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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被引频次最高的 30 个作者的共被引分析, 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示国外知识管理领域的主要流

派。对该领域的技术流派、行为流派及经济流派进行深入研究, 分析其代表人物和高被引频次文献, 以了解知

识管理领域潜在的学科结构和力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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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methods of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veal the

schools of though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broad1As a result, the author co- citation map formed by the

top 30 most cited authors reveals that there are 3 main sub-disciplines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analyses its representative authors and highly cited articl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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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被引关系网络中, 作者数量和结构方式的变化可作为判断学科变化动态的一个依据。以文献的作者为基

本单元建立共被引关系, 使为数众多的作者通过被引证的关系聚集成一个个学科群体, 形成学科群体网络, 从而

反映学科专业人员之间的联系和结构特点, 并反映出他们所从事的学科专业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变化趋势。通过

作者共被引分析, 微观上能够揭示某些学科间的相互交叉和依赖关系, 宏观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学体系的

学科构成和结构特征。通过有共被引关系的学科群体在数量、结构方式等方面的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学科

的分化、渗透和综合趋势, 进而可追踪学科发展的过程及趋势
[ 1] [2] [ 3]

。

为了形象揭示知识管理的流派划分情况, 了解知识管理潜在的学科结构及其力量分布, 本文借助科学知识图

谱和信息可视化技术, 将知识管理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以可视化的图像直观地展示出来[4] [ 5] [ 6]。

1  知识管理领域研究流派

在知识管理的形成发展过程中, 一段时期内研究领域相似的研究人员形成了不同流派的学术群体, 推动着知

识管理不同分支领域的衍生与发展。迈克尔 #厄尔归纳出 7种知识管理学派, 即体系学派、地图学派、工程学派、

商业学派、组织学派、空间学派、战略学派, 它们又分别属于技术、经济和行为三大流派, 这是目前划分知识管

理流派最佳的体系。台湾学者陈建志对此进行了归纳, 得到表 1
[7]
:

表 1  知识管理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流派 分支流派 关注焦点 实现目标 IT 主要贡献 管理哲学

技术流派

系统学派 技术 知识库 知识库系统 编码

地图学派 地图 知识目录 目录 联系

工程学派或

流程学派
流程 知识流 共享知识库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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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 分支流派 关注焦点 实现目标 IT 主要贡献 管理哲学

经济流派 商业学派 收入 知识资产 智力资产注册和处理系统 商业化

行为流派

组织学派 网络 知识池 群件、内部网 合作

空间学派 空间 知识交换 获取和表现工具 密切联系

策略学派 思想库 知识能力 折衷 (各种科技、系统工具的混和) 意识

2  知识管理研究流派的可视化研究

本文数据来自 SCI数据库, 以 / knowledge management0 为主题词, 在 1998- 2007 年间共检索到2 243篇论

文。分析的基本数据单元包括作者姓名、标题、摘要、日期、文献类型、地址及引文 ( author names, title,

abstract, date, document type, addresses, cited references)。通过引文分析发现, 在 1998- 2007年间共有

1 101位作者被引证, 总的被引证频次为23 832次, 平均每位作者被引频次 211 65 次; 在这一庞大的被引作者群中,

被引频次超过 90次以上 (不含 90) 的作者共有 30位, 总被引频次为5 102次, 占总被引频次的 211 41%, 平均每

位高被引频次作者被引频次为 175193 次。高被引频次证明这些作者对知识管理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他们所代表的学术群体推动了知识管理不同流派的衍生与发展, 堪称知识管理各个流派的领军人物。

对被引频次最高的 30个作者做共引分析, 得到这 30 个作者的共被引矩阵, 利用多维尺度分析 ( MDS) 功能

绘制出共引图谱, 得到图 1, 借助因子分析划分出代表不同研究方向的 3 个研究群体, 形成表 2:

图 1  1998- 2007 年知识管理主要流派知识图谱

图 1显示的结果与迈克尔 #厄尔对知识管理主要流派的经验性的界定基本一致。知识管理按作者聚集度与群

体影响力形成了 3大主要流派: 技术流派、行为流派、经济流派, 代表了知识管理最活跃的学术研究群体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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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8- 2007 年知识管理主要流派主成分分析结果

作者 技术流派 行为流派 经济流派

SPENDER JC

WENGER_ E

STEWART TA

SIMON _ HA

WIIG _ KM

TEECE _ DJ

ZACK _ MH

RUGGLES R

OLEARY DE

DAVENPORT T

ODELL _C

BROWN_ JS

ORLIKOWSKI WJ

POLANYI M

ARGYRIS C

NONAKA _ I

COHEN_ WM

ABECKER A

LIEBOWITZ J

HOLSAPPLE CW

GRUBER TR

HUBER_ GP

LEONARDBARTOND

DRUCKER PF

HANSEN MT

KOGUT _ B

MALHOTRA Y

GRANT _ RM

ALAVI _ M

DAVENPORT TH

01 318527438

- 01 821086309

- 01 529005896

01 917016384

01 909132714

01 908108781

01 902825891

01 902269442

01 898034082

01 885917391

01 885851957

01 874264428

- 01 87145455

01 859902281

- 01 858559471

01 849827276

01 81076983

- 01 799921118

- 01 73975774

- 01 673074689

- 01 602676696

01 374441647

01 391224745

01 477757654

01 356951761

01 56597188

- 01 453191153

- 01 513888809

01 822083531

01 77917333

01 75692095

01 720260821

01 71923969

01 713346213

01 708413624

01 681826834

01 680468921

01 512762591

  表 2列出了知识管理主要流派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数值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因子贡献越大, 负号表示在相反的

象限。从表中可以看出, 行为流派的学者占绝大多数, 说明 1998- 2007年间知识管理对行为流派的研究更为关

注。其次是经济流派, 此流派的人数占三分之一, 说明知识管理现在已经逐渐走向应用阶段, 即开始迈向追求价

值的阶段。技术流派的人数较少, 表明为知识管理而进行的技术储备已经基本完成。

3  知识管理研究各流派的代表人物
311  技术流派

技术流派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知识管理系统。表 3 中列出了技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从中看出, 1998- 2007

年间关于技术方面的高被引文献数目较少, 表明在 1998年之前, 知识管理在技术方面的准备已经逐渐完善, 能够

为之后的知识管理实践应用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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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技术流派代表人物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

因子负载 作者 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章题目 发表年代

- 01 82109 ALAVI M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 nd Resea rch Issues
2001

Computer- media ted coll aborati ve lea rning: An empiri ca l eva luation 1994

ma na gement systems: issues, chal lenges, a nd benefi ts 1999

Using IT to reengineer business education: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coll aborati ve telelearning
1995

- 01 52901 DAVENPORT TH

Working knowledge: how organiza tions manage what they know 2000

Process Innovation: Reengineering Work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993

Working knowledge 1998

The New Industria l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Process Redesign
1990

Put ting the enterprise into the enterprise system 1998

312  行为流派

行为流派是最古老的知识管理流派, 研究领域最宽广, 研究队伍最为庞大, 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该流派的研

究人员来自众多的学科领域, 其主要贡献在于区分了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 开创性地提出了组织学习理论, 为各

类组织的建设、完善和运行提供了理论支持。从图1 和表 4中可以看出, 1998- 2007 年10 年间行为流派的高被引

频次的文献数目很多。从这些文献的内容上看, 侧重研究的是知识管理在企业和公司的实际应用。

表 4 行为流派代表人物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

因子负载 作者 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章题目 发表年代

01 917016384 SPENDER JC

Ma king knowledge the ba sis of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firm 1996

Knowledge and the firm: overview 1996

Indust ry recipes: 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 nd sources of managerial

judgement
1989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lea rning and memory: three concepts in

sea rch of a theory
1996

Compet iti ve a dva nta ge from ta ci t knowledge? Unpa cking the concept

and its strategic impl ications
1996

01 909133 WENGER E

Situated Lea rning: Legi tima te Peripheral Parti cipation 1991

Communit 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 ning, a nd Identi ty 1999

Culti va ting Communi ties of Practi ce: A Guide to Managing Knowledge 2002

Communit ies of Practice: The Organiza tional Frontier 2000

Ar tificia l Intell igence and Tutoring Systems 2004

01 908108781 STEWART TA

Intel lectual capita l: the new wealth of orga ni zations 1997

The Wea lth of Knowledge: Intel lectua l Capi tal and the Twenty - fi rst

Century Orga ni zat ion
2001

Your compa nyps most va luable asset: intellectual capi tal 1994

17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  



因子负载 作者 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章题目 发表年代

01 902825891 SIMON HA

Organizations 1958

The Sciences of the Art ificia l 1996

Human problemsolving 1972

Administra tive beha vior 1976

A beha 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1955

313  经济流派

经济流派主要侧重关注求得经济的效益, 即如何更好地取得优势利益。该流派认为, 知识管理其实只是观察

商业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帮助认识谁和什么是公司真正的资源, 正如企业的设备、机器、资金和人力资源一样,

企业的知识资产也同样需要管理以取得最大的投资回报。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流派, 近年来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代表人物如表 5:

表 5 经济流派代表人物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

因子负载 作者 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章题目 发表年代

01 779173 HOLSAPPLE CW

Foundations of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1981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A Knowledge- Ba sed Approa ch 1996

A col la bora tive a pproa ch to ontology design 2002

The knowledge cha in model : a cti vi ties for compet itiveness 2001

An investigat ion of fa 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ma na gement of

knowledge in orga ni zations
2000

01 71924 LEONARDBARTON D

Core capa bili ties a nd core rigidities: A para dox in ma na 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1992

Wel lsprings of Knowledge: Bui lding and Sustaining the Sources of

Innovation
1995

Implementation as mutual a daptation of technology a nd

organization
1988

The Factory as a Leea rning La bora tory 2000

01 708414 HANSEN MT

Whatps Your Stra tegy For Ma na ging Knowledge? 2005

The Sea rch- Tra nsfer Problem: The Role of Weak Ties in Sharing

Knowledge a cross Organi zation Subunits1
1999

Knowledge Networks 2002

The Red Queen in Organiza tional Evolution 1996

  从作者共引分析的知识图谱中, 清楚地看出可视化的结果与经验性的结论基本一致。1998- 2007 十年间, 以

上三个流派的发展各有千秋。但总体上来看, 技术流派最为完善, 行为流派也储备了大量经验和理论的知识, 经

济流派在实践广泛应用中最为活跃, 也最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知识管理已经逐步向追求经济价值转化。在这一过

程中, 技术流派和行为流派为经济流派做了雄厚的基础准备。

应该看到, 这些流派的划分是相对的。各流派的理论观点虽然有区别, 但共性的内容也很多, 更多的是一种

互补关系。事实上, 有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跨越两个或者多个流派。总之, 知识管理领域正在随知识管理各流派的

发展而逐渐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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