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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著名学者彼得·德鲁克指出：“在新的经济体系内，知识并不是和人才、资本、土地相并列
的社会生产资源之一，而是唯一有意义的资源，其独到之处，正在于知识是资源的本身，而非仅是资
源的一种。
”特殊的资源呼唤特殊的管理方式，一种崭新的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由此应运而生。
知识管理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理论界的前沿研究领域，并将成为21世纪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指导理
论。
知识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将使未来社会中各种组织与个人的生存方式发生变化
。
　　“知识管理”不能仅仅理解为管理学新增加的内容，它意味着管理模式的彻底变革，这种变革首
先来自技术革命、竞争环境和经济运行的根本性变化，即知识经济。
这种新模式构成了管理方面一系列新概念，这些新概念渗透到管理的每一层次。
对于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关系，可以说，是知识经济催生了知识管理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并极大
地促进着这些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发育，使人们知识管理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知识经济更主要是理论层次上的研究，而知识管理则侧重于操作层次上的运用。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Peter M.Sen—ge）为代表的学者，已
经开始致力于学习型组织的研究。
1990年，圣吉的代表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在美国出版，它成为了知识管理
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除此之外，同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提出知识螺旋论的野中郁次郎、提出智力偏好论的多萝西·莱
昂纳多与苏姗·斯特劳斯提出双环学习论的克里斯·阿吉里斯。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IT技术的兴起与应用使知识管理的可操作性大为提高，知识管理的发
展进入了第二个全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推动者是国际知名的IT企业（如IBM和惠普）和咨询公司（如安达信与普华永道），
而一些世界顶级企业应用知识管理取得的成功（如通用和福特）也起到了相当有影响力的“标杆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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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管理是一门新兴但很有发展潜力的信息管理类课程，但目前市场上系统论述知识管理的教材很少
。
本书对知识管理的基本思想、理论和方法等进行系统全面、深入浅出的阐述。
本书分为四篇：第一篇总论（包括知识与知识管理、管理与知识管理）；第二篇对知识的管理（包括
知识的特性与流程、知识的流程管理、对知识进行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对知识进行管理的工具与案例
）；第三篇基于知识的企业管理（包括知识经济与企业管理、企业电子商务、虚拟企业、企业知识管
理案例）；第四篇对知识型组织的管理（包括知识型企业的管理模式、对学习型组织的管理、智力资
源管理、对知识型对象管理的案例）。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等相关专业高年级或研究生教材，
也可供各级政府、企业、高校和有关研究机构的学者、决策人员和管理及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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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践社区经常是围绕一些主题形成的，比如一门学科、一种工艺或一个生产过程。
人们加入社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共同兴趣，主要是希望能从社区中获得自己单独所无法取得的价值。
比如，一个多年未解的问题、实践操作中的难题，以及当前领域的新工具、新信息、新发展等。
这一切都使社区成员之间很容易进行公开交流。
　　公开交流经验，对现实问题的坦率和支持性的讨论，营造了一种在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信
任的感觉，从而自然引发合作欲望和分享知识的欲望。
当他们一起分享想法和经验时，就发展成为一种分享式的做事方式、一套共同的惯例和一个共同的愿
景，最终每人都会成为相互信任的群体中的一员。
　　定期互相帮助使社区成员更容易暴露他们自己的弱点，也促使成员更快地学习，并且在社区的“
公共空间”一起相互学习。
成员能主动尽快地学习，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要分享所学的知识，因为与别人分享知识时，会巩固自己
所学的知识并能获得新的启示。
分享知识能提高成员之间的信任感，并引发成员之间有意识地共同拥有知识和合作，这是建立长期信
任伙伴关系的基础。
　　在信任的基础上，社区成员通过频繁、双向的交流和合作，将形成共同的理解、新的协同作用、
新见地和创新，这既是一个知识转换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创造的过程。
当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社区中时，社区的知识就会出现“知识放大”，知识也就从个人水平上升到社区
水平或组织水平，甚至是不同组织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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