“整个社会科学领袖”宏伟远景的预言在知识

经济时代的知识管理领域令人信服地言中了。

3. 4 　竞争情报的具体化

竞争情报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是一种动态、

目的性情报 ,是从竞争角度来观察 ,是对于竞争对手、

竞争环境、竞争策略的信息研究 ,是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手段 [11 ] 。挖掘竞争情报

也是知识管理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例如 ,情报

研究中成熟的竞争情报技术 Benchmarking 就体现了

具体化的知识管理的内容。该概念是指将本企业各

方面的状况与竞争对手或行业内外一流的企业进行

对照分析的过程 ,它是一种评价自身企业和研究其他

组织的手段 ,是将外部企业的成就业绩作为自身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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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发展目标并将外界的最佳做法移植到本企业的

一种方法。该方法的本质是企业创新前期的智力准

备 ,无疑是情报学理论在知识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3. 5 　情报学原则的体现

早在 335 年以前 ,世界上第 1 种期刊《学者周刊》

的创办者戴·萨罗曾用轻松的口吻谈及他办刊的目

的 :满足好奇心和提供一种不用花费多大力气便可获

得知识的手段。戴氏所言一语中的地刻划出情报学

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原则 :建立信息交流系统、提供

最小省力法则[12 ] 。通过对知识管理理论的研究 ,我

们同样会发现知识管理中的这一情报学的基本原则

的再现。以网络为技术依托的信息交流系统快捷、便

利地使人们“零距离、非摩擦地”获取所需信息 ,从而

使企业提高智商并全身心地投入创新活动。

通过以上对知识管理理论的背景、内容以及情报

学视角的新颖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知识管理理论中浓

重的情报学色彩。本文的研究旨在揭示出情报学应

走出理论研究的象牙之塔 ,对企业进行实际应用的必

要性、在网络环境下拓宽情报学研究内容的紧迫性 ,

以及情报学由文献世界向信息和知识世界转轨的可

能性进行深入研究 ,以便发挥知识管理的作用 ,并发

展情报科学。

参考文献

1 　卢共平 ,汪善建. 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 图书情报工作 ,

2000 (3)

2 　赵弘 ,郭继丰. 知识经济呼唤中国. 北京 :改革出版社 ,

1998

3 　刘思平 ,刘树武. 创造方法学.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

版社 ,1998

4 　杨杰. 知识管理的策略. http :/ / www. amteam. org/ a- km.

html

5 　孟凡强. 知识管理项目的分类. http :/ / www. amteam. org/

a- km. html

6 　王启智. Notes 的知识管理. http :/ / www. amteam. org/ a-

km. html

7 　Carl Gustay Johannse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in a

Knowledge Managemen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Documen2

tation , January 2000 ,56

8 　王崇德. 情报科学原理. 台北 :农业科学资料服务中心 ,

1991

9 　刘春茂. 试论情报系统的序变能力. 图书情报工作 ,1997

(4)

10 　B·C·布鲁克斯著 ;王崇德等译. 情报学基础 (四) . 情报科

学 ,1984 (5)

11 　张翠英. 我国竞争情报的发展战略. 情报学报 ,1999 (1)

12 　王崇德 ,刘春茂. 科技期刊综论. 哈尔滨 :情报科学杂志

社 ,1989

注　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刘春茂　天津师范大学信息产业学系副系主任、副教

授 ,出版专著 1 部 ,参加多项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 ,发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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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召开“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资源建设工作会议”

　　为推进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在新世纪的建设发

展 ,研究、部署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资源建设工作 ,

2000 年 12 月 17～19 日 ,由文化部组织 ,在海南省万

宁市召开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资源建设工作会

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厅领导、中国数字图

书馆工程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领导和全国省级公

共图书馆领导等 16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文化部副部长艾青春代表部党组作了《认清形

势 ,把握机遇 ,积极推进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资源建

设》的重要报告 ,国家图书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上海市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和辽宁省文化厅分别介绍了开

展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有关情况。

会议对《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一期规划

(2000 - 2005 年)》、《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资源建设的

有关意见》、《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资源加工首批推荐

使用的标准规范》和《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资源建设

中涉及著作权问题的有关建议》等文件进行了讨论。

(刘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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