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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确定国外知识管理研究领域 58个高频关键词的基础上,运用共词分析法,以 SPSS软

件为工具分析知识管理的学科结构,发现了国外知识管理领域的三大学派、两大范式, 并预测

知识管理今后将会在知识资源这一概念下走向范式的融合,从而得出知识管理的资源范式这

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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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尽管 20世纪 70年代初库恩就提出了范式理

论, 但由于缺乏鉴别范式的具体方法,它仅仅作为

一个哲学概念在抽象层面上进行探讨. 而文献计

量研究方法,特别是共被引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

条开展范式实证研究的新思路.不仅如此,利用现

代统计技术还可使范式得以可视化. 本文根据共

被引方法的原理, 采取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共

词分析方法,寻找知识管理领域的范式结构.

1 范式 ( parad igm )与科学共同体

( scien tific commun ity)及其约定

( con sen sus)

范式一词源自希腊文, 意指语言学的词根或

词源,后来引申为某种思想形态的源头或母体.现

在学术界讨论的范式, 是指在某一学科内被人们

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体

系和分析方法.

最早提出范式概念并用来解释科学知识历史

演变和发展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汤姆斯 # 库恩.

库恩在其经典著作 5科学革命的结构 6
[ 1]
中, 创造

性地引入了 /范式0概念,但范式却始终只是哲学

概念, 5科学革命的结构 6并未对它作严格的、统

一的定义. 为了消除人们对范式的误解, 库恩在

5再论范式 6中进一步指出: /不管范式在这本书

中有多少种用法, 还是可以分为两族. 范式的第

一种意义是综合的, 包括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的

全部约定;另一种含义则是把其中重要的约定抽

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 0
[ 2]

. 可见, 库恩的范

式观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范式及其核心要素.

库恩进一步解释: /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

辑上,都很接近 -科学共同体 .这个词. 一种范式

是, 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

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

成了这个学科共同体 0. 他还用术语 /专业基体

( d isciplinarym atrix)0来表达 /范式 0, 并指出:

/ -专业 .因为是一门专门学科的实际工作者所共

¹ 收稿日期: 2006- 02 - 17; 修订日期: 2007- 10 - 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03BTQ012 ).

作者简介: 张  勤 ( 1976) ), 女, 河南洛阳人, 博士. Emai:l nan cy@ 126. com



同掌握的; -基体 .因为是有各种各样条理化的因

素所组成,而每一因素又需要进一步说明的 0.

库恩用 /科学共同体及其约定 0来具体化范

式概念,从而给范式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有了科学

共同体的概念,范式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对范

式的实证研究可以转化为对某一科学共同体的研

究, 通过探讨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来

发现该学科的范式.

2 寻求知识管理范式的实证方法

通过上文的评述可以看出, 范式的核心内容

是 /共同体共同的约定和共同的重要约定 0. 有了

这样的假设前提, 可以认为要寻求和发现某一学

科的范式,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法: 1 )寻求科学

共同体法.通过对某一学科领域的科学共同体的

识别和研究,来发现该共同体的共同约定,从而发

现该学科领域的范式内容,这是一种间接的研究

方法; 2)内容分析法. 通过直接寻求某一学科领

域共同的重要研究内容, 从而发现该学科的主导

范式,与前一种方法相比,这是一种更为直接有效

的方法.目前, 学术界探讨学科范式和学科研究结

构比较常见的方法有共被引分析法和共词分析

法等.

2. 1 共被引分析法

共被引分析法是一种识别和研究学科共同体

的方法, 其原理是: 当两个作品或作者同时被第

三个作品或作者引用, 则这两个作品或作者存在

共被引关系, 经常一起被引用的作品或作者表示

他们在研究主题的概念、理论或方法上是相关

的, 共被引的次数越多,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密

切, /距离 0 就越近, 利用现代的多元统计技术

如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等, 则可

以按这种 /距离 0 将一个学科内的重要文献或

作者加以分类, 从而鉴别出学科内的科学共同

体, 进而分析他们的学术观点, 归纳出该学科领

域的学科范式. 该方法特别适合于对成熟学科的

范式研究. 例如, Sm all率先利用共被引分析尝

试探讨信息科学的研究结构, 及其与社会科学的

关系
[ 3]
, 其后又利用 ISI公司推出的 ESI (E s2

sen tial Science Ind icators) 产品, 对 22个领域展

开动态共被引分析, 探求范式的变化, 验证库恩

的范式革命理论
[ 4]
. Wh ite和 Mc Ca in通过作者

共被引分析将情报科学的研究分成领域分析和情

报检索两个大的研究领域, 并探讨了范式转移问

题
[ 5]
. Cottrill等用作者共被引分析法来分析不

同研究传统的概念连接
[ 6]
. Gonzalez等则利用文

献共被引法鉴别了在功能主义范式下管理学的主

要研究领域、理论和方法
[ 7]
. 国内的刘林清通

过共被引分析将战略管理领域分为三大学派
[ 8]
.

212 共词分析法 (Co2term Analysis)

共词分析法是一种内容分析的方法, 主要是

通过对能够表达某一学科领域研究主题或研究方

向的专业术语共同出现在一篇文献中的现象的分

析, 判断学科领域中主题间的关系, 从而展现该

学科的研究结构, 这种研究结构所代表的研究内

容就是该学科的约定或重要约定, 分析出这样的

学科约定, 也就找到了该学科的学科范式.

共词分析法建立在词频分析法的基础之上,

其分析的第一步就是从相关文献数据库中抽取关

键词或主题词, 一般是出现频次超过一定阈值,

并且能够代表该学科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的高频

词. 其次, 两两统计这些高频词在同一篇文章中

同时出现的次数, 形成共词矩阵. 最后, 围绕着

这个共词矩阵进行分析.

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 共词分析

法主要是通过共关键词、主题词的方法, 分析鉴

别某一学科的主要知识结构和研究热点. 比如,

法国的 Law等率先运用共词分析法分析环境酸

化研究中的政策和科学变化地图
[ 9]
, 其后, Law

又以环境的酸化研究为例, 撰文验证共词分析方

法
[ 10]

. Q in也撰文专门探讨如何用共词分析法

发现学科知识结构
[ 11]

. 美国的 Leonard博士在题

为 /知识管理的演进和智力结构 ( The evolut ion

&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now ledge manage2

ment)0 的博士论文中, 用术语共出现 ( co2term

occurrence) 的方法, 判定知识管理概念的跨学

科特点
[ 12]

; 中国医科大学的崔雷等人则从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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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 通过采用共主题词和共关键词聚类分析

的方法发表了多篇以医学类和生物为主题的文献

计量学文章, 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学科结构

变化
[ 13~ 17 ]

.

与共被引分析法相比, 共词分析法是对当前

发表文献的直接统计, 所寻找的是当前论文所集

中关注的主题, 反映的是在趋势形成之后的焦

点, 适合寻找新兴学科的范式或共同体. 而共被

引分析法则是通过分析以往发表的论文的引用情

况来表现人们目前关注的焦点, 更适合于寻找成

熟学科的范式. 因为新兴学科的研究往往人数众

多而不集中, 作品比较分散, 被引用情况不稳

定, 而关键词却很好地体现了该学科的研究领域

和研究热点、焦点, 这些领域、热点和焦点则恰

好可以体现出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的发展方向, 从

而有助于发现该学科的范式特征.

3 范式可视化: 运用共词分析法分

析知识管理的学科结构

鉴于共被引分析法和共词分析法的不同特

点, 本文拟采用共词分析法来分析和鉴别知识管

理这个新兴学科的范式, 即通过知识管理领域关

键词的共出现情况, 分析和发现知识管理范式及

其特点. 共关键词的分析方法, 原理上同作品或

作者共被引的方法是相似的, 其立论的假设条件

是: 文章的关键词是文章主题内容的浓缩, 两篇

文章如果有两个以上的相同关键词, 则认为这两

篇文章在研究主题的概念、理论或方法上是相关

的, 内容是相似的, 共词文章数量越多, 表明这

类关键词 /距离 0 就越近, 利用现代的多元统

计技术如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

等, 则可以按这种 /距离 0 将一个学科内的重

要关键词加以分类, 这也就达到了将一个学科内

的重要文献进行分类甄选从而鉴别出学科内的共

同约定和共同的重要约定的效果, 从而归纳出该

学科领域的学科范式和学科研究结构. 不仅如

此, 利用现代统计软件图形显示功能, 可将分析

的结果直观形象地显现出来, 从而达到范式可视

化的效果.

用共词分析法分析知识管理范式, 需要通过

循序渐进的 4个步骤完成: 第 1, 确定知识管理

领域的主要关键词; 第 2, 建立关键词共词矩阵

和相异矩阵; 第 3, 选取多元统计方法对所建矩阵

进行统计分析; 第 4, 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

3. 1 知识管理领域主要关键词的确定

( 1)文献的选取

为了确定知识管理领域的主要关键词,本文

选用 1)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SSCI)和科学引文索

引扩展版 ( SCI)数据库, 时间回溯为 1975) 2005

年; 2)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 ing公司出版

的商业信息全文数据库 ( abstracts of business in2

form ation / INFORM globa l简称 ABI), 时间回溯为

1971) 2005年; 3)Emerald全文数据库, 时间回溯

为 1994) 2005年.文献检索方法是:在检索项中

选择 /篇名 0 ( title),在检索词中键入 /知识管理 0

( know ledgem anagement或 KM). 同时, 为了排除

不相关文献的干扰、保证知识管理研究论文的查

准率和查全率,对检索式做了两点统一限制:一是

只选择各数据库中学术研究性文献, 剔除会议通

知、会议报道、刊物征稿等消息类文献, 以保证研

究结果的可信度;二是只挑选有关键词的文献,主

动舍弃没有关键词的文献,以便下一步利用关键

词进行相应分析.剔除 3个数据库中重复者, 最后

共检索获取 861篇相关文献, 利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提供的 W in isis软件建立文献数据库, 见

表 1.
表 1 文献数据库结构表

Table 1 L iteratu re database structu re

文章

题目

作者 作者

单位

文章

类别

被引

次数

发表

期刊

发表

日期

关键

词  

摘要

  ( 2)关键词的确定

通过W in isis数据库中的字典统计功能, 获得

英文原始关键词约 1 080个,经过单复数、同义词

的处理后, 选择词频不小于 10次,同时能够表征

知识管理研究方向的关键词作为分析国外知识管

理范式的基础,从而确定了共有 58个高频关键词

表, 作为共词分析的基础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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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频关键词表

Tab le 2 H igh frequ ency k eywords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1 organ izational learning 80 30 advan tages 11

2 innovations 51 31 managemen t styles 10

3 know ledge 48 32 p roject management 10

4 compet itive advan tage 41 33 in formation resourcesman agemen t 10

5 strategicmanagemen t 40 34 in formation systemsman agemen t 10

6 corporate cu lture 36 35 commun icat ion 10

7 organ ization behav ior 34 36 performance 10

8 strategic p lann ing 33 37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66

9 managemen t 28 38 in formation systems 60

10 in tellectual cap ital 26 39 models 51

11 know ledge workers 21 40 decis ion support systems 34

12 new product /p roduct development 21 41 in formation 32

13 organ ization development 21 42 in formationman agemen t 27

14 organ ization theory 21 43 know ledge management system s 21

15 quality / total qual ity 20 44 know ledge2based systems 21

16 strategy 18 45 expert systems 20

17 learn ing 18 46 systems 18

18 organ izational ch ange 17 47 technology 18

19 performance eva luation 16 4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7

20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5 49 electron ic commerce 16

21 managemen t theory 15 50 in ternet 14

22 train ing 14 51 in tranets 14

23 tacit know ledge 13 52 system development 12

24 in tellectual p roperty 13 53 databases 11

25 decis ion mak ing 13 54 software 11

26 learn ing organ izat ion 12 55 in formation sharing 11

27 th eory 12 56 on tology 11

28 ben chmarks /best p ract ice 12 57 network s 10

29 organ izational structu re 11 58 systems design 10

3. 2 建立共词相关矩阵、相似矩阵、相异矩阵

在建立的 W in isis数据库中, 对确定的 58个

关键词进行两两共词检索, 统计他们在 861篇论

文中同时出现的频率,形成一个 58 @58的共词矩

阵 (部分数据如表 3所示 ).

表 3 表征知识管理研究方向的关键词共词矩阵 (部分 )

Tab le 3 Matrix of co2keywords indicating know ledge management( KM) research field s

O rgLearn innovati know ledge CompAdva St raMana CorpCult

OrgLearn 80. 00 5. 00 5. 00 6. 00 2. 00 6. 00

innovat i 5. 00 51. 00 0. 00 4. 00 1. 00 1. 00

knowledge 5. 00 0. 00 48. 00 2. 00 6. 00 4. 00

CompAdva 6. 00 4. 00 2. 00 41. 00 7. 00 0. 00

StraMana 2. 00 1. 00 6. 00 7. 00 40. 00 2. 00

CorpCultº 6. 00 1. 00 4. 00 0. 00 2. 00 36. 00

  共词矩阵是一个相关矩阵, 对角线上的数据

为该词出现的频次,如关键词组织学习 (OL)共出

现了 80次,它与知识 ( know ledge) 同时在 5篇论

文中出现,也就是说,有 5篇论文的关键词中同时

)68)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07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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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上述两个关键词.

由于将要运用的多元统计方法对矩阵的数据

结构有不同的要求, 为了统计分析的方便, 本文

将相关矩阵转化为相似和相异矩阵, 以适应不同

的多元统计方法对数据的要求, 因此用 Och iia

系数将共词矩阵转换成相关矩阵. 具体方法是将

共词矩阵中的每个数字都除以与之相关的两个词

的总出现频次的开方的积, 即 A、 B两词的

Och iia系数 = (A、 B两词共同出现的次数 ) A

( A词出现的频次 @ B词出现的频次 ); 比

如, OL和 know ledge的 Och iia系数 = 5 A ( 80 @

48) = 01081. 两词的对角线上的数据表示某

个词与自身的相关程度, 换上式计算均为 1, 从

而得到相关矩阵 (见表 4).
表 4 表征知识管理研究方向的关键词相关矩阵 (部分 )

T ab le 4 Correlat ion matrix of co2keyword s ind icat ingKM research fields

O rgLearn innovati know ledge CompAdva St raMana CorpCult

OrgLearn 1. 000 0. 078 0. 081 0. 105 0. 035 0. 112

innovat i 0. 078 1. 000 0. 000 0. 087 0. 022 0. 023

knowledge 0. 081 0. 000 1. 000 0. 045 0. 137 0. 096

CompAdva 0. 105 0. 087 0. 045 1. 000 0. 173 0. 000

StraMana 0. 035 0. 022 0. 137 0. 173 1. 000 0. 053

CorpCult 0. 112 0. 023 0. 096 0. 000 0. 053 1. 000

  相关矩阵中的数字为相似数据, 数字的大小

表明了相应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远近, 数值越

大则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近, 相似度越好;反

之, 数值越小则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小,相似

度越差.

由于相关矩阵中, 0值过多, 统计时容易造成

误差过大,为了方便进一步处理, 用 1与全部相关

矩阵上的数据相减,得到表示两词间相异程度的

相异矩阵 (如表 5)

表 5 表征知识管理研究方向的关键词相异矩阵 (部分 )

Tab le 5 D issim iliarymatrix of co2keywords ind icatingKM research field s

O rgLearn innovati know ledge CompAdva St raMana CorpCult

OrgLearn 0. 000 0. 922 0. 919 0 0. 895 0. 965 0. 888

innovat i 0. 922 0. 000 1. 000 0. 913 0. 978 0. 977

knowledge 0. 919 0 0. 000 0. 000 0. 955 0. 863 0. 904

CompAdva 0. 895 1. 000 0. 955 0. 000 0. 827 1. 000

StraMana 0. 965 0. 913 0. 863 0. 827 0. 000 0. 947

CorpCult 0. 888 0. 978 0. 904 1. 000 0. 947 0. 000

  与相关矩阵不同, 相异矩阵中的数据为不相

似数据,数值越大则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远,

相似度越差;反之, 数值越小则表明关键词之间的

距离越近, 相似度越大. 利用相关的多元统计方

法, 可以分析出关键词之间的类群关系,这些类群

可以表明知识管理的学科结构,也就是范式结构.

不同的矩阵结构, 适用于不同的多元统计

方法.

3. 3 选取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用于分析学科结构和探究学科范式的多元统

计方法通常有 3种,它们是共词分析的核心内容.

( 1)因子分析 ( factor ana lysis)

因子分析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用尽可能少的因

子去描述众多的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 其基本

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研究对象的变量分组,

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 而不同组的

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

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这样较少的几个公共

因子就可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 利用因子

分析法,可根据因子得分值, 在因子所构成的空间

中把研究对象的变量点画出来, 从而客观地达到

分类的目的.

因子分析要求参与的分析变量必须是等间隔

测度的或是比率的数值型变量, 观测量数应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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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数的 5倍以上, 对数据的总体分布要求是正

态分布.一般来说, 使用原始的相关矩阵进行分子

分析.

( 2)聚类分析 ( c luster analysis)

聚类分析是研究 /物以类聚 0的一种方法.它

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的分类, 原理是同

一类中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不同的个体却差异

很大,基本的思想是认为研究的变量之间存在着

程度不同的相似形 (亲疏关系 ). 于是根据一批研

究对象的多个变量指标, 具体找出一些能够测度

这些变量指标之间相似程度的统计量, 以这些统

计量为划分依据, 把一些相似程度较大的变量聚

合为一类,把另外一些彼此之间相似程度较大的

变量聚合为另一类, 关系密切的聚合到一个小的

分类单位,关系疏远的聚合到一个大的分类单位,

直到把所有的变量都聚合完毕, 把不同的类型一

一划出来,形成一个由小到大的分类系统.最后再

把整个分类系统画成一张谱系图, 用它把所有的

变量间的亲疏关系表示出来.

聚类分析对数据和数据分布的要求较为复

杂. 在 SPSS软件中, 聚类分析的方法分为快速聚

类和分层聚类两种, 一般的研究使用分层聚类法

较多,而在分层聚类中, 数据类型有 3种:等间隔

数据 ( Interval )、计数数据 (Counts)、二值变量数

据 (Binary).不同的数据类型对应有不同的分析

测度方法和假设前提,因此需要在具体运用过程中

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运用相似矩阵进行聚类分析.

( 3)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试图通过测定事物或观测量之

间的距离来发现数据结构,其过程是通过指定观

测量到概念空间 (通常是二维或三维空间 )的一

个特定位置,使得空间中距离的相似性越近越好.

多维尺度分析结果中,被分析的对象以点状分布,

每个点的位置显示了分析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有

高度相似性的对象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类别.越

在中间的对象越核心.通过多维尺度分析,某研究

领域、思想流派或学术共同体在学科内的位置就

容易判断.

多维尺度分析对数据的要求是:如果数据为

不相似性数据,它们必须为数值型数据或是使用

相同计量单位的数据.如果数据为多元变量,数据

可以是等间隔数据、二分数据或者为计数数据.多

维尺度对数据的分布假设没有严格要求.

一般来说,相异矩阵最适合用多维尺度方法

分析.而且多维尺度分析法由于把所有的变量的

位置都做了确定,因此同前两种方法相比,其显示

结果更加直观和形象, 同时对数据的信息要求较

低. 鉴于此,本研究主要采取多维尺度分析法分析

知识管理的范式结构. 具体的做法是通过

SPSS13. 0统计软件 Sca le功能中的多维尺度分析

功能 (multid imensiona l scale , ALSCAL),选取平面

对称的图形 ( square symmetric)描述知识管理关

键词的数据结构,用序数数值 ( ordina l)作为数据

测度水平的指标, 对知识管理关键词的相异矩阵

进行二维尺度分析,得到相关可视化结果 (如图 1

所示 ).

图 1 多维尺度分析结果

F ig. 1 Resu lt ofmut id imens ional scaling analy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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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数据分析

经过多维尺度分析表明, 58个关键词中, 主

要分为 3大类别:

1)信息技术导向类关键词  在坐标轴的上

限左右两侧,分布了 18个表明知识管理研究方向

的技术属性的关键词, 它们分别是 (A I) artificial

inte lligence)人工智能、( ExSy) expert system s)专

家系统、( Ont) on tology )本体、( Softw )软件、

( Sy) systems)系统、( EC) electronic commerce)

电子商务、( Ish) in formation sharing)信息共享、

(KMS) knowledgemanagement systems)知识管理

系统、(DS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决策支持系

统、 ( SD) system development ) 系 统 开 发、

( SyDes) system s design)系统设计、( IS) informa2

tion system s)信息系统、(DB) da tabases)数据库、

( Intranet)内部网、( Internet)互联网、(Networks)

网络、(T echnolo) technology)技术、(KBS) know l2

edge2based systems)知识系统.

从这 18个关键词的位置来看,它们围绕中心

纵轴,在远离原点处左右聚集在一起, 自成一类.

其中人工智能 (A I )、信息系统 ( IS )、数据库

(DB)、(Ont)本体、系统 ( Sy) 及 ( SD)系统开发等

关键词较为靠近主轴, 说明这些关键词在该类中

的中心地位.

2)组织行为理论导向类关键词  在坐标轴

的左限上下两侧, 分布了以组织行为理论属性为

主的 19个关键词,它们分别是学习型组织 ( LO)

learn ing organization )、组织发展 ( Odev) organiza2

tion development)、组织行为 (OB) organ izat ion be2

havior)、组织理论 (O the) organ izat ion theory)、组

织变革 ( Ocha) organizat iona l change)、人力资源

管理 (HR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创新

( Innovati) innovations)、企业文化 ( Ccu lt) corpo2

rate culture )、知识工人 ( KW ) know ledge work2

ers)、学习 ( Learn) learn ing)、培训 ( T r) train ing)、

标杆 /最佳 实践 ( Benchm ark) benchmarks/best

practice)、绩效评估 ( PerEv) performance evalua2

tion)、优势 ( Advantag) advantages)、管理 (M)

managem ent)、交流 ( Commu) communication)、信

息 ( Info) inform ation)、信息资源管理 ( IRM) in2

form ation resources managem ent)、决策 (DS) dec i2

sion mak ing).

从这 19个关键词的位置分布看,它们分别远

离两条中心轴,并且各自分布较为分散,中心位置

较难确定,并且从内容上看, 尽管主要以组织行为

理论的特性为主,但与战略管理理论有交叉.

3)战略管理理论导向类关键词  在坐标轴

的右限上下两侧, 分布了以战略管理理论为主的

20个关键词,它们分别是战略 ( S) strategy)、战略

管理 ( S traM ) strategic management)、战略规划

( StraP la) strategic p lann ing)、竞争优势 ( Cadva)

compet itive advantage)、理论 ( theory)、管理理论

(MTh) management theory)、管理模式 (M sty)

managem ent styles)、智力资本 ( IntP)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 ( IC) intellectual cap ita l)、隐

性知识 ( TK) tacit know ledge )、项目管理 ( Proj2

Ma) project m anagement)、(新 )产品开发 ( Pro2

Dev) new product /product deve lopm ent)、(全面 )

质量 (Q )、绩效 ( Perfor) performance)、模型 (Mod2

e ls)、信 息管 理 ( InfoMa) information manage2

ment)、信息技术 ( IT)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信

息系统管理 ( ISM) inform ation systems manage2

ment).

从这 20个关键词的位置分布看,它们与组织

行为理论导向类关键词类似,远离两条中心轴分

散分布,中心位置难以确定, 并且从内容上看,尽

管以管理理论的特性为主,但与组织理论、信息技

术理论有交叉.

关键词知识 (Know ledge)则恰好落在中心纵

轴上,说明了它是一个概念抽象、边界宽广、渗透

力强的中性关键词.

4 讨  论

通过上述 3大类关键词的分布分析,可以判

断图 1中分布于横轴上的关键词代表的主要是学

科理论基础,左边代表组织行为理论,右边代表战

略管理理论.纵轴表示知识管理研究的两大维度,

向上为信息技术维度,向下为组织管理维度,这意

味着知识管理范式的二元结构.从图中也可看出,

包括 3组聚焦点, 它们代表了知识管理的 3大

流派.

4. 1 知识管理的 3大学术流派

通过多维尺度分析,可以判断在知识管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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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存在 3大主要学术观点:信息技术理论导向观

点、组织理论导向观点、管理理论导向的观点,这

3大观点体现了知识管理领域的 3大学术流派,

这与左美云
[ 18]
的研究是非常吻合的.

1)信息技术理论学派  信息技术流派主要

通过知识管理的信息技术理论基础来体现, 以人

工智能理论、专家系统理论、信息系统理论、数据

库和数据仓库理论、本体理论为中心,图中位置表

明它们密聚在中心纵轴附近.同时从类内元素分

布看,这一类别相对其它两类是结构较为紧凑的

一类,说明知识管理的核心技术是较为明确的.事

实上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

问世,人工智能技术就得到重视和发展,而人工知

识技术本身就是发现和处理知识的技术. 信息系

统、数据仓库等技术,更是作为知识处理和发现过

程中的重要手段得到运用. 正如左美云所述: /这

个领域的研究者和专家们一般都有着计算机和信

息科学的教育背景. 他们常常被卷入到对信息管

理系统、人工智能、重组和群件等设计、构建过程

当中. 对他们来说, 知识等于对象,并可以在信息

系统当中被标识和处理 0.

2)组织行为理论学派  图中显示, 组织行为

理论这一类别内部,各个关键词分布较分散,找不

出中心点. 但从其中的关键词频次来看, 组织行

为、企业文化、创新、知识工人、人力资源管理、绩

效评估等关键词的频次是很高的, 这说明在组织

行为理论的范围内探讨知识管理, 主要是围绕

/人0的因素展开的.这一学派对应左美云所述的

/行为学派 0,他指出: /行为学派认为知识管理就

是对人的管理,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和专家们一般

都有着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或商业管理的教育背

景. 他们经常卷入到对人类个体的技能或行为的

评估、改变或是改进过程当中.对他们来说, 知识

等于过程,是一个对不断改变着的技能等的一系

列复杂的、动态的安排. 这些人在传统上, 要么像

一个心理学家那样热衷于对个体能力的学习和管

理方面进行研究,要么就像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

或组织理论家那样在组织的水平上展开研究. 0

3)战略管理理论学派  同组织行为理论基

础一样,图中显示, 战略管理理论这一类别内部的

关键词分布同样分散,中心点无法确定.但从关键

词的词频来看,竞争优势、战略管理、战略规划、智

力资本、战略等关键词的词频是很高的,这说明从

管理理论的视角下探讨知识管理, 主要集中在战

略管理的领域中. 对该类中其他关键词做进一步

分析,信息技术、信息管理、隐性知识、组织学习等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也较高,这说明该理论流派具

有综合性. 该流派对应了左美云所划分的 /综合

学派 0,他评述到: /综合学派不但要对信息和人

进行管理,还要将信息和人连接起来进行管理;知

识管理要将信息处理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相互结

合, 增强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组成该学派的专

家既对信息技术有很好的理解和把握, 有有着丰

富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他们推动着技术学派

和行为学派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从而融合为自己

所属的综合学派 , , 由于综合学派能用系统、全

面的观点实施知识管理, 所以很快被企业界接

受0.并进一步指出国外许多研究知识管理的著

名学者都属于综合学派.

4. 2 知识管理范式的二元属性

同样通过多维尺度分析看到, 对知识管理研

究存在两大维度:信息技术维度和组织管理维度,

它们代表了知识管理范式的二元属性. 这一结论

与国外学者 Marianne和 M ike
[ 19]
以及 Sh irly2Ann

等人
[ 20]
的研究成果是基本吻合的. Marianne和

Mike认为,在知识管理领域存在两大范式导向,

一种是受信息技术影响而形成的技术范式, 另一

种是受组织学习和组织战略影响而形成的人文范

式. 前者的焦点在 /技术 0,后者的焦点在 /人 0.他

们称之为知识管理的二元范式属性, 并认为这两

种范式导向下的组织战略是有较大差异的, 而对

于研究者来说,两种范式并存的根源在于对知识

管理不同的认识论和哲学假设, 两种范式间的隔

阂 ( parad igm gap)将阻碍学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造成信息技术范式和人文范式下的学者们均按各

自的知识路径发展,结果是隔阂越来越大,最终使

得学科瓦解; Shirly2Ann等则指出, 知识管理的研

究者主要来自信息系统和管理科学两大学科背

景, 由此形成了知识管理的计算机化范式和组织

范式.前者关注知识管理中的软件和硬件问题,后

者强调知识管理中的人与组织问题, 组织范式并

不排斥技术的价值,但也不过分强调技术的作用,

目前这两种范式还没有融合的迹象, 将会长期

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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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 M arianne和 Mike提出知识管理的

技术范式和人文范式过于宽泛, 而 Shirly2Ann等

将其确定为计算机化范式和组织范式也不够准

确, 根据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知识管理的两种范

式应分别命名为 /信息技术范式 0和 /组织管理

范式 0.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再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

分析的方法进一步分析 58个关键词的类别结构,

发现 3种分析方法所得结果具有较高一致性,说

明知识管理研究二元范式存在的客观性. 但由于

对数据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最终结果也存在一

定差异,这种差异并不足以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

比如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组织行为

理论导向和战略管理理论导向类关键词之中也散

布有 interne,t intranets, technology 3个技术属性

较强的关键词,说明知识管理研究的信息技术范

式已经开始向组织管理范式渗透, 显示出两种范

式开始走向融合的迹象;同时,在组织行为理论导

向和战略管理理论导向类关键词中, 也存在相互

交叉渗透的情况, 表明组织管理范式中组织行为

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的边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5 研究展望:知识管理二元范式的
融合 ) ) ) 资源范式论

知识管理二元范式的分割对知识管理学科的

进一步发展是十分不利的.目前这种隔阂已经妨

碍了学者之间的交流,甚至发生冲突. Leonard
[ 21]

的研究表明,对知识管理领域的概念有突出贡献

的学者主要来自于管理学、经济学、哲学和信息系

统等领域,但信息系统领域的专家同其它领域的

专家很少存在共被引的关系,以至于在研究知识

结构时常被剔出.那么, 知识管理的范式能否走向

统一? 回答是肯定的, 在本文进行的多维尺度分

析中已经发现,战略管理理论学派是综合的学派,

它整合了知识管理中的信息技术与组织管理两大

要素,因此可以从管理领域 (主要是企业管理领

域 )来发现知识管理的统一范式.

根据企业管理领域众多的文献论述发现,知

识管理领域的核心概念是知识, 在研究过程中,

/知识0是被当作企业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因素

参与竞争的,它被认为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获

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这是多数文献都认可的

重要前提,也是其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础.知识资源

如何才能转化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则是技术

与人有机结合的管理过程. 比如: Leonard对知识

管理知识结构的研究显示,持有资源基础理论观

的知识管理共同体核心作者占所有核心作者的

32. 5% ,在 8个子研究领域中居于遥遥领先的地

位;美国的 Ganesh
[ 22]
探讨了人与技术在组织知识

管理中的相互作用.因此认为,知识管理的范式将

会逐步统一在知识资源这张大伞之下, 资源范式

将成为知识管理领域的主导范式,该范式由人、技

术和管理 3大因素构成.

6 结束语

本文在提炼出国外知识管理领域 58个高频

关键词的基础上, 运用共词分析方法, 通过 SPSS

的多维尺度统计分析功能,直观、形象地刻画出知

识管理的学科理论基础和主要学术流派, 从而发

现知识管理的二元范式结构,并在分析各个流派

的基础上,预测知识管理的范式将会在知识资源

这一概念下被统一起来, 从而提出知识管理的资

源范式论点.本文仅仅是个探索性的研究,研究的

结果尚需要用其它的方法来佐证, 比如用作者共

被引的方法来验证结论;同时,文中的结论也应进

一步展开讨论等等. 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做进

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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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arad igm of research know ledgem anagem en t: A b ib liom etr ic ana 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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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 ct: Th is paper, by selecting 58 h igh frequency keywords in know ledgemanagement research fie ld, ana2

lyzes the research parad igm of overseas know ledge management through co2keyword ana lysis. The paper d is2

covers that there are dual parad igms and three ma in genres in th is fie ld, there fore the paper prognosticates

tha t the dua l paradigms w ill be syncretized by the new parad igm and the research of know ledge management

w ill deve lop rapidlyw ith the resourc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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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届国际计算机与工业工程大会征文通知

第 38届国际计算机与工业工程大会 ( The 38
th
Internat iona l Con ference on Computers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将于 2008年 10月 31至 11月 2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国际计算机与工业工程大会

由国际期刊 Computers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于 1975年发起, 迄今已举办 37届, 对于推动计算机领

域、工业工程 /管理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届会议论文集将交由 ISTP检索;本届会议将评选出 20篇左右优秀论文并经修改符合要求后发

表于国际期刊 Compu ters and Industria l Eng ineering专刊 ( SCI检索 );本届会议还将评选出 80篇左右优

秀论文并经修改符合要求且按期刊要求交纳版面费后发表于 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6 (自然科学版 )

专刊 ( EI检索 ).

会议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日期 2008- 03- 01,全文提交截止日期 2008- 06- 01,全文接受日期 2008

- 07- 15.

会议联系地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100083);联系人:刘晓靖;电话: 15810945304;传

真: ( 010) 82317808; Ema i:l info@ 38cie. ne;t网址: http: / /www. 38cie.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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