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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人知识管理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管理问题。自组织理论与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知识管理具有内

在逻辑关系。社会化媒体平台具有自组织特性，社会化媒体平台个人知识管理是一种自组织现象。本研

究试图探索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的个人知识管理机制。研究认为，从个体层面看，歧化和突变是个体层面

实现自组织有效运作的路径。歧化的动力是个体之间的互动，突变的结果是实现知识类型的转化。从平

台层面看，涨落是平台层面实现自组织有效运行的路径。通过信息推送、个人定制的方式获取知识，通

过知识管理工具整理和分享知识，这是平台涨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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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not only an education problem, but also a management problem. 

There is the internal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ocial 

media has the feature of self-organization. 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social media is a phenomen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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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organization. Meanwhil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social media.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ifurcation and mut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self-organization. The 

impetus of bifurcation is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Mutation brings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types. At the platform level, fluctuationis an effective way for self-organization. Knowledge obtaining through 

information recommendation and personal customization, knowledge classifying and sharing through knowledge 

management tool ,all of those are the results of platform mutation.

Keywords: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self-organization, social media

社会化媒体是以用户创造内容为主旨的，

海量信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我

们能够获取更多信息；另一方面，如何有效地

找到我们所需要得信息也变得更为重要了。这

不仅是信息或知识获取的问题，更是如何管理

知识的问题。

管理是一个“输入—输出”的过程，首先，

投入一定的成本，经过加工等环节，获得收益。

管理的本质是使得“输入—输出”的过程更为畅

通，效率更高。在知识管理中，这里的成本包括

所有已有的资源，如个人、知识平台及其信息、

已有的知识等；收益就是知识，一是个体自身知

识的增多，二是知识本身存量的增加。社会化媒

体是以用户生产内容为核心的信息系统，海量信

息难免会给个人带来负担。如何在这些信息中快

速找到个人所需要的信息，形成知识，进而建构

知识甚至创造知识，这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之

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自组织理论的核心是自组织虽然看似混乱复

杂，却能够通过歧化、突变、涨落等方式达到自

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从而形成新的有

序状态。社会化媒体作为自组织系统，具有开放性、

非平衡性、共享性、动态性等特征，也正是这些

特征使得平台作为一个系统能够通过互动达到平

衡，虽有竞争但还是会实现协同效果，最终达到

系统的有序运行状态。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不

仅需要个人通过互动促进知识类型的转化，也需

要平台自身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从而输出知识。

一、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系统科学在 20 世纪取得的重

要理论成果，是分析自组织现象的理论的总称。

自组织理论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

超循环论、自组织临界态理论等。它们的角度不

同，但是都试图解决一个普遍性问题，即有序与

无序、有序与无序转化的机制。协同学创始人哈

肯（Haken）[1] 提出的自组织定义是：“如果一个

体系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

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

的。这里‘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和功能并

非外界强加给系统的，而是外界以非特定的方式

作用于系统的。”Christian Fuchs 提出了社会动员

的自组织模式，他认为“自组织”这一概念代表

了网络、合作，以一种合作、系统的方式可以达

到社会的动态平衡 [2]。

根据自组织理论，系统自组织的形成必须满

足：第一，系统必须是开放系统，与外界不断进

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使外部输入的负熵大

于内部熵增；第二，系统必须远离平衡状态，其

内部存在着物质能量分布的显著差异性与不平衡

性，不断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宏观转换；第三，

系统内必须存在着非线性反馈的动力学机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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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能产生相干效应和协调

动作，使系统走向新的有序；第四，系统存在着

随机涨落。当涨落被非线性机制放大后，稳态可

能转化为失稳，而造成失稳的临界涨落在分叉点

上，又可按非线性关系所引导的某个方向转化为

新的涨落，所以随机涨落是系统自组织的内在驱

动力 [3]。

二、自组织与社会化媒体平台知识管
理具有一致性

社会化媒体平台本身就是一个自组织系统。

社会化媒体是以互动为基础，允许个人或组织

生产内容的创造和交换，依附并能够建立、扩

大和巩固关系网络的一种网络社会组织形态。

它的思想与技术核心是互动，内容主体由用户

生产 (UGC)，关键结构是关系网络，表现为一

种组织方式 [4]。自组织系统的形成条件是：系

统是开放的、非平衡的、非线性反馈、存在随

机涨落等。社会化媒体平台的自组织特性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开放性   首先，参与主体的多元性，社会化

媒体的低成本、低门槛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

中，至少在接入层面是无障碍的，平台中参与主

体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多样；其次，多平台交

互性，社会化媒体依托于互联网，可以与互联网

平台中的其他应用形式相互交换；再次，社会化

媒体作为一种信息承载形式可以和其他形式相交

互，如与传统媒体内容交互，与书本内容交互。

非平衡性  社会化媒体中社群的形成是自发

的，有参与者、有互动就会形成社群。由于社会

化媒体中参与者的多样性，个人知识结构、对问

题的理解、表达方式等都不一样，所以在该平台

中存在知识势差，即知识分布的不平衡，表现在

分布式认知、分布式智能和分布式专业技能等方

面。由于知识势差的存在，就会有知识的流动，

如知识转移、知识交换、知识共享等。

共享性  虽然从单次互动看，信息或知识交

换是不平衡的；但是从长期及整体来看，知识是

共享的，能够达到动态平衡。社会化媒体中的共

享是以弱关系为纽带的，即便相互不认识，也愿

意贡献知识。这是基于信任及非利益交换的，个

人自愿贡献知识是对平台的信任，也是对他人的

信任，特别是在非利益交换、没有责任追究的情

况下，更愿意分享知识。

动态性  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随时更新、实

时流动，特别是当某一事件发生后，平台会出现

相关内容溢出的现象，当信息平台崩盘之后，又

会出现信息回落。同时，在一次讨论中或互动中，

也会出现这种涨落现象。特别是平台中内容呈现

方式比较多样，如纯文本、图片、视频等，更容

易引起情绪感染，也更加积极参与互动。

自组织与社会化媒体平台的知识管理具有内

在逻辑关系。吴彤认为，自组织的管理方法最适

用于从事创造性活动的系统与人员 [5]。社会化媒

体平台本身具有自组织特性，使得个人和平台能

够运用自组织的方式来实现知识管理。

三、自组织视角下社会化媒体中个人
知识管理机制

社会化媒体平台中，个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平台的知识管理更要关注个人，从个人出发，即

个人知识管理。Frand 和 Hixon 对个人知识管理

的定义是：“它是一种概念框架，指个人组织和

集中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使其成为笔者们知识

基础的一部分。它还提供某种将散乱信息片段转

化为可以系统性应用的东西的个人战略，并以此

扩展笔者们的个人知识。” [6] 耗散结构理论描述

热力学系统如何不断从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

在一定条件下使整个系统的演化从无序走向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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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与规律 [7]。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个人与

平台相互依存，个人依托平台存在，享受平台提

供的服务；平台因为个人的积极参与得以运作。

也就是说，个人与平台之间不断进行信息互动，

最终走向有序，个人获得知识并较好地管理知识。

所以本研究将从这两个层面论述个人知识管理机

制：个体层面要积极促进知识类型的转化；平台

层面平台以贡献知识的方式，通过信息推送和个

人定制促进个人知识管理，当然具体操作层面也

需要平台工具的支撑。

 （一）个体层面：个体之间互动协同，促

进知识类型转化

社会化媒体平台中，个体层面如何将杂乱数

据或信息进行系统化，构建知识甚至创造知识，

需要个体在互动中进行知识转化。从知识结构看，

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类。显性知识

即“记录的”知识，对显性知识可以利用计算机

进行大规模加工并将之存储在数据库中，甚至可

以进行知识挖掘。隐性知识即“意会的”知识，

这部分知识只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不能被直接转

换与储存于物理介质上，只能通过与隐性知识拥

有者的直接接触和交流实现知识共享 [8]。

歧化和突变是个体层面实现自组织有效运作

的路径。协同学探讨由不同性质的大量子系统所

构成的系统，在外界序参量作用下通过怎样的相

互作用走向协同，在宏观尺度上产生空间、时间

或功能的新的有序 [9]。知识类型的转化，其实就

是一个协同的过程，这里的协同包括知识类型的

协同，以及个人之间相互的交流与协作，而知识

类型的转化需要个体之间的协同。协同过程中有

两个重要的概念：歧化和突变，这两个概念说明

的是自组织的演化路径。在社会化媒体中，歧化

的动力就是个体之间的互动；突变的结果就是知

识类型的转化。

第一，歧化的动力：个体之间的互动

学者们在自组织企业的演化路径中提出了歧

化的概念。在参量空间中，控制参量改变引起动

态系统定性性质的改变，称为歧化。歧化的过程

具有历时性，即系统的后续演化与其所经历的路

径有关。当系统在歧化点上存在两个或多个稳定

新解时，系统将面临如何选择演化路径的问题 [10]。

图 1 自组织视角下社会化媒体平台中个人知识管理机制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个人知识管理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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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没有外部作用的情况下，其解是稳定的，

即没有可选择性。而当有外部力量的作用时，系

统会偏向于某种状态。到底系统偏向于哪种状态，

取决于这个外部力量。

社会化媒体平台中，这个外部力量，即引起

演化路径的动力就是个体之间的互动。虽然个体

之间的互动是必然的，但是到底哪种状态下的互

动具有良好效果，则有较大的偶然性。如果个体

之间的互动开展比较顺利，个体能够很好地利用

他人提供的信息，个人也愿意与他人分享信息，

个人与他人之间会产生很大的共鸣效应。共同作

用之下平台中的资源也更多，个人的收益也更大。

如果没有个体之间的互动，或者互动效果比较差，

那么平台本身是静止的，或者不能得到外部的新

信息，也没有自我发展的动力，系统本身的演化

就难以继续下去。

第二，突变的结果：知识类型的转化

在系统演化中，歧化总是伴随着突变现象，

即系统定性性质的突然改变。动态系统并不总是

在时间轴上连续而平滑地演化，有时系统会突然

地跳跃或爆发。突变理论证明，不论构成系统的

机制特性和引起结构或形态变化的“力”的性质

如何，只要控制参量变化到歧化点上，就会出现

从一种定态向另一种定态的突变 [10]。社会化媒体

中存在的大量数据或信息，由数据到信息再到知

识的转化，以及知识类型的转化，其实是一种质

态向另一种质态的转化。从个人知识管理方面看，

社会化媒体平台中，更突出隐性知识的存在。这

些散落的数据隐含着的就是隐性知识，隐性知识

如何转化为显性知识，个人如何吸收他人的显性

知识，进而内化为隐性知识，则是突变过程中需

要解决的问题。突变的结果就是实现知识类型的

转化。

突变中特别强调质态的改变，所以个人知识

管理中外部化和内部化更加具有突变性质。外部

化就是将隐性知识上升为显性知识的过程。也就

是指在个体之间的互动中，他人会给以启发，从

而将自己的隐性知识上升为显性知识。也包括将

他人的隐性知识上升为显性知识，这个层面更需

要平台的支撑。这里的显性化包括两个层面，一

是数据处理系统将杂乱无意义的数据整合成为信

息，也就是具有完整意义的信息；二是数据呈现

系统将信息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内部化

就是将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而显性知识转

化为隐性知识的过程，对个人心智模式和知识积

淀有着较高的要求。如果个人的知识结构或者知

识积累比较弱，面对显性知识，个人也不会有所

感触，更不会有针对的将其转化为隐性知识。将

显性知识转化为隐性知识，唯一的方式就是领悟

和练习，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外部化是一个输

出的过程，内部化是输入的过程，输入往往是随

时随地的、不容易觉察的。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

个体之间互动效果越好，个人知识的输入和输出

或者说知识的外部化和内部化效果会更好。

 （二）平台层面：信息推送制定和知识管

理工具运用，在涨落中促进个人知识获

取和分享

自组织系统的演化需要一定的控制条件。歧

化的概念和突变理论表明，系统内部只要有行动

者，在正确的时间、地点以正确的方式利用好偶

然因素以及系统本身的条件，就能改变系统的演

化路径。也就是说，虽然内部的状态路径选择是

多样的，但是能够有种力量对系统进行控制，利

用涨落的二重性，使得系统的状态选择是最好

的。涨落的二重性是指既可以对系统的稳定状

态进行干扰，又可以使系统走向新的有序状态

的“力”。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最能说明涨

落二重性的就是平台本身。由于平台的开放性、

非平衡型、共享性、动态性，使得平台成为一

个杂乱的数据市场 ；但是平台又能够通过自身

的控制达到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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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落是平台层面实现自组织有效运行的路

径。相对于个体层面知识管理，平台层面的知识

管理侧重于个人从平台获取知识以及个人利用平

台管理知识。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可以通过平台

数据处理系统将杂乱无章的数据进行提炼整合为

信息，个人获取信息后结合本身知识基础进行知

识建构；或者可以通过个人定制的方式，获取知

识。同时，可以利用知识管理工具具体地实践知

识管理，特别是可以通过知识管理工具整理知识，

以及利用社会性网络工具的应用服务提炼知识和

分享知识。这些机制的实现都是基于社会化媒体

平台的自组织特性或者自组织理念，是运用平台

涨落性的结果。

第一，基于信息推送、个人定制的知识获取

社会化媒体是大数据的重要载体，社会化媒

体记录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包括属性数据，更包

括关系数据。随着大数据分析方法的不断开拓，

各种数据抓取软件也不断出现。一般来说有两种

方式，一是通过数据抓取软件获取平台中的数据，

然后通过数据处理软件，从杂乱数据中找到数据

的规律，形成信息。如通过此方式可以知道某类

用户的网络行为偏好，并以此向该类用户推送该

类信息。二是通过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用户网络行

为记录，网络爬虫一般基于一定的算法，按照从

易到难、从多到少的规律抓取行为数据。如个人

点击或搜索较多的信息，会被爬虫软件所记录，

并将此信息传递到系统，系统会自动向该用户推

送该信息。这两种数据抓取方式都可以提高信息

获取和推送的针对性，提高信息搜寻效率。

个性化定制是指根据用户说明的或预测到的

需求设计和交换信息或服务。根据用户说明的定

制就是个人定制，根据预测到的需求的定制是信

息推动的一种形式。如果说基于数据挖掘的信息

推送是一种被动知识获取，那么基于个人定制的

信息获取则是一种主动知识获取。前者是通过社

会化媒体这一平台中的数据以及相应的数据软件

实现的，是间接的；后者是直接的。个人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求以及偏好定制相关信息和服务，这

种系统化的信息获取方式将海量信息在进入个人

视野之前就已经被筛查了。通过系统直接推送用

户想要的信息，并进行吸收，构建自我知识。

第二，基于知识管理工具的知识整理与分享

美国 P.A.Dorsey 教授提出个人知识管理概念，

他认为“个人知识管理应该是一套既有逻辑概念

层面又有实际操作层面的解决问题的技巧和方法” 
[11]。简单来说，个人知识管理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

通过一套工具来实现。知识管理工具包括显性知识

管理工具和隐性知识管理工具。显性知识管理工具

是对显性知识的管理，如对文档、文献、网页、笔

记等的管理。隐性知识管理是对隐性知识的管理，

如一些灵感、思绪、经验等的管理。按照知识转化

流程以及不同的知识类型，可以将个人知识管理工

具划分为文献管理工具、专利深度分析工具、思维

导图、云端笔记和网络资料管理工具、社会性网络

工具等几大类 [12]。这些管理工具都是依托于一定

的计算机平台或者技术平台支撑。

特别是社会性网络工具本身就内嵌于社会化

媒体平台。社会性网络工具如博客、BBS、社会性

书签、微博等都为用户提供了个人收藏、话题发布、

网络内容获取等服务。社会性网络工具相比于其他

个人管理软件的优势在于：一是呈现社会化特征，

通过建立圈子与其他人进行信息交流和分享，使得

交流更具有针对性；二是社会性网络工具分类更加

多样，如可以在网络相册（Flickr）发表照片、在

网络视频（youtube）发布视频、在网络社交（SNS）

上进行社交活动，也可以用微博、微信等实现即时

通讯；三是易用易学，与网络互通，可以实现同

步更新。积极利用这些知识管理工具对个人的知

识管理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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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自组织理论在认识个人知识管理本质方面具

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区别是，

从系统自身看，自组织的演化是自发的、自主的

过程，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通过非线性方式相互

作用最终推动了系统的演化，该系统真正的动力

不是来自于系统外部，而在于系统内部。

社会化媒体中知识管理作为自组织系统现

象，其主体有两个：个人和平台。本研究将社

会化媒体平台看做自组织系统，平台中的个人

知识管理看作自组织现象，研究更多描述这种

现象。从知识实现和获得效率来讲，社会化媒

体环境下，一方面，由于海量数据的存在，加

大了个人知识管理的难度，这对个体的选取能

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当然个体也能够在与他人

的互动中获得知识甚至创造知识；另一方面，

社会化媒体平台中是一个巨大的协作互动场所，

个体之间的互动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同时海量

数据能够被抓取和挖掘，通过信息推送、个人

定制等将无序信息有序化，也可以通过具体的

知识管理平台实现信息有序化。所以，从两方

面看大数据时代个人知识管理表面看难度加大，

实则对个人知识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个人和平台两方面的努力，这种知识管理

的过程就是一种自组织现象。

同时，本研究也试图运用自组织的一些理论

找到个人知识管理机制和路径。从个体层面看，

个体之间的互动能够促进知识类型的转化，这是

协同作用的结果。歧化和涨落是个体层面实现自

组织有效运行的路径。歧化的动力是个体之间的

互动，突变的结果是实现了知识类型的转化。从

平台层面看，信息推送制定和知识管理工具，能

够使系统在涨落中促进个人知识获取和分享。涨

落是平台层面实现自组织有效运行的路径。个人

知识管理侧重于个人从平台获取知识以及个人利

用平台管理知识。这些种机制的实现是运用平台

涨落性的结果，即平台本身是一种无序状态，但

是平台又有能力将通过各种方式达到有序状态。

平台根据个体的搜索行为，推送相应的信息，或

者个人精准定制得到被推送的信息；而且平台本

身也提供一些知识管理工具，特别是内嵌于社会

化媒体平台的社会性网络工具应用服务，更具有

可操作性，这些都为个人获取知识或创造知识提

供了便利。

虽然本文提出了个体和平台层面的运作机

制，但是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从

个体层面看，个人之间的互动、知识类型的转化，

并没有给出可操作性的方法。但是个人之间互动

效果越好，其对知识管理肯定是有积极作用的。

那么如何促进个人之间的互动，平台的信任机制、

激励机制、管理机制是需要后续研究认真考虑的

问题。从平台层面看，按照耗散结构，更需要平

台或系统自身内部的作用得到系统的有序运行。

但是基于数据挖掘的信息推送，会抓取个人的网

络行为数据，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对个人信息的过

度利用，如倒卖信息，严重的甚至会侵犯他人隐

私权。同时，从具体操作工具来看，目前显性知

识管理工具部分已经嵌入于社会化媒体平台，但

隐性知识管理工具大部分还是脱离于社会化媒体

平台的，如思维导图等。作为社会化媒体重要的

知识类型之一的隐性知识，其呈现方式就是思绪、

灵感，需要思维导图这类工具的支撑。这可以作

为以后的重点发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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