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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网络模型研究知识系统,是当前知识管理研究者感兴趣的热点问题之一.现有的单

一要素模式的知识网络不能反映组织知识系统的复杂构成和整体结构.采用超网络的思想和

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组织知识系统的知识超网络模型.该模型由三种节点、六

种边构成,可用于表示组织知识系统中的知识、人、存储载体等三类要素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

因而可反映组织知识系统的复杂构成及结构形态. 文中对模型的应用做了初步探讨, 包括:知

识组织、知识表示、知识结构分析、知识定位搜索、分析组织知识管理活动等. 该模型为组织知

识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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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 言

对组织实施知识管理时, 面临的首要问题是

如何正确描述组织知识, 并据此进行各种知识管

理活动。从系统科学的观点看,组织知识实质上

是一个知识系统
[ 1 ]
,可称为  组织知识系统 !, 而

组织的知识管理就是对组织知识系统的管理。因

此, 如何正确地描述组织知识系统,即用什么样的

模型来描述以及如何建模则成为组织知识管理的

首要问题.

当前,用网络来研究现实中的各类系统
[ 2 ~ 6 ]

,

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这也为组织知识系统的研究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知识网络领域,目前已取得很多进展:

1)知识网络的概念、性质

知识网络作为一个概念,早在 1995年就有人

提出
[ 7]
.目前,关于知识网络较通行的定义是:知

识网络指的是一批人、资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了知识的积累和利用, 通过知识创造、知识转移,

促进新的知识的利用
[ 8]
.

从性质上,知识网络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社会

网络
[ 9]
.此外,由于一些技术网络 (如某些 Web网

络、Agent及本体构成的网络等
[ 10, 11]

)也常被看作

是知识网络,因此, 某些知识网络还具有社会网络

与技术网络混合的特性.

2)知识网络的类型

从描述知识系统的网络模型形态上看,可根

据节点形态,将知识网络大体分为如下四类:

* 知识主体间的网络:其实质是知识在不同

主体间流动或传播的网络
[ 12, 13]

.

* 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网络: 以知识为结点,

以知识分类或语义分类为基础建立的知识与知识

之间的关联网络
[ 14, 15]

.

* 知识存储媒介之间的网络:主要指由文档

分类、索引等形成的知识网络
[ 16]

.

* 多种类型的节点或关系构成的知识网络:

研究较多的是知识与人之间的网络
[ 17]

, 网络的

构成要素涉及人、资源和关系等
[ 18]

.

上述四类知识网络,前三种类型都是由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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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节点及边构成,因而是同质网络,第四种类型

的知识网络,则由多种类型的节点和边构成,因而

属于异质网络.

3)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现有研究看,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三

种类型的知识网络,即本文所指的同质知识网络,

而对异质知识网络, 基本上还处于概念及设想阶

段, 对其网络形态、如何描述、如何建模等都未涉

及. 然而,对组织知识系统而言,同质知识网络模型

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

系统,组织知识系统中包含了多种不同要素,在同类

或不同类要素之间还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此复

杂的构成及结构形态,很难用单一要素模式的网络

进行描述,更遑论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此外,从知识的产生、转化、传播、创新等系统

功能以及知识的标识、存储、整合、使用等管理要

求来看, 也需要一个真实全面的模型. 而这些要

求, 单一要素模式的知识网络很难达到.

综上,从知识管理的研究及应用来看,迫切需

要建立可全面深入描述知识系统的整体集成模

型, 而同质知识网络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因此,只

有在异质知识网络思想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研究

才有可能.

对此,本文拟采用超网络
[ 19, 20 ]

的思想和方法

进行研究.这里,超网络是指  在已有网络之上的网

络!,即由多种网络构成之网络, 其概念最早于

1985年被提出, 目前主要应用于研究 internet网

络、交通、物流及供应链网络
[ 21 ]
等, 成为研究大型

复杂系统的一种新兴工具.研究思路为: 在对组织

知识系统构成及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分别针对

知识、知识主体、知识存储媒介三种要素建立三种

类型的知识网络,并根据三者间的关联关系将它们

集成为一个  超网络!, 本文称之为知识超网络

( KSN, Know ledge Supernetwork). 在此基础上, 对

KSN特性及其在知识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初步探讨.

1� 组织知识系统的构成要素、关系
及结构

1. 1� 组织知识系统的构成要素

根据王众托院士的观点
[ 22]

,组织知识系统的

要素包括: 1 )存在于文件、手册、图纸中的知识;

2)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知识; 3)已经凝聚在工作

过程、经营管理制度和方法中的知识; 4)嵌入 (外

化 )在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

从上述观点可知,组织知识系统是由各种知

识构成的,这些知识可按照存储形态大致分为四

种类型.因此,  知识 !首先是构成组织知识系统
的要素,本文称之为 K要素.

其次,对组织知识存储形态做进一步分析可

知, 其可进一步简化为两类: 以人为载体, 或以文

档、音像等媒介为载体.那些凝聚在工作过程、制

度、方法、以及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实际上也要

存储在人脑中,或各类媒介载体中,否则就无法在

组织中存在而发挥作用. 因此,根据存储形态,上

述要素可简化为两类:

* P 要素: 知识的主体, 即拥有知识的

人 ∀ ∀ ∀ Person;

* M 要素: 存储组织知识的各类物质载

体 ∀ ∀ ∀ M ateria lm edium.

上述三类要素中, P要素和M 要素比较直观

具体,因而便于观察和分析, 而 K 要素则相对抽

象、模糊, 需要作进一步辨析.

本文中, K要素代表各种不同的知识.由于知

识的模糊性,人们很难确定组织中有多少知识、哪

些知识,以及不同知识之间的关系等. 因此, 首先

须对 K要素进行区分. 为此, 本文建议采用领域

分割的方法
[ 23]

, 其基本思路为:

根据学科或应用领域将组织知识划分为若干

知识领域,每一领域又可再分为若干子领域, 对

子领域继续分割细化,可得更小的子领域,直到不

可或不必再分时为止.

在领域分割过程中,各级知识域、知识子域之

间可能存在着交叉,即二者间包含着共同知识,但

随着分割的细化, 这些共同知识会逐次被识别出

来. 最后得到的子领域,理论上不存在知识交叉.

这时的子领域,可称作知识单元 ( know ledge un its,

KU ) ,其涵义为: 在一个很小领域内的一部分知

识, 它可以不用另加定义就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和

认知,并可以和其他知识单元区分开来. 因此,可

把 KU看作构成组织知识的基本单位.

对上述分割结果作进一步分析可知,知识域、

知识子域、知识单元,实际上都代表组织知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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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知识, 只是表示的领域大小不同.因此,它

们都是组织知识的构成单位,本文将它们统称为

知识点 ( know ledge poin,t KP) .

在本文中,以知识点 (而不是知识单元 )作为

K要素, K要素集合即为组织知识点集.这主要是

为了便于反映组织知识的结构和构成, 另一方面

也符合人们认识知识的习惯.

1. 2� 组织知识系统的要素关系分析

在知识系统各要素之间, 存在着各种类型的

关系,其中既包括同类要素之间不同类型关系,也

包括异类要素之间的各种关系.从关系主体角度,

概述如下:

1)K要素之间关系分析

从知识点代表的知识领域的关系来看,知识

点之间可能存在的知识联系有:

* 两个知识点都包含相同的知识子域, 即二

者之间存在交叉领域;

* 两个知识点都属于同一知识域;

* 两个知识点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隶属

关系等.

此外,从知识的内容来看,知识点之间也存在

着广泛的知识联系.例如:

* 两个知识点都与某一对象、事物、实体等

相关;

* 两个知识点都与某一过程、方法、策略等

相关;

* 两个知识点的关联对象虽不相同, 但存在

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例如,某知识点与电脑

有关,另一知识点与主板有关,它们的关联对象之

间存在着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等.

上述各类关联关系,统称为知识点间的知识

关联关系,简称知识联系.

2)K与 P、K与 M之间关系分析

在 K与 P要素之间, 以及 K与 M 要素之间,

存在着如下相关关系

* 存储关系

由于知识的依附性,知识必须存储于特定的

载体: P要素或 M要素.因此, P及M 要素是 K要

素的存储载体,其间存在存储关系.

* 映射关系

K要素反映了 P 和 M 要素中储存的知识的

情况,在 K、P之间和 K、M 之间, 存在映射关系:

当 P和 M中储存的知识发生变化, K要素也随之

发生变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 P 和 M 中并非所有知

识都属于组织知识; 有些个人知识与组织完全无

关, 物质载体中也可能包含大量与组织无关的知

识, 因此, K 要素是 P要素和 M 要素中的知识的

不完全映射.由于本文的研究主旨是为组织知识

管理服务的, 与组织无关的知识不予涉及,因此,

本文中的个人知识及物质载体中的知识, 仅指与

组织业务相关、并可被组织进行管理的知识.

* 集成关系.

K要素是所有 P 要素和 M 要素中储存的知

识的集成.这种集成关系可通过知识点的集成体

现出来:

令 P = { p1, p2, #, pa }表示组织成员集合,

K ( pi )表示 pi 的个人知识点集, K p- k表示所有 P

要素中知识点集合,则 Kp - k可表示为

Kp - k =K (p1 ) ∃ # ∃ K ( pa ) ( 1)

令M = {m1, m 2, #, m b }表示组织中所有物质

载体的集合, K (m l )表示 m l中存储的知识点的集

合, Km - k表示所有 M 要素中知识点的集合, 则

Km- k可表示为:

Km- k = K (m 1 ) ∃ # ∃ K (m b ) ( 2)

令 K = { k1, k2, #, kn }表示组织知识点集,则

其可看作 K p- k和 Km - k的集合

K = Kp - k ∃ Km - k ( 3)

3)P要素、M要素及其相互间关系分析

在 P要素之间、M 要素之间、以及 P要素和

M 要素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知识联系:

* P要素之间关系

主要指组织成员之间的知识交流、共享、合作

等知识联系. 其中, 正式的、常规的知识联系较易

观察,如科研合作关系、工作中的知识联系等,有

些则不易察觉,如员工之间的非正式知识交流等.

在组织知识系统中,既要关注 P 要素之间的常规

联系,也要关注一些非正式知识联系,后者有时候

会产生更重要的作用.

* M 要素之间关系

物质存储载体之间的知识联系也包括多种,

例如,在知识内容上的相似关系、因分类索引而产

生的分类关系等.

* P要素与M 要素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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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个人因创造、学习、使用、管理文档

而形成的知识关系等.

1. 3� 组织知识系统的结构分析
综上所述,组织知识系统由K、P、M 三类要素

构成, 同类及异类要素之间, 存在着各种复杂关

系. 依照系统科学的原理,根据要素特点及其相互

之间的作用机制, 可将组织知识系统划分为三个

同种要素及关系构成的子系统: 1)知识子系统:

由 K要素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组成; 2)知识主体子

系统:由 P要素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组成; 3)物质

载体子系统:由 M要素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组成.

这三个子系统又通过异类要素之间的关系联

结作用在一起,形成一个包含三种不同要素、多种

类型关系的复杂系统:组织知识系统,其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组织知识系统的结构

F ig. 1� S tructure of organ izational know ledge system

2� 组织知识系统中的三类知识网络
模型

网络模型是描述系统结构的有效方法.组织

知识系统中的三个子系统都可以用一个网络来进

行描述.因此, 根据组织知识系统的要素和结构,

可获得三类知识网络模型:

2. 1� K- K知识网络模型

以 K要素为结点、K 要素间的知识联系为边,

可建立一个由知识点构成的网络, 称之为广义

K- K网络. 其形式为

Gk = (K, Ek - k ) ( 4)

其中, Ek- k = ∃
r
E

r

k- k表示知识点间多种边的集成,

E
l

k - k = { ( e
r

( ki, kj ) ) }表示知识点之间某一种类型

的边的集合.可知: 广义 K - K网络是一个由单一

类型节点、多种类型的边构成的复杂网络,其网络

图为一个超图 (如图 2).

图 2� 广义 K - K网络示意

F ig. 2� Illu stration of generalized K - K netw ork

以 K要素为结点、K 要素间的隶属关系为边,

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简单的知识网络, 本文称之为

狭义 K - K网络,该网络是一个层次网络,可反映

组织知识的构成情况.其可表示为

G 'k = (K, E 'k - k ) ( 5)

其中, E
'

k- k = { ( ki, kj ) }, i, j= 1, 2, #, n为边的集

合, ( ki, kj )含义为 kj是 ki的直接下级知识点 (其

中 ki 称为父节点, kj 称为子节点 ), 因此, 狭义

K - K网络是一个有向网络,而广义 K - K网络则

为混合网络.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知识点之间的隶属关系,

也是知识联系的一种,因此, 狭义的 K - K网络只

是广义 K - K网络的一个特例.

广义 K - K网络中包含着多种类型的边, 用

于表示知识点之间多种多样的知识联系, 其中

每种类型的知识联系都可反映组织知识结构的

某种属性或特征, 因而广义 K - K网络可以描述

组织知识的复杂结构及构成. 因此, 在本文中,

除非特殊说明, K - K网络都是指广义 K - K

网络.

2. 2� P- P知识网络模型

以 P要素为结点, P要素间的知识联系为边,

可构建组织知识系统的 P- P网络模型

Gp = (P, Ep - p ) ( 6)

其中, Ep - p = ∃
S

E
s

p- p表示组织成员间多种边的集

成, 其代表多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联系; E
s

p- p =

{ ( e
s
( pi, pj ) ) }表示成员之间某一种类型的边的

集合,其代表成员之间某种特定的知识联系.该网

络可称为广义 P- P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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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 E
'

p - p = { ( pi, pj ) }, i, j= 1, 2, #, m为

边的集合, (p i, pj )表示 pi与 pj之间存在知识联系

(或某种特定的知识联系 ),则可得到狭义 P- P

网络.其可以表示为

G
'

p = (P, E
'

p - p ) ( 7)

对于狭义 P- P网络, 若 ( pi, p j )表示 p i与 pj

间的知识合作关系 (或人际交往关系 ), 则该网络

就转化为合作网络 (或人际关系网络 ).

2. 3� M- M知识网络模型

以M 要素为结点, M 要素间的知识关联为

边, 可构建组织知识系统的 M -M网络模型

Gm = (M, Em- m ) ( 8)

其中, Em- m = ∃
t
E

t

m -m表示物质载体间多种边的集

成,代表载体间多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联系; E
t

m-m =

{ ( e
t
(m i, m j ) ) }表示物质载体间某一类型的边的

集合,其代表物质载体间某种特定的知识联系.该

网络可称为广义 M -M网络.

同样,令, E
'

m- m = { (m i, m j ) }, i, j= 1, 2, #, m

为边的集合, (m i, m j )表示 m i与m j之间存在知识

联系 (或某种特定的知识联系 ), 则上述模型可简

化为狭义 M-M网络.其可表示为

G
'

m = (M, E
'

m- m ) ( 9)

其中,边 (m i, m j )的实际含义可根据研究及应用

需要而定, 例如可根据 m i与 m j之中是否存储有

共同知识点来判断其是否关联.

3� 组织知识系统的 KSN模型

3. 1� 三种网络之间关系分析

K- K、P- P、M -M网络间,存在如下关系:

1)K - K是一个非实体的虚拟网络, 其必须

依赖于 P- P、M -M网络才可以存在, 而且必须

经过建模或特殊的处理才可以显示出来;

2)每个 P及 M 要素中的知识都可看作一个

小型 K - K网络, 而组织 K - K网络则相当于所

有组织成员及物质载体 K - K网络的集成.

令 G k (p i )表示 pi个人知识的 K- K网络,则

所有组织成员个人知识 K - K网络集成起来,形

成组织人力知识 K- K网络.其可表示为

Gk (P ) = ∃
a

i= 1
Gk ( pi ) (10)

这里,符号 ∃表示网络间集成关系,而非简单的集

合运算.

令 G k (m j )表示 m j中知识的 K - K网络, 则

所有物质载体知识的 K - K网络集成起来,形成

组织物质载体知识 K - K网络.其可表示为

Gk (M ) = ∃
b

i= 1
Gk (m j ) (11)

则 K- K网络可以看作是 Gk (P )和 Gk (M )的集成

图 3� 组织知识网络集成示意图

F ig. 3 In tegration of organ izat ion al know ledge netw ork

Gk = Gk (P ) ∃ Gk (M ) (12)

上述集成过程如图 3所示.

3)K - K网络是实体网络 ( P - P、M - M网

络 )中知识活动的动态映射. 发生在实体网络中

的知识活动, 如知识学习、传播、创新、编码整理

等, 都会影响 K - K网络的构成和结构.

4)在三个网络中, P - P网络处于主导地位,

K - K和 M -M网络都是 P- P网络中 P要素的

知识活动对象或结果.

从上述关系分析可知, 三个网络之间的联系

和影响,实际上是系统中三种不同要素 K、P、M之

间各种关系的集成和反映.

3. 2� 组织知识系统的 KSN模型

综上所述,在 K- K、P- P、M -M网络之间存

在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 这些联系将三者联结起

来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个  网中有网 !的超
网络形态,本文称之为知识超网络 ( KSN ).

从前文可知,三个网络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实

际上是 K、P、M要素之间关系的反映.因此,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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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P、M 节点之间建立连结,可将三个网络联结

起来,从而实现 KSN建模.具体如下:

令 p i % P、kj % K、m l % M 分别表示 P- P网络、

K- K网络、M -M网络的任一节点,布尔变量 �

( pi, kj ) = 1表示 kj为 p i的个人知识点,布尔变量

�(m l, kj ) = 1 表示 kj 为 m l 中的知识点,

 ( pi, m l ) = 1表示 pi与 m l之间存在知识联系 (或

某种特定的知识联系 ), 则 P要素与 K 要素之间

的边的集合为

Ep - k = { ( pi, kj ) |� (p i, kj ) = 1} (13)

M 要素与K 要素之间边的集合为

Em- k = { (m l, kj ) |�(m l, kj ) = 1} (14)

由于在 P、M 之间可能会存在多种关系, 因

此, 令 Ep - m = ∃
u
E

u

p -m表示 P、M之间多种类型边的

集成, E
u

p - m = { ( e
u
( pi, m l ) ) }表示 p i和 m l之间某

一种类型的边的集合,则有

KSN = f (Gk, Gp, Gm )

= Gk + Gp + Gm + Ep- k + Ep - m + Em - k

= (K, P, M, Ek - k, Ep - p, Em - m,

� Ep- k, Ep -m, Em- k ) (15)

上述 KSN模型中, Ek- k, Ep- p , Em- m, Ep- m都可

以有多种类型,导致两个节点间同时存在多条边,

因而可看作是广义 KSN模型. 为简化起见, 可以

用 E
'

k - k, E
'

p - p, E
'

m - m, E
'

p -m取代它们, 这里, E
'

p - m =

{ (p i, m l ) | ( pi, m l ) = 1}, 表示 P要素和 M 要素

之间某特定类型的边的集合, 则可得到狭义 KSN

模型

KSN
'
= f (G

'
k, G

'
p, G

'
m )

= G
'

k + G
'

p + G
'

m + Ep - k + E
'

p - m + Em - k

= (K, P, M, E
'

k - k, E
'

p - p, E
'

m - m,

� Ep- k, E
'

p -m, Em- k ) (16)

从公式 ( 15 )、( 16)可以看出, KSN模型是在

三种知识网络基础上, 在不同类型要素节点之间

增加边而形成的,其中包含了三种类型的节点、六

种不同类型的边, 揭示了组织知识系统的复杂构

成及结构形态.

3. 3� KSN模型特性分析

KSN模型具有如下一些特性:

1)整体性与全面性: KSN网络是从整体上对

组织知识系统进行描述, 模型全面反映了系统的

各类要素及其相互之间关系,而由同质节点构成

的知识网络则仅能反映组织知识系统的某一个

方面.

2)实体网络与虚拟网络的集成: KSN模型

中, P- P与 M -M 网络是实体网络, 而 K - K网

络则是虚拟的非实体网络,三者通过网络之间的

关联关系集成为一个整体. 因而 KSN网络既可以

描述实体网络中的知识活动和知识联系, 同时又

可以从知识的层面对这些活动进行反映, 因而可

以做到更深入、更具体.

3)同时包含有向边与无向边的混合网络:在

KSN网络的各种边中, 除 Ek- k外, 其他边都是无

向边;对于 Ek- k,既可能是无向边 (例如 Ek- k表示

知识点之间的知识关联关系 ), 也可能是有向边

(例如 Ek - k表示知识点之间的领域隶属关系 ),这

要视应用和研究需要而定.

4)复杂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模型包含三种类

型的节点、六类不同类型的边, 具有高度复杂性;

同时, KSN网络还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如在网络

尺度和知识点粒度方面,可根据应用及研究需要,

确定知识点的粒度,并进而控制网络的尺度;在边

的选择方面,也可灵活处理, 因而可以灵活的反映

各类知识活动.

5)可视性及可控性: KSN模型经过特定处理

后, 可将节点和边的情况存储到数据库中,然后以

可视形式,将模型整体或局部显示出来,并可按照

特定目的对模型进行组织、整理, 便于人们对组织

知识系统进行调控和管理.

综上所述, KSN模型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网

络, 同那些由单一类型节点及关系组成的知识网

络相比, KSN模型更能反映组织知识系统的复杂

构成及结构形态,因而可更全面、深入的对组织知

识系统进行研究.

4� 实例验证及应用分析

4. 1� 模型实例

下面以某组织知识系统为例, 对上述 KSN模

型进行实例验证 (为简化起见, 本实例统一采用

狭义 KSN模型 ),并结合实例分析其应用.

某组织为一科研单位, 其成员全部为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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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截至 2004年 12月,共有 18位.由于该组织的

核心任务是进行科学研究,因此,该组织的知识系

统, 主要由科研知识组成, 其他的可不予考虑.从

存储形态看,这些知识主要存储在其成员的头脑

中和科研文献中,因此, 对于 M 要素,可仅考虑已

发表的科研论文, 对于 P 要素, 也仅考虑科研

人员.

首先建立三种单一要素模式知识网络:

1) P- P网络: 以科研人员为节点、人员之间

的论文合作关系为边, 可得到系统的 P - P网络

模型 (如图 4) .

图 4� P- P知识网络 (本文中网络图都使用 Ucinet6. 71[ 24] )创建

F ig. 4 P- P know ledge netw ork

2) M - M网络: 以 1994∀ 2004年间该组织

所有发表的科研论文为节点 (以  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检索的论文为标准 ), 以论文之间的知识

相关性为边建立 M - M网络. 这里, 将论文之间

的知识相关性定义为: 二者具有相同的关键词

(如图 5) .

图 5� M-M知识网络

Fig. 5M - M know ledge netw ork

3) K - K网络:首先确定组织知识点集.文献

[ 15]提出了一种科研专家领域知识发现示方法,

可发现科研专家的知识点.对于科研论文中的知

识点,可通过对文本进行知识挖掘获得.不影响一

般性,为简化起见, 本文直接用论文关键词作为知

识点. 通过判断知识点之间的相关性, 就可建立

K - K网络 (如图 6) .

图 6� K- K知识网络

F ig. 6 K - K know ledge network

然后依次建立三种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从

而将三种知识网络进行集成, 以获得 KSN模型

(如图 7、图 8, 其中图 8为图 7的局部放大图 ).其

中, P- P网络与 M-M网络节点间的关系可按照

论文的作者进行判断,若科研人员是论文的作者,

则二者间存在一条边.

图 7� 组织知识系统的 KSN模型 (圆形节点为

K要素,长方形节点 P要素,上三角形节点M 要素 )

Fig. 7 Th e KSN m odel for organ izat ional know ledge system

4. 2� KSN模型应用分析

KSN模型可应用于组织知识管理的许多方

面, 包括知识组织、知识表示、知识导航、知识结构

分析、知识转化、反映知识活动等.

1) 知识组织:利用 KSN模型,通过对 K - K、

P- P、M -M网络及其关系进行收集、整理、分类、

过滤、加工,可促进组织知识系统的结构化、有序

化, 从而实现知识资源的合理组织,为知识使用提

供便利.

2)知识表示:可表示组织知识资源的构成及

分布、也可表示某一知识域的知识结构及存储分

布情况 (如图 8所示 ) . KSN模型中, K - K网络可

反映知识的结构和构成, Ep - k和 Em- k可反映各知

识点的存储分布情况, 因而可深入反映组织知识

资源的构成及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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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某知识域 KSN模型

F ig. 8 KSN m odel for a know ledge f ield

� � 3)知识结构分析:通过分析 KSN网络结构,

可在三网集成的基础上分析组织整体知识结构、

领域知识结构、成员知识结构等.这些分析可帮助

组织发现问题, 为组织知识管理提供依据.例如,

可分析团队知识结构、评价在给定合作模型下组

织成员的知识重要度等.

4)知识导航: KSN模型可为组织知识的定位

搜索提供便利.在进行知识搜索时,既可搜索到拥

有知识的人,也可搜索到存储知识的媒介资料,以

实现更全面的知识搜索功能.

其中,拥有某种知识点的人可以表示为

P ( kj ) = { pi |pi % P, � ( pi, kj ) = 1} ( 9)

拥有某种知识点的文档资料可表示为

M (kj ) = {m l |m l % M, �(m l, kj ) = 1} (10)

5)知识管理活动反映: 利用 KSN模型,可深

入、全面反映组织的各类知识管理活动,如知识学

习、传播、创新、转化等:

* 知识学习:可映射为 K - K网络中知识点

增加或知识点权重增大, 同时在知识点与人之间

的关联关系也会增加,从而反映组织学习的成果;

* 知识传播:个体间知识传播活动既表现为

P- P网络中主体间的关联关系,也可映射为 K -

K网络中知识点权重的变化, 即当个体间进行知

识传播时,可通过对 K- K网络进行加权来反映;

* 知识创新: 当组织进行知识创新时, 组织

中会增加很多新知识, 这些新知识既可能是若干

孤立知识点,也可能是若干相互关联的知识点形

成的新知识体系. 反映在 KSN网络上, 在其中的

K - K网络中,会有一些新节点及新边出现, 新节

点既可能与老节点相连,也可能是孤立节点,且在

新节点之间,也可能有边互联,即新节点本身也可

能形成一个子网. 此外, P 与 K 类节点间, 也会产

生新的边,表明个人知识增加;如果新知识被以文

档形式存储,则在 M - M网络中也会出现新节点

和边,在 M 类节点与 P类节点之间, M 类节点与

K类节点之间也会有新的边出现. 因此, KSN网络

可以从多个层面反映组织的知识创新成果;

* 知识转化: 包括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转

化、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转化等, 都可通过 K -

K、P- P、M - M网络之间的作用得到深入反映.

例如,当个人知识通过固化而转化为组织知识时,

M - M网络中节点和边随之增加, 相应的 K - K

网络中节点的权重会变大等;

此外,利用 KSN模型, 还可通过网络演化研

究、网络鲁棒性研究等, 探讨多要素互动条件下组

织知识的演化及知识结构的稳定性等问题, 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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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于下一步深入研究.

5� 结 � 论

本文通过对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网络进行集

成, 建立了组织知识系统的知识超网络模型.该模

型包含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要素、六种要素关

系, 可全面深入地刻画组织知识系统的整体特性

及结构形态.通过对模型中的各类要素和关系进

行分析, 该模型还可用于组织知识表示、知识组

织、知识结构分析、组织知识导航、反映组织知识

管理活动等,从而为组织知识管理提供一种新的

思路与工具. 进一步的研究可集中于 KSN的演

化、鲁棒性分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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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upernetwork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organ izational know l�
edge system s

XI Yun�jiang
1
, DANG Yan�zhong

2
, LI AO Kai�ji1

1. South China Un 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 zhou 510641, Ch ina;

2. The Institute of System Engineering, Da lian Un iversity of Techno logy, Da lian 116024, Ch ina

Abstract: Advanced research in know ledge management show s tha t the homogenous know ledge networks are

no t capab le of describ ing the comp lex ity o f organ izational know ledge system.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 f supernetwork, presents a know ledge supernetwo rk (KSN ) modelw hich comprises three types o f nodes and

six types of edges, each representing respectively know ledge, persons, materia l storagem edia, and the com�
plex interre lations be tw een them. The KSN model can descr ibe complex composi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o r�
gan izat iona l know ledge systems. Some prim ary applications of th ismodel are suggested, including: know ledge

organ izat ion, know ledge resource represen tation, know ledge structure ana lysis, know ledge locat ion / retrieva,l

and know ledge activities analysis. KSN mode l represen ts an innovative method for o rgan izationa l know ledge

managem en.t

Key words: know ledge netw ork; supernetw ork; know ledge supernetwo rk; organ izational know le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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