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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识 经济的实质 ，就是作为人 类智力资本 的知识 ，成 为了经济发展 的直接推动 力。它对 处于知识 经济时代 的企业 

管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那就是，企业必须做好知识管理。基于此，本文界定了知识管理的基本概念和企业进行知识管理的 

组织基础 ，提出企业根据 自身实际，建立有效的知识管理体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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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nowledge 818 a human capital has become an immediat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This constitutes the 

essenee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Kn owledge economy gives a new challenge to the business management，that is，businesses have to per— 

form their knowledge management works．This paper，based upon this assumption，defines the basic concep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ts 

organizational requirements，and pmposes an effectiv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to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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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知识管理 的基本概 念 

知识 管理 概念 的提 出，至 今不过 十来年 的时间 。同其 它 

理论一样 ，知识管理也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与准备。早 

在 7O年代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 ．德鲁克指出，未来的典型的 

企业 ，是基于知识 的企 业 。这 些企 业 的员 工 ，将 不再 主要 以 

体力劳动为主，而是以知识工人为主。德鲁克将这种企业称 

为基于资讯的企业。这预示了企业组织必须面对知识管理。 

1986年，美国管理咨询专家卡尔 ．威格在联合国劳工组织 

召开的瑞士会议上，首先创造了知识管理这个词(Knowledge Man— 

agement； )，正式提出了知识管理的概念，所下的定义是：KM 

是系统的、明确地，有意识地构建、更新、应用知识，实现企业的知 

识相关的效能最大化 ，让企业从知识资产 中获取最大的收益。 

进入 9o年代，特别是知识经济概念提出后，企业知识管 

理引起 了各 国管理学家的密切 注意 ，对 知识管理 的有关特 点 

的研究也随之步步深入，其结果首先体现在知识管理的定 

义。下面试举 几例 ： 

企业的集体技能可以驻留于信息库 、文件或人脑中。知 

识管理就是获取企业的集体技能，并将这些技能分配到最能 

为企业 产生最大回报的地方 (希巴德，1997)。 

KM意味着把正确 的知识 在正 确的 时间交 给正 确 的人 ， 

使之能做出最好的决策(佩蒂拉斯，1996)。 

KM涉及的是对现有的与必需的知识的鉴别与分析，并 

对开发知识的活动进行规划与控制，实现企业组织的目标(梅 

欣托什，1996)。 

知识管理指的是用系统 的方法去发现、理解和使用知 

识 ，创造价值 (粤德尔，1996)。 

KM是把企业知识明确地加以控制与管理的活动，目的 

是实现企业的目标(范·德尔·斯伯克 1997)。 

KM是对能创造新的能力的经验、知识和技能加以正式 

化并予以利用，使之能产生更好的业绩、能鼓励创新与增加 

客户价值(贝克曼，1997)。 

综合上述各国管理学家对知识管理的定义，我们理解知 

识管理就是用系统的方法有效地获取企业组织的智力资本， 

并对其进行开发、利用、规划和控制，从而更好地实现企业组 

织 的 目标 。 

为什么管理学家对企业知识管 理产生如 此浓厚 的兴趣 ? 

知识管理的重要性何在?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认识知识 

及知识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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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经济正在经历重大 的转 变 ，这 种转 变的第一 个重要 

标志是经济全球化。由于电脑技术 、生物技术、通讯技术和 

交通等高科技的迅猛发展，造成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大大 

增强 ，全球经济 出现一体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产 

品、服务、人员、技术和观念可以自由地跨越地理边界自由流 

动。在 目前阶段，人为的障碍，例如关税等正 日益减少，世界 

各国的产品与服务的交换，呈现相对 自由流动的趋势。经济 

全球化给企业所造成的压力更加明显，意味着企业竞争不仅 

会局限于国内，还必然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展开。在竞争 

烈度得以强化的国际市场环境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变 

得尤为重要。企业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增强自身对新环 

境的适应性 ，着眼于不断创新。企业的集体技能的发掘与应 

用，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经济转型的另 一个 明显 特 征是经 济 增长 方式 变化 。传 

统的以产品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正在变为以高技能、高技术 

为基础的服务经济增长方式。服务经济部分无论是从其在 

本国 GDP中所占的比重 ，从吸收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从不断创新、开发、挖掘和满足新的市场需求等等方面都早 

已超过传统制造业和资源提取业，成为主导和控制一国经济 

的朝阳产业。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0EcD)对其成员 

国的统计显示了这种转变。自6o年代以来 ，服务价格相对于 

工业价格上涨了 3倍。作为 OECD国家之一的美国，在这方 

面的变化最 为明显。服务经济在美 国 GDP中所 占的 比重 ，已 

从 50％跃升到80％，其中63％属于高技能范围。按照世界银 

行的统计，全球 64％的财富由“人力资本”创造。麦金西咨询 

公司预计，美国80％的工作本质上属于“脑力工作”。那怕是 

传统的制造业，目前 已基本上为高技术主宰。 

经济转型所造 成 的直接 结果 是 知识 经济 出现 。知识经 

济实质上是作为人类智力资本的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 

推动力 ．知识与 资本 、自然 资源 和劳力 一样 ，成为 了最基本 的 

经济资源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代替 了其他经济资源(迈克尔 

．J．伊尔，等 ，2000)。整个世界 的经济 ，正在实现 “从体力向脑力 

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变”(彼得·德鲁克，1993)。 

需要 特别指 出的是 ，知 识经 济所 指 的知 识 ，不是 一般 意 

义上的知识，不是柏拉图时代那种用于“修炼 自身”，追求个 

人的智力、道德与精神升华的知识，不是逻辑 、语法与修辞， 

也不是知天命识天道 ，更不是学而优则仕 的知识，而是作为 

一 种资本或资源 ，可直接投入商业的或产业的转换过程，产 

出更高价值的产品与服务的那种个人的或组织的智慧资产， 

包括信息、技术、关系、知识产权和企业核心能力等各个方 

面。它本身具有价值 ，可以直接用于商业交换。 

知识经济的出现 ，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纵观人类经 

济发展的过程 ，人类经济所取 得的任何具 有里 程碑意 义的进 

步，都是知识这种经济因素付诸于企业实践后产生的后果。 

中国的四大发明，航海术 、蒸汽机，现代的电力、通讯和电脑 

的出现 。无不重塑 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轮廓，为经济发展指示 

了新的走向。或者说，掀起了一次次新的经济创新高潮。对 

企业而言，每一次新知识的大规模应用所带来的经济大发 

展 ，都对企业的 组织形 式 、产 品／服务 的 开发 与更 新 ，以及整 

个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不同的是，历史上人类 

应用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是无法与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相比 

的，因而知识经济对 今天的企 业管理 ，便形 成 了空前 的压 力 。 

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若要求得生存 

与发展，唯有创新，而创新的基础是知识。知识是企业保持 

长期竞争优势的唯一确定的源泉。在知识经济的环境里，企 

业管理所面临的新挑战就是怎样有效地获取和利用企业组 

织 的智力资本 ，为 更好地 实现企 业组 织 的 目标服务 ，企业 必 

须搞好知识管理。 

二 、知识管理 的基础是学 习型 组织 

知识管理是对企业 内一切与知识相关的企业活动、项 

目、计划和政策的系统的与明确的控制与管理，其组织基础 

是学习型的组织，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管理效能最大，个人 

与组织的知识才能有效地被创造和开发，为企业带来最大的 

收益 。 

创造与开发企业与企业员工的智力资本即知识，实质上 

是企业进行知识创新。新知识总是首先由某人创立或拥有。 

再通过某种机制 ，个人对企业有用 的新知识便 转化成 为组 织 

的有价值的知识。反之，组织所拥有的知识，又不断地启发 

个人进行知识创新。在这 样的反复转 化过程 中 ，个人与 组织 

不停地实现自我更新。日本管理学家野中(1991)描述了企业 

创造新知识活动的基本模式为：(1)非系统非正式的个人知 

识之间的传输；(2)系统的正式的知识之间的传输 ；(3)非系 

统非正式的知识向系统的正式的知识传输；(4)系统的正式 

的知识向非系统的非正式的知识传输。两大类知识 的传输 

产生动态交互作用，呈现螺旋上升态势。企业创新知识的过 

程需要所有员工的积极参与，而不能仅仅看成是某项专业活 

动。如何让每一个员工都积极地参与企业知识创新，让每个 

人都成为知识工人，并以这样的行为方式与存在方式立足于 

企业 ，是企业 人力资 源开发 战略 的 中心任 务 ，更是 企业 知 识 

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企业知识创新 ，进行知识管理的最佳环境是学 习型组 

织。在学习型组织里，“员工不断地增强创造他们 自己真正 

想获得的那些结果的能力，新的开阔的思维方式得 以培养 ， 

集体的灵感得以自由闪现，员工孜孜不倦地学习如何共同学 

习。”(彼得·圣吉，1990)。学 习型 组织是 极善 创造 、获 取和在 组 

织内部传播知识的组织 ，是极善根据新知识与新的发现改进 

自身行为的组 织。组织 学 习意味着 不 断地 根据 新知 识 和对 

新事物的理解改进 自己行 为的过程。美国管理学家大卫 ． 

加尔文(1993)认为 ，学 习型组 织不应仅 仅作 为一种 理念 存在 ， 

而且应该具有操作性。他通过对施乐等公 司创建学习型组 

织的实践，总结出要建立真正的学习型组织，必须解决三大 

基本问题 ： 

第一，充分理解学习型组织的真正含义(Meaning)。对 

此，他提出学习型组织必须具备可行动性、易于应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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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良好 的管 理 (Management)。即必 须给学 习 型组 织 

设计出一整套可明确地具体指导实践的操作性建议。 

第三 ，有 效的测评 (Measurement)。就是说 ，必须要有 一整 

套检验指标与工具，检测企业学习的速度与程度，确保组织 

实际得到增益 。 

为此，他将组织学 习具体化为五个方面：精于系统地解 

决问题；敢于用新方法进行实验；温故知新；博采众长 ；能高 

效地将新知识在整个组织内传播。 

其中，系统地解决组织面临的问题最为重要 ，其重要性不 

但体现在它是组织学习所要达到的根本 目的，而且还在于对 

我国的企业解决 自己面临的问题有借鉴意义。客观地说，我 

国多数企业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并努 

力寻求有何方法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欠缺的恰好在于如何 

系统地解决组织的问题。对企业而言，不能只提出某种思路， 

或是停留在泛泛议论的层次，我们实实在在地需要的是一整 

套系统化、具体化 、程序化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方案。为此， 

有必要介绍美国施乐公司解决组织面临的问题的六步骤：其 

一

，寻找并选择 公司需 要解决 的 问题 ，即公 司要改 变什么 ；其 

二。分析问题 ，即什么因素阻挡公司达到理想状况；其三，制定 

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如何解决 问题；其四，选择与计划解决问 

题的最佳方案，即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其五，执行方案， 

即公司是否在按照计划行事；其六，评估执行结果，即方案是 

否有效解决 了组织想要 解决 的 问题 。解 决问题 的这六步 骤， 

都要求用数据而非 单纯 的假设判 断组织 是否面 临问题 ，要用 

科学的方法与 工具诊断组织的问题 和解决组织 的问题 。 

由于学习型组织是企业进行知识创新与管理的最佳组 

织环境，因而建立学习型组织给管理层提出了全新的任务： 

首先，要求管理层从思想上认识到组织学习不是可有可无的 

东西，不是走过场 ，而是事关大局 ，建立 自己企业的核心能 

力，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可缺少的一环。它要求管理层收 

起架子，以团队普通一员的平等身份(而不是高人一等的“老 

板”)虚心 听取 员工 ，尤其是基 层员 工的意见 ，做 到广开言路 ， 

择善从流。在企业里创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 

者足戒的氛围，以利于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其次，管理 

层必须制 定__：系列有助 于员工学 习 的培训 计划与 项 目，实施 

智力投资。学习计划与项 目必须内容实在，措施具体，具有 

可操作性 、可管理性 和可检测性，使员工想学习、能学习，会 

学习。将个人的知识与经验，转化成为整个组织 的有用信 

息，成为组织的智力资本，实现个人与组织 的不断更新。再 

次 ，学习型组织 的一个基 本特点是组 织 内部 的信息 能上下左 

右 自由流动 ，这 就要求 管理 层必 须打 破部 门界 限 ，让知 识 与 

信息能在各个部门之间自由流通，鼓励观点交流，促进非系 

统非正式的个人知识与系统的正式的知识之间的相互沟通 

与融会，而不是让各个部 门各 自为政，相互封锁，导致整个管 

理层与部门员工处于信息盲区。 

三、知识管理在企业的具体运用 ． 

企业实施知识管理的具体方式并无一定之规，这是因为 

企业千差万别，条件不同，基础不一。但总的原则是企业知 

识管理必须适配企业的总体战略与经营战略，服务于企业的 

战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达到企业 目标。因此，企业知识管 

理的目标是有效地开发并充分利用企业的个人与组织的知 

识资产，为企业创造最大的收益。 

开发企业知识的途径是组织学习，而利用企业知识则指 

的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将知识应用于企业实践，使之以最佳的 

形式体现知识的价值，从而为企业带来最大的效益。贝克曼 

从知识管理 的过程 的角度 ，提 出 了知识 管理 的八个 阶段 ：其 

一

。确 定企业核心能 力，制定 知识来 源战略 ，划 定知识 管理范 

围，这是辨识阶段。其二，将现存知识正式化，此为获取知识阶 

段。其三，评估知识及其价值，去除相互冲突的知识，此为选择 

阶段。其四，储存知识阶段。其五，将知识传输给使用者，称为 

共享阶段。其六，在决策、解决问题与工作中使用知识，此为使 

用阶段 。其七 ，通过科研 、实验和创造性思维发现新知识 ，即创 

新阶段 ；其八，出售知识产品与服务，这是销售阶段。 

从技术的角度，贝尔曼认为企业知识管理离不开信息技 

术(IT)，他认 为企 业 的知识 管理应有 如下 基础设 施 ：其一 ，Irr 

基础设施与标准；其二，Irr平台：电脑硬件；其三，通讯：数据、 

声音、网络和保密；其四，界面；其五，数据／资讯；其六，软件 

应用 ：办公自动化与集合软件、交易系统、过程模型与模拟 、 

决策支持系统与执行信息系统、功能信息系统，包括：财务 、 

营销、制造，人力 资源管理、IS、智能系统，包括：专 家系统 

(Es)、机器学习(ML)，知识发现(KD)和综合业绩支持系统 

(IPss)；其七，用户支持系统。 

企业如何 进 行知 识 管理 没有 统 一 的方 法 ，也 不可 能 统 

一

。 然而有效 的企 业知 识管理必 定是 在有 效 的企业 战 略统 

筹下 ，通过制定正确的知识管理战 略进行 管理 。有必要 指 出 

的是，知识管理一定是在服务于企业整体战略，致力于实现 

企业总体目标的架构体系中创造和增加价值。知识管理追 

求更加健全的企业知识结构，更加完善的职能管理，更加适 

应市场需求变化的产品研制与开发能力，更高质量与柔性的 

运作系统，更能使顾客满意的销售与服务体系。在很大程度 

上 ，这一切取决于企业最高管理层 的观念 和知识 水平 。企业 

可以配置专门的知识管理官员(cK0)，也可以购置昂贵的 IT 

硬件，然而，如果企业的最高管理层缺少知识，或不重视知 

识 ，看不见知识 的重要作用 ，因循守 旧 ，思想僵 化 ，显 然 ，企 业 

的知识管理无从谈起 。正因为如此 ，德鲁 克给知 识经济 时代 

的企业管理者下 了新定 义 ：“企业 管 理者是 对 知识 的应用 与 

绩效负责的人。”由此认定，企业能否进行知识管理，能否做 

知识管理 ，系于企业是 否由知识 管理者在治理。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