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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管理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门交叉性学科，通过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对国外近十年

来知识管理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知识管理的研究视角、

相关技术、管理模型、知识共享与集成以及知识服务与创新等，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研究热点做了进

一步的阐述，希望通过总结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对国内知识管理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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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haring and integration, as well as the knowledge service and innovation. The paper gave a brief 

overview from these aspects and also provided som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domestic knowledge 

management by summarizing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study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

Keywords: Knowledge management, hot topics analysis, survey of current situation

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概念出

现在上世纪 80 年代，最先是由企业界提出，目的

是将信息与企业集体智慧知识（包括显性和隐性

知识）以及人类的创新能力有机的结合起来，从

而在竞争中赢得优势，得以生存。普遍意义上的

知识管理就是确保知识的积累、获取、导航、开发、

创新和保存，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共享，

促进知识创新并最大限度地激发智力资源的过程。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管理不在只是一

种管理时尚，更多的是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1]，并

不断延伸扩展到多个领域，受到各界广泛的重视。

1．国外知识管理研究发展概况

国外对知识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

影响较大，文章运用软件 CiteSpace 对国外知识管

理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探讨知识

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知识结构，以直观地展现

学科领域知识的宏观结构和信息全景，研究热点

和前沿动态，为国内研究知识管理的研究者提供

一些借鉴与思考。

1.1 数据来源

以 Web of Science 数 据 库 为 数 据 来 源， 检

索 时 限 定 条 件 为 Web of Science 核 心 合 集， 以

“knowledge management”为主题词，文献类型

选择 Article，时间跨度定为 2006 年 -2015 年，

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5 日，得到检索结果共

4760 条记录（记录内容选择全记录与引用的参

考文献，文件格式保存为纯文本，文件名称改为

download_xx 形式，以便 CiteSpace 软件分析可用）。   

1.2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1.2.1 文献计量分析

知识管理研究类文献被引频次总计 38010（去

除自引为 31465），施引文献总计 25119（去除自

引为 23029），文献分布情况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图 1    每年出版的文献数   图 2   每年的引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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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知识管理研究的学科领域分布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2006 年 -2015 年出版的

文献数呈现波浪式的起伏，2006 年 -2007 年出版

文献数量呈下降趋势，2007 年 -2012 年出版文献

数量呈上升趋势，2012 年之后再次呈现下降趋势，

而图 2 中每年的引文量一直呈现增长趋势，说明

尽管出版文献少了，但是对于知识管理的研究一

直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学科呈现较稳定的快速

发展态势。

1.2.2 重要学科领域分析

在 CiteSpace 节点选项中选择“术语”和“学

科主题”节点，绘制学科领域图谱，如图 3 所示：

图谱中各节点表示知识管理研究所涉及到的

专业领域，连线表明各领域之间存在交叉关系，

不同颜色的连线对应不同的年份，节点的大小代

表各学科内文献数量及被引频次，从而反映出知

识管理研究在各领域学科中的重要程度。按文献

被引频次从大到小排列，形成明显的六大聚类，

分别为企业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情报

图书馆学、工程和商学，其中企业经济学和管理

学两个节点处有紫色外圈重点标注，说明知识管

理研究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正在成为该研究发展

的焦点，学科内的文献也在增长。由图谱可知，

当前国外知识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领域中，

目前已形成大量优秀研究成果，形成了各学科之

间联系紧密，研究内容趋于融合的研究态势。图

谱形成的聚类结果不仅与检索自动生成的引文分

析报告内容出入甚微，也与知识管理活动最先由

企业界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的现实相吻合。 

1.2.3 研究前沿知识基础分析

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是学科领域发展成熟的

基石，其知识体系是比较系统和稳定的，通过知

识基础的分析可以明确预测研究前沿和动态趋势
[2]。选择 “参考文献 ”为分析节点，构成基于文

献共被引的知识图谱，得出研究知识管理的奠基

性重要文献，以展现该学科知识基础的不断演进

过程。如图 4 所示：

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现状及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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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文献共被引的网络知识图谱

基于文献共被引的网络知识图谱，选择从

关键词中摘取聚类名称，根据文献之间的共被引

关系形成若干聚类，同一聚类文献中的研究内容

和专业性质比较接近，不同聚类之间虽有交叉亦

有明显区分。图谱中圆形面积较大的节点是关键

节点，其被引频次和节点中心度较大，并有紫色

外圈标注，备受学者的关注和引用。另外，从图

谱中可以发现个别节点处有红色圆环，表示引文

数量明显激增，其中 Davenport T、Zack MH、

Blackler F 和 Tiwana A 等作者的文献被引频次明

显增多，说明文献中所讨论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在知识管理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得到学

者的高度认可，国内相关方向的研究学者应该关

注以上作者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其文章中的精

华并结合自身研究工作实际，将其转化为研究

成果。

1.2.4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研究内容的精炼浓缩，虽

然占据的比重很小，但却指向主要的研究主题，

选择 “关键词”为节点，运行后生成关键词共现

网络知识图谱，如图 5 所示：

图谱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

大表明关键词出现次数越多，连线越粗表明关键

词之间联系越紧密，从图中可以看出国外知识管

理研究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节点之

间的连线也是比较紧密的，客观说明了国外的知

识管理研究学科内各研究主题之间的紧密程度，

而图 5 中紫色圆环的节点是关键突显词，表明该

关键词在近期内出现次数较多，代表学科领域内

近期快速发展的现况，追踪国际学科发展前沿也

应该关注关键词的突显词，结合突显词进行热点

分析更加科学严谨。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理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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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网络知识图谱

表 1  关键词共现中间中心度排列表

点中间中心度的大小代表其在网络中的作用大小

和地位高低，数值越大与周围节点联系越强且影

响越大，文章取关键词中心性数值在 0.1 以上的

节点，按其大小顺序排列分别为：视角、技术、

设计、性能、管理、创新、成功、企业、吸收能

力、模型、能力以及策略等关键词（见表 1），

表明国外知识管理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

富。国内知识管理研究应该要紧跟国外研究步伐，

但又不能亦步亦趋，生硬照搬国外的研究成果，

应该结合我国知识管理研究现状和国情需要，增

强国内外学科交流频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

吸收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

中心度 频次 关键词
0.22 307 视角（perspective）
0.22 193 技术（technology）
0.18 138 设计（design）
0.16 479 性能（performance）
0.15 416 管理（management）
0.15 394 创新（innovation）
0.13 81 成功（success）
0.12 227 企业（firm）
0.12 108 吸收能力（absorptive-capacity）
0.10 310 模型（model）
0.10 132 能力（capabilities）
0.10 118 策略（strategy）

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现状及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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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探讨

关于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的探讨，参考上

文的研究热点分析结合以往研究文献成果以及上

文中心度指数，本文总结为四个方面来分析：研

究视角，技术视角，模型研究，知识共享与集成。

下文便是从四个视角分别对其进行探讨。

2.1 知识管理研究视角

知识管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不同专业背

景的学者对其研究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于学者的

不同专业视角，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也会着眼于不

同的视角，综观国外学者对知识管理研究的不同

认识角度，归纳总结为以下部分：

资本要素视角，促进高效管理。在组织管理

过程中，需要人力、资源、技术和设备等多种要

素的共同作用，知识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对组织

管理的有序进行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有利于实现

组织的高效管理 [3]；战略策略视角，确保达成目标。

根据知识的显性和隐性两种本质特性，有针对性

地制定战略分析方法，了解或预测竞争对手的动

向，以便及时做出反馈和应对策略，增强组织核

心竞争力并确保预期目标的实现 [4]；组织行为视

角，激发知识创新。组织成员所有智慧的集合推

动组织的快速发展，组织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

个成员不断上进，要全面系统地了解组织知识管

理的运作，在关注管理结构和策略方法的同时也

应考虑组织行为层面的因素，从而激发新知识的

再创造；应用实施视角，指导管理实践。知识管

理的目的是得到应用实践，要明确知识管理的内

涵及其重要性，研究其在各领域、各行业中的具

体应用，评估其绩效，依据管理实践提出特定的

管理方法，发挥知识管理的应用价值 [5]。

2.2 知识管理相关技术

知识管理需要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才能实

现对知识的表达、组织、存储、获取和应用。知

识管理借助信息技术可以方便组织内人员获取所

需知识，有利于组织内知识的存储和保护，也可

以加强数据信息之间的联系，确保其准确性和完

整性，实现人员与组织以及组织内部之间显性知

识和隐性知识的转化与共享。

早期最先出现的知识管理技术是决策知识系

统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人机交互，协助人们做

出最优决策，解决结构化或半结构化问题。随着

知识管理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知识管理

技术支撑体系，涉及多方面的信息技术，如计算

机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通信技术、虚拟技术、

自动化控制技术、本体技术和专家分析技术等。

后来，又开发出以各种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基础的

信息通信系统、人机交互系统、基于同行评议的

wiki 知识库 [6] 以及基于专家查寻机制的“科技研

究人员知识门户”原型系统 [7] 等。知识管理技术

在促进知识管理向信息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的同

时，也促进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转换与

共享，解决异质系统中的知识检索问题，方便组

织人员通过网络获取所需知识。

2.3 知识管理模型研究

研究知识管理的主要范式之前需要研究知识

管理的模型，但因其关注焦点问题的不同，目前

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框架结构模式。综观国外知

识管理模型的研究，可总结归纳为两类：规范型

模型和实证型模型 [8]，这两种模型并不是非此即

彼，而是相互借鉴、趋于融合。

具体来说，目前最普遍的知识管理模型有

基于知识和基于知识管理工具两种管理模型。基

于知识的管理模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日本学者

Nonaka 提出的 SECI 模型，主要研究显性知识和

隐性知识之间的转化、运用和创新，形成知识创

新模型；基于知识管理工具的知识管理模型以“如

何实现知识管理”为核心，Nonaka 与 Konno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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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新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显性知识和

隐性知识之间的四种转化、传递关系，即显性—

显性、显性—隐性、隐性—显性和隐性—隐性，

从交流环境、框架结构、组织知识和管理流程中

实现知识管理的升华。

2.4 知识共享与集成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获得组织竞争优势的

有力法宝，是企业长期保持成功的重要资产，在

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开始依循知识管理思想来

制定管理策略并采取知识管理行动。

知识管理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是了解员工，

能激励员工，培养知识共享的文化，伴随整个组

织的发展过程而不断集成共享知识。William[9] 等

人基于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的理念，分析验证企

业员工知识共享在管理控制和社会交流两种策

略途径下的不同反应效果，结果证明管理控制

和组织支持对知识共享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Nadene[10] 等人则以不同的文化背景为切入点，研

究南非多文化影响下知识共享的情况，发现非洲

在知识共享中更多充斥着的是权利意味，知识变

成了证明其价值的衡量尺度。继知识共享之后，

知识集成是知识管理研究的又一个研究热点，

Fang Hung[11] 等人通过列举案例，分析并总结了

知识集成的过程模型，发现实验活动的介入可以

很好地扩展知识集成流程的周期。

2.5 知识服务与创新

知识服务是以用户需求为驱动，以问题解决

为目的，积极为用户提供有用信息、知识内容及

获取手段的个性化服务。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

对于知识管理的长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知识管

理必须通过创新来提升性能，应用动态知识管理

理念来创建新的服务流程，以便更好地满足用户

需求 [12]。 

在数字化与网络化的背景下，基于技术创新

的激励，知识服务逐渐替代信息服务成为新的发

展趋势，并成功构建用户驱动的公共集成信息服

务平台。另外，有研究者提出一个概念性的框架，

通过实证研究方式分析社会资本、知识管理与服

务创新之间的关系 [13]，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不仅积

极影响知识管理与服务创新，知识管理对服务创

新同样有很大的积极影响，知识管理在该模型中

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而存在。因此，如何为用户

提供便捷、有效、个性化的知识服务是未来知识

管理发展必须面对、亟需解决的研究热点问题。

3 结语

综上所述，知识管理的研究内容之深，研究

范围之广，充分说明知识管理不仅仅是从信息管

理向知识管理的简单过渡，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

门学科，且涉及到多个研究领域，其思想贯穿于

研究的整个过程之中 [14]。对于知识管理的研究国

内起步较国外晚一些，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和研究

范围相较国外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可以看出近些

年来我国在知识管理研究方面相较以往发展，已

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发文量也在不断增加 [15]。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数据盛行，要想国内知识管

理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

知识，包括显性的、隐性的等，善于挖掘有用的

信息，在有限的信息资源、知识范围内，达到资

源利用最大化，创造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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