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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规模研究性企业知识管理体系建设探索① 
郑瑞新, 商 明, 林 茂, 董玉敏, 王艳红 
(新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3) 

摘 要: 研究型企业深刻意识到知识管理体系对企业的重要性. 建立知识管理体系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导致

知识管理体系推动研究型企业进步的效率较低. 笔者所在单位在长期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 从知识收集、整

理归纳、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等环节进行方法研究和实践探索, 取得了一定效果, 企业内部知识体系逐步进入有

序建设, 有效推动了企业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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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based enterprises are profound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blems 
emerg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cause low efficiency for enterprise progress. 
In the long term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enterprise that author work for has achieved certain 
effects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 by the exploring of research method and practice,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gradually gets into orderly construction process, effectively promote knowledge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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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知识爆炸的时代,  对各类运营组织而

言, 有价值的资产是组织内的知识工作者和他们的

生产力[1]. 企业主管深刻意识到知识管理对企业发展

的重要性, 不同程度的尝试建设和应用知识管理体系. 
作为现代企业模式中更注重知识应用的企业—研究型

企业对知识管理的需求更具迫切性. 研究型企业主要

资产是具备高素质、掌握相关行业 新技术知识体系

的科研工作人员, 他们利用计算机等高科技辅助手段

对现有行业相关信息和知识进行整理、对比、分析, 从
中产生新认识和新发现. 企业将新认识、新发现作为

产品提供给客户, 获取利润支撑自身发展. 研究型企

业的生产原料是知识体系, 产品是科研人员“脑力劳

动”加工完成的新知识, 建立知识管理体系对研究型

企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① 收稿时间:2013-05-14;收到修改稿时间:2013-06-08 

 
 

 
 
1 现行企业知识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是指“在组织

中建构一个人文与技术兼备的知识系统, 让组织中的

信息与知识, 透过获得、创造、分享、整合、记录、

存取、更新等过程, 达到知识不断创新的 终目的, 并
回馈到知识系统內, 个人与组织的知识得以永不间断

的累积, 从系统的角度进行思考这将成为组织的智慧

资本, 有助于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 以因应市场的变

迁.”(见图 1). 知识管理体系是一个由“知识获取—知

识共享—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等 4 个阶段组成的循

环模式. 大多数研究型企业都在尝试构建知识管理系

统, 但是知识管理在企业内的有效运用一直无法实现

突破. 企业利用知识管理能做什么, 怎么去做, 含糊

不清, 知识管理为企业带来的效益也无法衡量,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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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在企业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很尴尬.  
 
 
 
 
 
 
 
 
 
 
 
 

图 1 知识管理循环模式图 
 

笔者所在企业和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型企业类似, 
在知识管理体系中存在以下问题:  

1) 企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和成果资料

很多都由工作者或创造者保存, 很少主动上缴. 科研

人员开展项目研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收集相关信息和

知识, 重复性文档编撰工作和数据统计工作占用科研

人员和管理人员大量工作时间.  
2) 企业收集到的各种信息没有进行必要的整理

和重组. 正确或者错误的信息、内容丰富或者精简扼

要的信息、撰写规范或随意的文档、不同用途、不同

命名规则的文档堆积在一起, 成千上万, 缺乏便捷的

使用方式.  
3) 企业设有专门的数据和资料管理人员, 按照档

案管理规定对各种信息进行管理, 不符合格式规定的

各类信息无法进入档案管理过程. 即使企业对不规范

的信息进行了收集管理, 但档案人员为了规避可能存

在的数据错误责任而不愿将这些信息交给科研人员使

用, 企业知识体系共享比较困难. 非电子化档案系统

在高科技工作环境下的快捷使用也有一定障碍.  
4) 企业更注重科研生产成果的取得, 对技术总结

报告、研究过程中的中间成果不重视. 科研人员不会

主动撰写、上交中间成果和技术文档. 知识体系中关

键和重要的部分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以上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以下原因造成:  
1) 知识管理人员信息收集不主动, 秉承档案管理

工作过程, 很少关心企业知识体系中的信息知识从哪

里获得, 坐等科研员工按照规定汇缴指定的信息内容, 
很少主动收集企业运营信息. 收缴信息时, 反复要求科

研人员核对数据, 修正格式, 导致科研人员上缴信息的

意愿越来越低. 另一方面, 上缴的各种文档知识没有便

捷的使用方式, 科研人员必须清晰表示需要哪一部分

知识并且通过各种审批过程后才能获得相关资料.  
2) 没有专业的知识管理人员对收集到的信息知

识进行整理归纳. 现有知识管理人员缺乏企业主营业

务相关专业知识, 对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内容, 无法进

行专业分析和整理, 只能做到集中存放. 科研人员使

用时, 就如同在搜索引擎中寻找某个专业信息内容一

样困难, 更何况大多数企业知识管理体系中还没有建

设搜索引擎.  
3) 科研人员完成技术总结、知识归纳的意愿不强烈, 

研究过程中的中间成果和认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科研

人员对分享知识持保守态度, 企业对技术总结的鼓励措

施不足以让科研人员主动开展知识共享, 针对知识传递

和互帮互学的行为没有很好的鼓励措施, 企业没有意识

到知识管理的核心是知识工作者的有效管理.  
企业经营理念和运行模式不同, 在知识管理方面

遇到的问题也各自不同. 以上这些是笔者针对本企业

知识管理体系进行分析得到的认识.  
 
2 解决知识管理体系“难建难用”的措施 

通过分析知识管理中存在的现象, 结合工作环境

和人员组成, 本企业 终确认利用信息化工具, 通过

企业内部协同管理平台建设, 采取针对措施, 在企业

内部建立一套“广泛收集、专业整理、共享方便, 鼓励

创新、注重传承”的信息化知识管理和应用体系, 部分

解决目前知识体系难用、难管的问题.  
2.1 利用信息系统等多种手段主动收集知识信息 

在不打扰科研人员科研工作的前提下, 企业必须

采取主动方式, 尽可能收集企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大

量丰富详尽的数据和信息, 以备后续加工利用. 本企

业的具体做法如下:  
1) 利用集中存储系统建立科研人员日常工作数

据存储空间. 科研人员撰写编制的各种 Word、TXT、
PPT、表格、流程图、程序代码、图片、录音、录像

等中间成果信息都集中存储在专用存储系统中. 知识

管理人员定期从集中存储中收集信息, 加工整理, 将
其纳入企业知识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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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日常科研和生产的管理过程采用信息系

统完成. 本企业基于 QHSE 体系建设了一套协同管理

平台. 通过该信息系统的应用, 管理过程中附带的各

种管理文档、技术文档、需要企业主管审核的流程图、

图表、报告、论文等各种形式的企业知识文档自然沉

淀到知识管理体系当中.  
3) 通过建设企业内部工作协作区、及时通讯系统

等多种信息交互平台, 方便科研人员相互交流, 协同

工作, 共享知识, 交流信息、各种技术文档自然沉淀到

知识管理体系当中.  
4) 通过对培训、技术交流、汇报总结过程进行视

频记录和整理, 将其纳入企业知识管理体系.  
通过这些工具的应用, 在自然工作状态中积累沉

淀了企业信息和知识. 本企业知识管理人员还定期前

往同行业协作企业收集行业相关的各种外部知识, 将
这些知识整理打包后纳入知识管理体系统一管理.  
2.2 开展知识整理, 制作知识地图 

知识管理体系中更为关键的环节是知识整理. 有
序规范和便捷易用的知识体系有助于科研人员开展工

作, 进行知识创新. 知识整理首先是对收集到的信息

进行分类和整理, 对不规范或不完整的信息进行说明

和补充. 知识管理人员在确保原始信息不破坏的前提

下, 通过增加说明进行补充完善. 具备系统性、连续性

和关联性的信息可以归类形成局部知识体系. 文档、

图片、信息等命名信息需要进行规范和修正.  
知识整理的执行者需要具备较高的行业技术知识, 

能够了解信息中阐述的知识点, 具备对相关信息进行

补充完善的能力. 本企业结合自身特点, 通过管理层

引导即将退休的老专家和长期从事企业主营业务相关

操作的人员从事知识整理工作. 这些人员通常有 30 多

年伴随企业成长的经历, 对相关信息和知识点有充分

认识.  
整理后的信息和知识需要建立必要的索引和搜索

机制, 方便科研和管理人员再次使用. 知识地图是目

前较为流行的知识索引和使用形式, 是知识管理系统

与互联网应用相结合, 深入运用超文本技术的新型知

识管理技术.  
制定知识地图的关键是识别组织知识, 从主题和

分类两个途径对知识加以整理. 首先, 可以尝试建立

分类知识地图, 这种知识地图容易实现, 但无法充分

揭示知识的相互联系, 是一种文档检索目录. 其次, 

可以通过需求以及相关资源为基础建立知识地图, 将
企业内部职位知识分级、客户知识分级、创造性知识

分级等. 第三步是建立各类知识与人之间, 人与人之

间、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 建设各类知识地图能够

理清信息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脉络顺序, 为知识利用者

提供简单易懂、结构清晰的知识包, 方便企业知识体

系再利用.  
2.3 建设内部协作机制促进知识共享和应用 

知识共享是指员工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知识, 使知

识由个人经验扩散到组织层面的过程. 知识分享是知

识管理构成要素中唯一的指数要素, 知识共享的程度

将成几何倍数影响到知识管理体系的 终效果(见图 2).  
 
 
 
 
 
 
 
 
 
 

图 2 知识管理的构成元素 
 

知识工作者之间同时存在协作和竞争关系. 除非

对自己工作有帮助, 知识工作者不会轻易将自己掌握

的知识与他人分享. 在不愿与他人分享知识时, 通常

会以沟通、联系渠道不通畅为借口, 以企业没有提供

合适的共享通道为理由. 建设企业内部高效协作机制

可以部分解决此类问题. 本企业经验做法如下:  
1) 企业运营过程电子化. 企业人员在管理过程或

科研过程中参与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 通过各流程环

节的衔接, 使工作过程中需要的知识在流程执行中流

转, 实现知识体系共享.  
2) 建立即时通讯系统、工作协作区机制及 FTP 文

件系统, 方便人员相互沟通, 组内讨论, 数据和信息

高效传输, 促进科研人员对知识共享的参与.  
3) 常见问题处理说明 FQA、讨论区等信息化工具

建设使得科研人员出现问题时, 能够快速找到相关信

息, 提升工作效率.  
4) 知识体系全文检索、搜索技术的建立以及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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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的制作使知识共享更加便捷.  
2.4 加强知识工作者管理促进知识创新 

人既是知识存储的载体, 又是知识创新的主体. 
知识管理归根结底是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 很多知识

管理体系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将知识管理单纯看作

科研文档管理, 忽视对知识工作者的有效管理. 企业

需要制定各种激励措促进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承. 笔者

企业根据自身特点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 建设以员工工作业绩以及学术成就为核心的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在绩效考核中引入知识创新指标, 
提升科研人员知识创新积极性, 动态管理员工的各类

业绩记录和信息.  
2) 建立专家管理体系将科研人员享受的待遇与

其学术成就和知识创新度挂钩, 建立人才梯队培养体

系, 多种措施共同作用, 营造“知识创新与荣誉待遇对

等”的企业气氛, 使科研人员愿意在知识创新方面投

入工作精力.  
3) 对知识传递给与鼓励, 促使知识传递有序开展. 

积极推动“拜师学艺”、“互帮互学”活动. 制定措施确保

专家对高素质青年人员的技术培养. 对新员工制定培

训计划, 进行一对一培训培养, 促进青年人早日成为

骨干科研人员.  
4) 执行“只奖不罚”措施, 鼓励科研人员开展主业

相关的技术研究工作, 提出不同的研究路线和认识观

点, 鼓励不同学术观点论战, 通过观点碰撞, 启发创

造思想火花, 促进知识创新效率.  
 
3 知识管理体系建设效果 

笔者所在企业通过 4 年的知识管理实践, 初步建立

了包括科研成果、管理制度等在内的企业知识管理体系

(见图 3). 通过这套知识管理体系建设, 企业提升了管理

效益,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型企业成果和效益增长.  
 
 
 
 
 
 
 
 
 
 
 
 
 

图 3 企业知识管理体系结构图 
 
3.1 知识管理体系助力企业科研成果 

随着知识管理体系的深度应用, 科研人员知识创

新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目前统一管理的文档目录达到

546 个, 文档累计 34328 篇, 每年各类文档收集达到 1
万多篇.  通过专家梯队建设, 本企业近几年公开发表

的学术论文明显提升. 协同管理平台中论文统计数据

可以使科研人员便捷的看到自己的科研贡献以及在企

业中的科研技术水平, 通过合理的激励措施可以促进

企业学术活动进步. 从图中也可以看出科研资源投入

和产出的基本状况以及人才梯队管理为研究型企业带

来的明显好处(见图 4).  
随着管理和科研资料的不断收集和整理, 本企业

建设的协同管理平台逐步成为企业内部知识体系的有

力承载体, 为知识创新提供便捷工具.  
3.2 业绩履历促进知识工作者管理 

本企业建设的协同管理平台的基础是人力资源

管理, 秉承对知识工作者有效管理的原则, 协同管理

平台主要记录科研工作者的工作业绩、工作经历和学

术成就. 通过近 4 年的建设, 目前已为 318 职工分别

建立了工作业绩档案, 实现了企业组织结构动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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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企业技术论文发表情况统计图 
 
理. 员工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查询各自的工作业绩档

案, 找到个人在企业的点滴成长经历, 凝聚企业认同

感, 感受企业与个人“荣辱与共, 共同奋斗”, 激发工

作热情和企业忠诚度. 个人工作业绩档案中各类信

息的详细、准确程度能够为科研人员填报各类人事表

格节省大量时间, 提高有效工作时间, 促进企业科研

效益的提高. 详尽的工作业绩资料以及统计分析功

能也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领导层决策提供了及时

准确的数据支持.  
 
4 结论 

作为研究型企业, 必须对企业知识体系进行有效

管理, 促进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 针对企业各自特点, 
企业知识管理体系建设模式和应用模式是企业管理人

员必须慎重考虑的一项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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