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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了
更充分的认识。
目前涌现出的对知识管理的热情和兴趣，是与新兴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后工业时代经济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
　　知识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企业保持强大竞争力的源泉。
在企业内部，知识管理的应用和研究日渐兴盛。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知识的获取、创造及应用是发展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
纽约一家调查机构和美国管理协会最近调查显示：72％的欧洲公司在进行某种知识管理活动，近80％
的跨国公司已经实施知识管理。
　　每个企业的管理者都想用现有的资源去创造最大的价值，关键不仅要提高员工的才能，而且更需
要提高整个企业的才能。
另外，企业还要能够挖掘员工的经验，运用经验，激发员工不断创造新的知识。
知识很重要，所以知识管理要有一个方向的引导。
知识管理的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合适的知识提供给最合适的人，从而创造价值。
所以要系统地按照规则需要、客户需要，把知识最快速地传递给客户。
　　之所以要进行知识管理，是因为生产要素变化了、转移了。
到了20世纪末，最珍贵的生产要素变成了知识。
而知识是由人产生的，劳动者本身具有这种生产要素，因此要对这种生产要素——知识加以管理。
　　物质资料的生产三要素——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不断变化。
　　劳动者：从体力为主到体力与脑力结合，有些行业更是以脑力为主；　　劳动资料：从人类最早
只使用简单工具到后来逐渐使用机械、电器以至大量使用计算机：　　劳动对象：主要是以自然物为
对象逐渐转变为更多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人工物，而现在更多的是一些软产品，如软件、信息等。
　　所有这些新的变化使我们对知识及其管理内容的理解也有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就是要求知识管理的内容更广，处理速度更快、更精确，还要更具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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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管理》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知识管理的有关内容，包括知识管理的发展情况、知识管理的主
要理论、知识管理系统、知识管理工具、知识的创造、综合集成与知识科学以及若干知识管理案例。
其中，综合集成与知识科学、知识管理工具中某些方法是目前国内外较新的研究成果。
《知识管理》是作者根据近年来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研究生和MBA班的学员授课教材编写
而成，其中有些内容也是作者及其同事们近年来从事有关综合集成方法和知识科学研究的成果。
《知识管理》适用于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统工程、知识管理等相关领域的师生、研究人员与实践工作
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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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知识管理的主要理论内容　　2.1　知识管理的主要学派与理论　　知识管理活动有着悠
久的历史，但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或一个学科的现代知识管理活动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萌芽并在80年代
后逐渐形成的(Grover and Davenport2001；查尔斯·德普雷和丹尼尔·肖维尔2004)。
知识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主要有美国管理学教授德鲁克、瑞典企业家和财经分析家卡尔·
爱立克·斯威比、日本管理学教授野中郁次郎和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达文波特，他们对知识管理理论
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并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1．德鲁克的知识型组织理论　　德鲁克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和百科全书式的管理理
论大师，他的远见卓识对20世纪的管理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德鲁克是最早感知和预言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人，他在1998年1—2月号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
《新型组织的出现》论文中，基于20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依赖于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
这个事实，提出了21世纪最大的管理挑战是如何提高知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他的著作对管理者理解与认识知识经济、接受知识管理及现代知识管理的研究和实践都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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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管理》是关于介绍“知识管理”的教学用书，书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知识管理的有关内容
，包括知识管理的发展情况、知识管理的主要理论、知识管理系统、知识管理工具、知识的创造、综
合集成与知识科学以及若干知识管理案例。
 《知识管理》适用于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统工程、知识管理等相关领域的师生、研究人员与实践工作
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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