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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知识经济 时代 经营的企业需有不同亍以往任何时代的企业的新逻辑．本文将 这一新 

逻辑概括为以知识和 学习为基础 ，并以地质史上的“造山运动”作比．对新企业观进行了全面框 

架性 的研 究．新企业观的理论基础是知识与学习理论 新企业组织的典型模 式是 团队型组擐 ， 

管理 的实质在于通过知识的转化和联合获得能力提升，经营逻辑追求知识超越 ，从而全面回答 

了以知识和学 习为基础 的企业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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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l 996年 OECD发表《以知汉为基础的经济 ； 

为题的报告(简称 OECI)报告 )，系统地讨论 了知 

识经济的含义和发展趋势 ，知识经济正式 浮出水 

面．该报告总体上将知识经济视为 一种正在到米 

的经济形态．作为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 高技 

术产业 ．对美 国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已从 1 061 

1 96j年的约 ，升至 1 9q6年的约 33 ．美同 

认为其 自 90年代以来 出现的持续适度增长的“新 

经济”即为知识经济 ，对此，美国总统克林顿在 并 

话中多次提到．OEC1)报告还指出．建设周家创新 

体系对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认为企业在 

国家创新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波特教授在其 

名著《国家竞争优势》中．也指【}I国家竞争优势的 

基础在于企业竞争优势 ．总之。尽管对“新经济” 

具体特征的理解存在差异 ．但在“新经济”作为 · 

个与以往任何经济形态性质迥异的耘的经济形态 

这一基本内涵上各国已形成共识． 

为成功应对知识经济挑战，企业需要形成新 

的经营管理逻辑 。即新理 台的支持．这种新理论应 

能成功回答 以下问题 ：(1)新企业观的理论基础? 

(2 J新型企业组织模 型怎样?(3)企业经营管理的 

新逻辑是什么?国内外文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 

究．关于新的企业逻辑。文Is]提出“创造知识的公 

司”的新概念．文：‘]则提出一个运转良好的知识 

组织的四个关键组成部分 ，它们组成了其所谓的 

“深奥的知识体系”．对于新的企业组织观 ，集 中体 

现在概括了新企业特征的各种概念上 ，说法很多， 

是从不同角度考察的结果，如文[53提出的学习 

组织．文[6：提出的知识联网、动态协作的虚拟企 

业．文[7：提出的类似原子结构的“适应眭组织”的 

知识框架 ．文[8]的关于“知 汉型企业”的简单描 

述 ．及从战略角度在 1 994年提 出理想的多元化公 

司应该是“树形 组织 。．等等．在新的企业逻辑基 

础上，如何有效地开展企业经营管理活动 ．在经营 

战 略方面。最富有启发意义 的是“有限相 关多元 

化”战略 ．文[1 2]提出了“知识联盟”问题，而文 

[-3则从企业竞争力角度创造了“核心知识竞争 

力”概念 在企业管理的总体方面．文Is-在较为抽 

象刊原则性层 面 以五项修炼—— 自我超越、心 

智模式、共 同愿景 、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揭 开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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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组织”的管理意蕴 ．之后全面探讨新型企 

业组织的著作包括《第五代管理 ．该著作对建罄 

于动态协作和知识联网基础上的虚拟企业的新的 

管理模式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作了全而的阐 

述 ．文E72所提出的”知识原型“和 学 和 『一作 

理论框架”构筑了管理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并结 

合安达信／APEC的组织 的知识管理模型对其所 

谓的“适应性组织 ”的管理作出了全面而独到的分 

析 对企业管理 的局部内容的众多研究中，较突出 

的是野中几次郎在 l 991年发表于 HBR的 创造 

知识的公司 一文 ，该文就其所认为的 知识刨造 

作为一个使默示知识明示化的过程”以 从掘沌到 

概念”概括了其管理含义 另⋯个出色的分析是 

文：3]中对创造性领导的内涵所作的引人人胜的 

分析 

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已大大丰富了企业 

新观念及经 营管理的含义．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 

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企业新逻辑以知识和学习为 

基础，可形象地以地质史上的“造山运动”作比． 

1 “造 山”：企业新逻辑的形象比喻 

从演进的观点看．企业的目标在于生存与发 

展．实际 七，生存与发展是统一的，在生存竞争中． 

只有发展了才能生存，要生存就必须能发展．企业 

的发展观也就是企业的成长论．传统物质经济中 

强调企业的经营管理须以宴体产品为中心、建立 

企业的层级管理架构，根据产品特点开展营销 ，依 

据产业和本企业的产品状况采取适 当的竞争战略 

来寻求竞争优势．这些看法集中体现在以往通行 

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 中，如罗宾斯 的《管理学≥(第 

四版)、菲利普 ·科特勒的《营销管理 ：分析 、计l划、 

执行和控制 》(第九版)、波特 的《竞争战略 ≥和≤竞 

争优势》等．这些论著突出地反映了对证业的机械 

系统观的理解．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中，这种逻 

辑难以为企业 的经营管理提供有效的指导．基于 

知识的企业需要新的模型 ，这种新 的模型是以知 

识为驱动的、以人为中心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营 

的企业需要新的逻辑．这种新的逻辑以知 只为基 

础 ，以学习为动力．因而是 以人为中心的．以知识 

和学习为基础的企业是机能健全 的有机 系统．它 

们努力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寻求与变化着的环 

境的动态适应．这一企业新逻辑可以形象地 以地 

质史上的山脉的形成．即史称的“造山运动”作 

比--．企业 的“造山”逻辑可以形象地以图 1表不． 

图 l 造山 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的新逻辑 

地质史 有 造I J_运动“之说．如“阿尔卑斯造山运动”等 

^ l 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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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就如一座山 

峦．整座 山由生长于山体上之花草树木、山体 、山 

根以1硬构成 山之基础的 F部地层所构成．根据地 

质 史考证 ．现在一些高耸的山峰并非 向来如此． 

是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其不断升高 的”动力” 

来 自于地球 内部的地壳运动 ，即图 1中 旋涡状 

图形表示的地壳部分的运动．是地球 内部活动着 

的地壳运动推动着“企业山”不断成长 ，如图 所 

示从“企业山 1”发展到”企业山 2”． 

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的成长与地质史上山峦 

的形成和成长历程 十分相似 企业发展 的动力和 

引擎是能喷涌岩浆 、相互激荡的创新型知识员l丁， 

正是他们的互动推动了企业默示知识库容量和质 

量的 断发展 和壮大，成为企业发展的深 同的根 

基．默示知汉库 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经 由明示知 

识库的中介，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产品．随着默示知 

识和明示知识之间知识周转 的加速．“企业 山”不 

断茁壮成 长．这一过程模式可表述如图 2： 

／ — ＼ ▲ 
^际互动 ——— 默示知训 叫不知识 —————— 产 

／  

图 2 “企业 山”成长逻辑 

2 企业新逻辑的理论基础：知识和 

学习理论 

企业的“造山”逻辑具有不同于传统企业观的 

新的理论基础．传统企业观基于物质资源(有形资 

源’及其配置理论 ．而新企业观的基础则是知识和 

关于知识的转换和深化即学习理论． 

文献 中对知识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通 常涉，J立 

三种涵义．第一种涵义认为“知识是属于人类意识 

范畴内部，存有大量信息且籍助 一定物质外壳存 

在和运动的高级社会劳动产品”。 1．艾莉的“知识 

原型” 一词中的“知 识”概念与此是统 一的．涵盖 

了其所提出的“知识原型”中从 信息”直至“联合” 

的所有各个层次的知识的联合． 口她认为 ，个人知 

识是一张认识 的“网”，许多想法、感觉、概念、思想 

和信仰都在这里交织在一起．这是对知识的最r 

义理解．我们通常指称的知识 ，是从哲学认识论角 

度出发的，指经验的总结 ，这种意义 E的知识涉及 

艾莉的 知识原型”中的知识、含义和原理二三个层 

’灾的内容，直接 与数据和信 息相区分 ，这是工业时 

代对知识概念的一般看法．对于数据、信息和知识 

的区别可参 见维娜 ·艾莉提出的“知识原型”理 

论．位于该原型第三层次的“知识”，即确证的信 

息 则是最狭义的知识概念 ．作 为企业的“造山” 

逻辑的理论基础的是第一种涵义的知识概念． 

就企 业研 究而言 ，将 知识 区分为 默不知 识 

(tacit knowledge) 与 明 示 知 识 (codified 

knowledge)是有 益的．OECD报告 中提出了知识 

的 四 种 形 式 ：know what．know—why，know 

how，know—who．Kuowwhat是 关 于事 实 的 知 

识 ，比如说上海人 口年龄结构数据．Know why指 

的是那些 自然、人类思维和社会运动的规则和规 

律的科学知识，它通 常是在像大学这样 的专业组 

织内进行．Know—how是从事实际工作的技能 ，它 

是随着时间逐渐在企业内积累起来的，比如熟练 

操作机器的能力．Know—who包括关于谁知道什 

么以及谁知道如何做什么的信息．明示知 讽主要 

由前两类组成，它们大多可 通过阅读书籍 、查阅 

数据库、参加讲座等方式获取，而默示知识则主要 

通过实践取得，它主要表现为后两类知识形式 ． 

这种知识分类与詹森和麦克林所提出的“通用知 

汉”与”专用知识”的区分相类似．在詹森和麦克林 

看来，专用知识包括了有关工作现场的知识，这的 

根据她质学上 的研究 一山脉形成的根本动 在 手地球内部 一如般射性JL素蜕变等产生的热能 L形成岩浆运动 ) 重力 作用形成 的重力能 

和地球 自转产 生的旋转能等 土要在这些 动 力的作用 ．如地理班缺 的转萌等地质现象得 以发生 ．从而形成诸 如我国高 蛀的喜马拉 

雅 山在内的世界高峰[ 

维娜 艾藕用 图彤j瞽象地表达 了从 信 自 ”直到“联台”日刁“知识 型 l中所 各个层谯 的知识的联台的复杂性和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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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一类重要的知识 ．因为有 了它， ‘能将分散各 

处的信息及时地有效地加以利用．解决“利用分散 

知识”这一哈耶克认 为的根本 的经济 问题 ．工 

作现场的知识大体上相当于 know when，knt)W 

where，know who，know—how 的结合．从这 点 

看 ，吴季松将知识归之为六类形式是恰 当的 ． 

即在 OECD 所 提 出 的 四类 形 式 外 ，还 应 包 括 

knox,,,一when．know where两类知识形式． 

从抽象和结构化层次上 ．艾莉提 出 七层的 知 

识原型“：即按照知识结构的复杂性递增的顺序依 

次为：数据、信息、知识、含义、原理、智慧和联台 

在《知识的进化 ≥一书中，她 以对画的欣赏 水平的 

渐次递进 直观地区分了各个知识层次．在艾莉那 

里，这一抽象模型被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各个逻 

辑层次，包括数据层 、程序层、功能层 、管理层、整 

合层和更新层相匹配，从而形成 以下理解框架 ： 

图 3 艾娜的知识管理框架 

从知识角度看 ，学习具有 同等甚至更为重要 

的地位 ，知识是通过学习而获得和演进 的．哲学 E 

的知识论专门探讨知识的来源问题，历史 形成 

两个学派 ：行为主义和认知学派，前者认为知识 主 

要来源于生活经验 。呈现出简单的刺激一反应关 

系，人们根据所经验的对知识作出修正；而后者坚 

持认为经验虽有助于知识的习得 ．但知识 的获得 

主要依靠理性 和直觉而获得．经验的积 累不等于 

知识．经验只是构成知识的材料和内容 ． 

基于组织学 习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性 ，这方 

面研究正在不断深人 爱德华兹 ·德明创造性地 

将组织学习的 内容概括为他称之为“深奥 的知识 

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 ：(1)关于组织系统的知识； 

(2)关于变化的知识 ；(3)关 于知识 的知识 知 

识理论 ；( )心理学 ．从组织学习效果看 ．阿吉 里 

斯归之为“单回路学习”和“双回路学习”两种学习 

模式 ，前者是指组织通过对行为的调整适 直环境 

使输 出保持在恒定点上，而后者 则包含了系统规 

则的变化 ．导致了系统的重组 ．简单地说 ，“单回 

路学习”是 ·种“适应性学习”(旨在适直环境的组 

织学习 ．而 双同路学习”则是“重构式学习”(对 

组织 系统全面审视 和反思 一从而对环境有全新认 

识)．默示知识和明示知识提供了学习类 区分的 

基础，知识创造过程实际上也是学习过程 ，这样 ． 

野中几次郎所谓知识创造的四种模式也就成为学 

习的四种基本模式．即：(1)默示知识 +默示知识 { 

(2)明示知识一明示知识；(3)默示知识一 明示知 

识；(4)明示知识一默示知识．它们的组合构成复 

杂的学 习过稗．从学习的知识内涵看．呈现螺旋式 

发展形态．野中几次郎认为一个完整 的组织学习 

过程 包含了社会化、表述、结合和 内部化四个步 

骤，而犹 以表述和内部化最为关键．表述是某个组 

织成员将其默示知识转变为明示知识，即 

我 ”的默示知 汉 一 一 公开的明示知识 

而内部化则星其他组织成员将公开的明示知识吸 

收进 自己的默示知识库 ，也即 

公开 的明示知识一 “我”的默示知识 

野中在该 文中以日本公司为倒对前一种学习机制 

作 r深人的分析 ，并赋予 了其经营管理的意义 ． 

组织学习是通过一定的途径进行的．可将文 

献 中关于学 习的途径概 括为三类 ：(1)“干 中学 

(1earning by doing)．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最 

早对此进行了分析 ，这种方式是通过行动来证 

实和改善知识的确信度的。。。，这是企业中比较典 

型 的 一种 学 习 方式．(2) 学 中学 ”(1earning to 

learn)．其目的在于知识结构的完整化和系统化， 

从世界各国看，德国企业在这方面最为突出．他们 

创建有 自己的学校类机构．对员工提供系统的培 

训．现在各国一些 大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开始 

重视这种学习形式 ，建立起诸如企业大学这种高 

级培训机构，如 Motorola大学等．这时，企业一定 

程度 上承担起学校的功能 。被称作 作为学校的企 

业 ”n．(31-．学中干”(doing by learning)S1ern于 

I 丁丁·j 述 P·Thagard的话 一指 出当代哲学认 为 知识是真 

根据之 的确信”，即知识只是确信度的表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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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2年提出．他列举了企业脱产培训q1的案例式 

学习的例子．西方 国家为使青少年学生获得实际 

经营管理技能的体验 ，推出 些校办企业项 日．如 

美国的“少年成功计划”．该 千划从 l9l 9 q。即开始 

实施．让学生们参与微型企业活动．学习如何筹办 

企业．进 行经营管理 这是一 种学习实验室 ．足 

对实际工作的模拟．象英 荷壳牌石油公司 T 

年代石油危机前提出的 脚本 推演法”(对企业经 

营将面临的未来情 境进 行预演 )．我 国的劳 动竞 

赛、比武．及大学生“金工实习”的例子．都属 十这 

种模拟学习的范嗣．通过将实际 问题引人学习主 

题 ．“学中干 虽然它也有助于对实 际问题的更全 

面、 人的认识 ．从而找到更有效 的解决办法 ．但 

更多星为提高对所学理论知识(明示知识j的确信 

度 通 常．“学 中干 方式 只是 种补 充的学习方 

式 ．或作为“干中学”的补充 ，或作 为“学 中学 ”的 

补 允． 

以上关于组织学 习的不同类型间具有内在联 

系．将这种联系的倾 向性概括在表 1中． 

表 】 内在关联的组 织学 习分 类 

学习理论 学 习模式 学习 方式 学 习机理 学习 目的 

行为主义 单回路 学习 l中学 默示知识 +明示知识 适应性学 

认知理论 双回路 学习 学 中学 默币知识一 默示知识 重构式学 

企业的“造山”逻辑 末要奠基于上述知识 学 

习理论．在这 意义上 ，我们也将企业的新逻辑称 

为“以知识和学习为基础 的企业”．或 以知识为基 

础的企业”，从这一新的理论基础出发．企一l 的经 

营管理呈现出如图 4的新图式： 

学 班 

＼ 经营管理 
／- 

图 4 以知 识为基础的企业经营 管理新图式 

企业的组织学习和企业知识存量问存在密切 

的联系．组织学习在现有知识存量基础上进行 ．知 

识存量包括默示 知识库和明示知识库两部分，知 

识存量通过学习活动发生变化 以知识为基础的 

企业经营管理新图式的基本内容是形成有助于知 

识转化、创造和能力提升 的组织系统．对知识 存 

量、学习系统和对知识转换过程的管理 ．以及运用 

知识存量进行成 功经营．企业就在这 过程 的 

断螺旋式循环中发展成长，下面我们从企业的知 

识 学习逻辑出发 ．应用这一新图式 ．对构成一 

个完整企业的组织模型、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这 

三个方面进行全新的考察． 

3 企业组织新模型 ：团队型组织 

从知识角度看 ．企业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加速 

知识 的转换和刨造，通过默示知识 和明示知 识的 

双重循环实现能力的提升．从而为顾客创造更大 

的价值．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从工作分解出发 ．建 

立在职能单位基础 L，因此难以将员工的知 汉和 

技能充分整合 ．发挥企业资源的协同效应 j企业 

新逻辑相对应的新组织模式强调员工潜能和创造 

力的发挥 ，着眼于显著提高企业的整体能力．因此 

能力成为组织细胞 的区分基准 ．新组织模型的基 

础是建立在能 力分工基础上的能力团队．能 力是 

员工个体知识的联合的展现．是团队知识潜含的 

能量的释放．在能力团队互动工作过程 中，员T的 

默示知识和明示知识碰撞、交融和联合 ．群体能力 

由此充分呈现． 

在 队成员“对话 ”式互动工作 过程 中，不仅 

普通知识 ，而且心理、情感、智慧、想象等高级知识 

也发生交会．为使团队能力充分展现 ．需要高质量 

的互动过程．这就要求企业相应环境的配台．首先 

要求企、lk具有对知识存量进行管理的较为完善的 

技术基础，如管理信息系统．能对数据、信息、知识 

(狭义)等各类知识形态进行集成的、有效的管理． 

从企、l 范围看 ．团队能 力的发挥有赖于企业领导 

层创造有 利于团队开展活动的环境 和氛围．包括 

高层领导能力，共同愿景 ，高度信任感 ，文化和价 

值观等．综台起来 ．以团队为基础的企业 的组织逻 

辑可表示如图 5： 

团队型企、 基本单位是能力团队．企 业中存 

在着多种类型的能力团队．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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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以团 队为基础的企业 的组织逻辑 

在企业高层．主要存在两类团队：战略管理团 

队和参谋团队．战略管理团队为企业规划发展战 

略．确定整体组织架构．与企业内外保持【埘络联 

系 ．创设 良好的企业工作氛围和环境．参谋冈队则 

提供高层领导决策所需信息和决策方案．起辅助 

决策作用． 

企业 中层中主要有两娄团队．一类 是与知识 

和学习直接关联的团队，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团队 、 

学习管理团队和知识管理团队．人力资源管理团 

队负责发掘和保持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水平．主要 

工作内容包括人力资源的招聘、培养、发展、晋升、 

激励和绩效评价机制的研究和建 、 学习管理团 

队为团队学 习创造 良好的宏观学习环境 ．_丰要内 

容包括企业所办专门学习、培训机构的管理．学 

习、培训制度的建设 ．有效学 习方法或创新学 机 

制的开发、引人等．知识管理 团队则着眼于为团队 

学 习创设 明示知识利用基础设施 ．包括信 息网络 

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数据库、信息库、知|只库等 

软件基础的建立、更新、维护等．这是以知识为摹 

础的企业 的基本技术基础． 

其他 些团队，可统 归为知识转化团队．包 

括各类技术型团队、职能固队和任务团队．技术型 

团队和职能团队如采购、库存管理、研发、设计 、生 

产 、营销、销售、会计、财务等．多功能任务团队和 

项 目团队是另 类知识转化团队．它们通常由拥 

有不 同技能的员工组合 而成．为 r完成某 个特定 

任务或项目．由于不同专、 经J力和背景的见上在 

互动过程中的冲突和调谐．协同完成复杂的高难 

度任务． 

企业 的各个团队．特别是属 于企业价值链基 

『 _  1 一 

j f r 

图 6 团 队 型企 业 的组 织桨 构 

动态交叉多功能团队并行工作是以团队为基 

础的企业的典型工作特征．此时 ，员工个体成为类 

似“虚拟内存”的 虚拟资 源”．呈现出“多路传 

输” l的特点 这样 ，从 员工个体角度 ．企业组织的 

般模式呈现出如图 7所示的扇型特点 

丁=十 

图 7 团 队型企业 的个体模式 

团ai,2 

4 企业管理新焦点：寻求能力提升 

基于传统逻辑的企业的管理关注十职能单位 

l 。多路传输 ”原指在单 i虫 条线 路上芋行传叠 多条诮息 这 

里是措目工的关注中心在多个任务间转髂 

收 缩 自袁 安口和采 光胜 的t现代盎业 组 臼l新 ≥中阿 l_： 

扇形—— 趴组甥 ”(P2 9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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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 务的完成 ，对于职能单位的能力培养姨乏 

关 ．基于新逻辑 的企业特别强调用队的能力状 

况．其管理焦点是寻求在知识的转换、联台中获得 

能力的提升．能力是在知识资源的转换、联合中． 

知识能量的呈现(presentation】．企业 的团队能力 

是企业拥有竞争力的基础 ，是企业持续成 长的动 

力和保证．对知识转换的研究提供 了企业能 提 

升的理论基础．着力于能力提升的企业的实际管 

理内涵 ．主要涉及企业知识联网管理． 

4 1 知识转换理论 

知识转换是指知识从一种形式l旬另 种形式 

鼬 转换 ．如从明示知 识形式转换成默永知识形式 ， 

这种形式上的变换即意味着知识的创造 文Zs]对 

知 只剖造进行了研究 ．提 出 r四种基本模式，困知 

识创造概念与这里的知识转换概念相类似 ，下面 

在该书基础上对知识转换的四种形式做出系统分 

析． 

(̈ 默 示 知识 一 明 示知 识 即将 小 易旱 

(pTesentmon)的默示知识转换 为 呵文挡化 ‘c()cI卜 

fied)和易于交流的明示知识．野 中指出 了这种转 

化的几种方式 ，如类比和模型化，其他方式还包括 

社会问题实证研究 中常采取 的描述、归纳 和综合 

等，它们 以易为团队和组织共享的知 只形式 

明晰化程度较高的语言、文字、图形、图像、表格、 

类似结构、实物模型、模拟模型等形式出现． 

(2)明示知识一默示知识．就是将由团队开发 

出来的明示知识内化为员工个体的默示知啦·这 

种知识转化形式常通过案例式 学习、“实 习“、演 

练、对未来的情景预测法、演绎等方式达成．这是 

一 种“学中干”的过程 ，通过在学习中融入”千”的 

内容和关注的问题．可使员丁对实际工作的技能 

有更深人的体会和会心的把握． 

(3)明示知识一明示知阻．从一种明示知阻形 

式转换为另一种为自己所熟习的明示知识形式的 

转变．这是一种“学中学“的转化方式 ， 少有两种 

类犁 ：一种形式是将他人 的明示知 识形 式改编成 

适合 自身的明示知识形式 ，如 自身对图形图像 粪 

表达形式十分娴熟 ．对丁他人用小说 、诗歌等文学 

形式表述的知识用图形图像形式加以转型式表 

达，即属此类 另一种形式 是在小同抽象层次的知 

识形式问转换．如从所描述 的各部分 内容中归纳 

出整体的特点，或从一般性抽象原则演绎出各领 

域的适用规则 学棱 教学 中所采用 的各种手段夫 

多属于此类，如试题、练习 、用 自己的语言解释 、讨 

论 、不倒、应用题解答等 

(4】默示知识一默示知识．将他人默示知识转 

换成自身的默示知识．作为 r·种基本的学习模式， 

这里指的是不经由明示知识形式过渡的默示知识 

的直接转化．常见的形式包括“师带 徒”、导师制、 

隐喻、寓言、故事等 这 是属于“干 中学”的学 习方 

式．对于这种知识转化形式 ．悟性和对同一性的直 

觉起关键的作用．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 

人”，家长或老师对孩子和学生“行不 之教 ”等， 

其效果如何取决于徒弟、子 女和学生的领悟 力 

J==述知识转换的基本模式的组合呈现出两种 

基本的知识进 化形式，体现于“知 识进化双重循 

环”中 能力 的提升就建立在 知识进化基础 一 

重循环是明示知识循环 ．即明示知识一 默示知识 

+ 明示知识 十，经 由默示知识的中介 ．明示知识得 

到增 长．美国“少年成功计划”经 由微型企业经营 

提升明示知识就有这样的知识进化功能．另 重 

循环 足默示知识循环．即默示知识一明示知识一 

默示知识 ·，首先将默示知识表述为明示知识，再 

将明示知识以“实 习”等方式默示知识化 ．从 而使 

默示知识增长．员工在企办学校 中“充电”后将所 

获知 弧再应用于实际工作 中．就有这样的效果．在 

当前我 国社会面临转型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 

频频可闻“充电“一词的知识含义即此．在实际中． 

这双重循环常交织在一起 ．难 以严格区分 ．企业能 

的提升正导源于在明示知识和默示知识问的螺 

旋递进式增长中 如图 8： 

齄小知识循环 ” 

明示知 f一默示知识 -一 明示知识 

葺u识一默 知识一 明 知溉 十 

能 

力 
提 
爿 

不 知 I僧 

图 8 知识双重循环与能力提升 

4．2 知识联网管理 

如何将员工们 的默示知识和明示知识 联结起 

来以形成团队的强大能力，是企业知识管理的关 

键所在．企业知识的联 网既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前 

提 ．更是在团队学 习的对话式工作过程中得以实 

现．因此 ，知识联网管理主要包括知识联网的技术 

基础管理和过程管理两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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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知识联网的技_术基础管理 

企业的知识联 硎需要 定的技术基础设施为 

依托．不同的技术基础设施具有非常不同的知识 

联网效果．传统手工处理技术．难以将分散各处的 

混杂矛盾的各类数据、信息加以有效利用．1m 代 

迅猛发展的计算机 和网络技术的结合为知识能力 

的充分引发带来 r十分广阔的前景 ．培根的 知识 

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在当今才开始成为现实．知 

识联 网的技术基础体现 在“软”、“硬”两个方 l】li． 

“软”的方面是对 以数据库 、信息库和知识库形式 

存在的明示知识存量的管理．“硬”的方面则是信 

息网络硬件基础设施 的管理． 

知识存量包括默示知识存量和明示知 只存量 

两大部分，可分别以默示知 只库和明示知识库表 

述 ，涉及到包括 企业员工和顾客等外部利益相关 

者在内的广泛的知识内容．默示知识库是无形的、 

不可见的，默示知识来源于长期与特定环境 和人 

的接触 ，这意味着对每一 员丁 言其 个体直接经 

验所产生的默示知识龟将是有限的．其管理意 义 

是，将不同员工安排到他们各自感兴趣和具有特 

长的领域 ，并长期与这样的特定环境和个体相接 

触，另一方面，建立起知识交流机制．以便协l百』工 

作的团队所要求的“共享的知识背景” 能籍此具 

备．因此，对 企业而 青．默示知识库的形成 j积 累 

更多的与团队工作过程中的知识联网相联系．任 

下一节中详述． 

明示知识库按对象不 又可分为二类 ：数据 

库、信息库和知 识库．数据库的内容是原始数据 ． 

分散采集的；信息库保存的是信息．它是数据的简 

单关联；知识库 中的知 只则包括经过确证 的信息 

直到 含义和原理层”． 

对明示知识库的管理应保证库中数据的 致 

眭和集成性．这首先要求有 一组有限的核心数据 

冗素 ．整个明示库应建立在同一个数据核心之 ． 

其次建立 一个 可共享和可扩展的数据结构 ．通过 

它使关键术语定义保持一敛．一致 的数据定 义埘 

于数据教用的发挥具有关键 的意义．美国 一家取 

名布鲁克斯的时装店 由于使用单一的、集中的、广 

泛的数据库 ．消除 了数据的不一致从而成为管理 

者非常有用的决策工具．他们现在用于决策和收 

集信息的时间之 比为 80 20 ．而以前则 正好 

相反 j． 

其次．应建立起有助于知识联刚的完善的技 

术 基础设施．主要是计算机网络基础设施．企业 

知识联 网管理的计算机 网络基础应有以下基本特 

性 ：(1)良好的连接性．采用开放系统：( 】易重掏 

性 具有 可扩充性 ；(3)易用性．包括经济性 和便利 

性．如方便易用的 GUI用户 界面．计算机阿络应 

逐 步发展．根据需求与员上网络技能状况 ．提供 日 

趋多样的服务内容与项 目．包括采用 lntranet、In 

lernet、万维 网(wWw)、电子邮件、分布式数 据 

库 ．综合业务数字 嘲络(ISDN)．开发特定应用 系 

统等．以使明示知识的作用充分发挥． 

最后，明示知识库应进行 良好维护和不断更 

新．对数据进行必要的修改、删除，使数据保持最 

新状态．设置使用权 限．保持数据的安 全性．使数 

据一直保持可用和易用状态．数据的完整性和一 

致性一定要得到保证． 

4．2．2 知识联网过程管理 

知识包括默示知识和明示知 识的联网是在团 

队工作的互动过程 中动态实现的，这种 _r作的实 

质被恰 当地称为 对话”(dialogue】．这里的对话不 

是^们平时普通的对话 ．而是一种“深度 谈”．披 

得 ·圣吉认为， 深度汇谈 ”的核心 内容是 谈 的 
一 方将其基本心智假设向对方‘悬挂”出来，由自 

已和对方共同来加以检视 ，这样 ．通过破除组织中 

的“隐形墙 ”．就可 寻取 到“整体 的 搭配 (align 

ment)．从而实现真心愿望 ．查尔斯 ·M ·萨维 

奇则更进一步认为．上述团队工作的这种连续性 

对话 ．是员工与 自己、他人、团队和组织的想象 (或 

设想 )和知识的对话 ，通过这种知 识联网，实现创 

造性地 丁作 ‘． 

的确，在动态交叉复台团队协作中进行的工 

作的本质——对话，是通过直面 自己的经验、知 

汉、想像与假 设，并与受信任的团队成 员进 行交 

流．在真心向往的目标指 『下 ．不断挑战和完善 自 

身的知识状况-从而使团队整体越发协调一致．这 

种对话式工作的前提条件包括自找超越，直面真 

相．真心向善和共享的知识背景． 

对于自我超越条件．需特别注意的是．追求超 

正丁丁指 出．这种 ‘共享的知识传统 在现 象学和分析哲学 中 

叫做“主悼 间性 ”．在社会理论 中叫做 ‘道德共 ”，在畸耶克 

看米叫做 传统”- 他自己则将 称作”知汪结构”我 为 

采 用 如 I旦背景 “ 嘲．世直 易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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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价值观须 由员工 自由信奉，即是 员工在保有 

充分的意志 自由和选择 自由的条件 F作 出的． 

切不可由团队、组织或其他外米力量强行施加，因 

为在后 一种情形下．员工的信任被领导层粗 暴地 

加以利用以实现其控制 的目的．这样 ，欲实现知 -只 

联网的对话式的团队工作就会名存实亡． 

直面真相即勇敢地面对事实和心智真相 ．它 

是员工 自我超越的起点．提供 r“超越”的基准．H 

有勇敢地面对真相者才会积极地进行 自我超越． 

真心向善是 自我超越的动力和源泉所在 ，善 

的正面价值将 激起员工的真心向，丰．激发员丁的 

想像 、知觉 、情感和本能 ，从而激发员T将其知识、 

思想 、心灵、血性真诚地奉献和投人到工作 中．非 

凡的刨造和奇迹就会出现． 

共享的知识背景是团队整体 调工作的必然 

要求．除了要求有共通的术语体系，如前述知 阻联 

阿的技术体系应提供一致的数据定 义外．更重要 

的是形成为团队成员所共享 的价值观．对话式 L 

作．是知识转换过程，其本质是 知识交换 ．涉及到 

知识市场．对于知识市场的良性运行而言．信任是 

第一位 的．基 本的道德还包括互惠．在知识交换 

中．互惠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可以是将来愿意转 

让其所拥有的我所需要的知识．也可以是其他间 

接形式，如合伙制、股票期权、作为有价值 的知 汉 

卖 主的声誉等 ．要共享 一些基本的社会公共道 

德．所谓社会公共道德是指在社 会生活中与社会 

身份、职位、角色相联系的公共道德．涉及社会公 

德、职业道德、商业伦理、政治道德等．企业作为 

十完整的社会系统，同样存在着上述社会公共道 

德问题、在团队 中．则主要体现在角色道德 } ，不 

同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从当代中国现实看 ．强 

调和明确这种角色道德意 只对于建立共享的价值 

观是十分重要的 ． 

5 企业经营新逻辑 ：追求知识超越 

传统的企业经营虽也从顾客现有需求状态出 

发．但对顾客需求的分析较为模糊，未能有效把握 

其经营内涵．企业的新逻辑则不同．强调通过对企 

业知|只资源的全面运用．全方位把握顾客需求知 

识状态 ．不仅了解其现有需求．而且洞察其 内在渴 

望 ：不仅考虑其认 知面．而且体察其情感面，堪求 

对顾客知识域的超越．因此可将企业经营的新逻 

辑称之为知识经营．企业 的持续成长要求企业建 

立知汉更新机制．与顾 客需求 知识域保持动态配 

合．引领顾客需求知识域的演变路径． 

企业 的知识 经营从体 察顾客需求知识域 出 

发．顾客需求知识域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顾 客 

需求 的意识状态 ：顺客的认知价值．顾客需求的意 

识状态可分为三娄 ：(1)清楚意识到．顾客清楚意 

识到有此项需求 ；(2)尚未意识到．顾客尚未意识 

到 自己有此类需求 ，须待企业去开发：(3)模 糊意 

识到．顾客感知刮似乎缺少了什么．但却又 能肯 

定．处于模糊状态．顾客认知价值维度可区分为高 

和普通两类，顾客对前者有较高的评价．认为带给 

他较大的价值，对后者则感觉平平，只是减轻了他 

的某种缺乏状态．以上两维度的结台可用来描述 

顾客当前 的需求知识结构 ，见表 2： 

表 2 顾客需求知识结构 

认 知 价 值 意 识 状 态 

高 普通 

清楚意 阻到 ll 1 

模糊意识到 ② 

尚未意识到 ③ 

顾客需求 意识状态问的区别可以典型表述和 

满足需求 的产品示例方式更清晰地加以表达 ，如 

表 3： 
表 3 顾客需求意识状态典型 表述比较 

顾客需求意阻状忐 典型表述 满足需求的产品示例 

一 般价值：一辆自行车 

清楚意识到的需求 “我想要⋯ 高竹值：一套拥有自主产 

权的住房 

我感到缺少 

什幺一如、很 般竹值
：电 模瑚意识尹l的需求 遗憾

．小能随 高廿值
：手机 时了解 家中 

情况． 

尚未进^意 一般竹值：海尔公司的 尚未意识到的需求 

识领域 “诜地瓜的洗衣机” 

高l价值：手提摄像机．可 

随身携带、边走边录 尽 

收』、牛M秉 

可将 当前市场上的产品(广义 ．包括服务．下 

同1状态与顾客的需求知识结构相匹配加以考察． 

当前市场上充斥的大多是用来满足顾客的第④娄 

何 清裢列举 了盘 多事 例说明 当代中国失范 的市场伦 理l及其 

所引致 的可怕的现状 ，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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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对于顾客意识到的价值量大的第 娄需 

求也往往为当前 市场上的各家厂商所追逐．各家 

厂商往往未能有效把握顾客模糊意识到和未意识 

到 的需 求，因此 商 机 常常存 在 于这 些“白色地 

带” ．其 中．由于顾客对②、@类需求的高度看 

重 ，也往往是企业可获取丰厚利益的所在 ，应成为 

卓越企业的经营追求． 

企业的知识经营寻求企业判断的顾客需求知 

识与顾客实际需求知识域间的匹配和超越．由此． 

可将企业的知识经营策略划分为三个层次： 

(1)知识对接．是指企业判断的顾客需求知识 

与顾客实际需求知识域相一致，从而实现知识对 

接，进而实现产品对接的企业经营策略．如学校周 

边经营大饼、油条的小饮食摊点即较好地把准了 

学生们对早点的需求状态，因而能成功地进行持 

续经营． 

(2)知识确认．是指企业在不能准确判定顾客 

需求状态情况下．采用试探性的“知识诱媒 ”探明 

顾客真实需求知识状态．或引导顾客明确其自身 

的模糊需求，从而实现知识经营目的企业经营策 

略．这是由知识不对称所引起的．知识确认的一个 

典型例子是近年来国内外网上营销中都已出现的 

所谓“作品试销”的新现象，就是作家先将其正在 

创作的一部分文稿 上网供文学爱好者阅读．并征 

求他们对作品的意见．根据其反馈信息，作家再修 

改其作品或调整其后续作品的创作思路 和内容 ， 

据说 ，这类作品的销售相当成功． 

(3)知识超越．是指企业在体察顾客基本人性 

需求基础上，向顾客提供超出其需求知识域的新 

的或更高的价值．从而提升顾客需求知汉域的企 

业知识经营策略 哈梅尔和普拉哈拉德提出了“超 

越‘顾客导向”，“使顾客不断感到惊喜”的经营策 

略 这种知识经营架构可表述如下 ： 

窖现有需求知识域 

＼ ／  
超越 “顾客 导同” 

带筘颤客慷喜 

图 9 知识超越 的经营逻辑 

美 国微软公司推 出的 Windows操作系统 ，直 

观、易学易用可视化的图形用户界而(GU1)就曾 

给习随于字符界面的DOS操作系统用户带来了 

这样的惊喜．以每 l8个月性能翻番而价格不变规 

律(即“摩尔定律”)运行的国际半导体界不断创造 

着奇迹 ．带给汁算机用户的是真正的价值，也使计 

算机家庭普及率不断提高，加速了数字化时代的 

到来． 

知识对接只是将顾客明确显示的需求知识加 

以利用 ，知识确认则源于对顾客需求知识域的部 

分了解 ，通过互动过程予以确认 ，知识超越则超越 

顾客现有需求知识空间，提供顾客意想不到而深 

刻的价值．三类策略层层递进，高下分日爿．不同企 

业对不 同产品的经 营战略总 可归结为其 中的某 

类 追求卓越 的企业致力于领先的知识超越策 略． 

三类知识经营策略与顾客需求知坦结拘问存 

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概括于表 4中 

表 1 企 业知识经营 策略 图示此鞍及与顾客 

需求知识结构的对应关系 

主]识经营黄略 图示比较 颤奔需求 『t{结 

柑构 l龟戈毛 

知识对接 ／ — 4堪 

—  

实线圆与虚线曲线重台 

知识确 ②⑤ 

i．s j 

蛮蛙圆与虚线曲线交错， 

调整后叫与之重音 

缸识趣越 ③ 毫·@@ 
实线圆包含 r虚线曲线 

注：c1)表中实线唰代表企业判断的胤客需求知识卒问； 

虚线曲线代表顾客实际需求知识域． 

(2)由于通常只需提供一般价值的产品即能满足顾客 

摸糊意识副的需求．并使其较为满意．如粜企业提 

供的是高价值产品．就不仅达到知识确认效果．更 

会培顾客带束惊喜 

日色地 ”为”wh space 的台湾版译法 大陆版 译成“空 

白区域” 卓 凡 为前者古义更 为丰富 l牛勃 放取前 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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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经济基础发 

生 r改变，知识 正在替代物质资源成为新时代的 

经济基础，必须从一·个全新角度对企业进行全面 

的审视．替代工业经济时代观察企业的产品逻辑． 

建立起企业新逻辑．这一新逻辑是什么?它对企业 

经营管理意味着什么?在对国内外文献综述基础 

上．本文提出 自己的看法．对新企业观进行了全面 

框架性研究．企业新逻辑以知识和学 习为基础 ．知 

识是资源基础，学习是成长动力 ，因此企、Jk新逻辑 

强调以人为 中心．基于这 一新逻辑的企业的成长 

过程可与地质史上的“造山运动”作形象类 比． 

企业新逻辑 的基础是知识和学习理论．在这 

方面 ，国内外已有较多研究．知识理论 中最富有启 

发意义的是对默示知识 和明示知识的医分 ．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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