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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是人类对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知识的产生和传播。
长期以来人们不断在运用知识、创造知识，但是对知识的重要性却认识不足。
只是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的作用日益显著，人们才
开始重视起来。
　　1996年，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无论是在
国外还是国内，都引发了研究讨论知识对经济影响的热潮。
根据比较一致的理解，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创新、传播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
　　知识经济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和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
段。
在这个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阶段，一些国家在物质产品方面的供给相对丰富，转而追求更
高层次的发展，这时信息与知识成为发展的关键因素。
原来对能源、物质资源的过分依赖和供应的紧张程度，由于科学技术在节能和节约原材料方面的作用
而得到缓解。
工业经济时期重点在生产，而知识经济阶段则着重于收益较高的生产阶段之前的研究开发、设计，以
及生产阶段之后的市场开拓和营销。
人们从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谋生，发展到体脑并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逐步融为一体，而潜在的智力
因素逐步占有重要地位。
知识的创新和广泛应用，引起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以至思维方式的重大改革。
　　过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人们已经注意点滴累积并利用各种知识。
到了知识经济阶段，一方面技术知识在不断地增加和深化，它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分工和
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制度知识也在不断地发展。
知识已经走出象牙之塔，从少数人持有发展到广大群众都能掌握和应用。
人们需要更加自觉地认识和发挥知识的作用。
因此，知识成为一种资源、一种生产要素、一种资本，对于它的管理需要专门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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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知识管理的简明通用教材，简要介绍了知识的作用和影响、知识管理的含义和内容，从系
统的视角阐述了知识管理的组织、人员、技术、经营与文化结构体系，以及知识的需求、获取、组织
、转化、创新与传播的演化过程，还介绍了知识管理在企业管理变革、项目管理以及决策等方面的应
用。
    本书可作为管理类各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知识管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供非管理专业开设选修课以及
各类培训使用。
作为一本入门性的读物，也可供研究生与在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创新创业人士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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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知识经济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
展的最重要的要素，在工业经济阶段知识也是起作用的，但比起资金和资源来还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而在知识经济阶段，知识的作用更加显著，它一方面要作用于资金和资源，另一方面又有物质要素所
起不到的独特的作用。
这在像软件这样的产业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不仅是各种要素的单独成分，而且在各种要素的组合方面，知识经济也不同于过去的各种经济形态。
　　（二）知识经济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经济结构　　从产业结构来看，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的现
代服务业逐步成为经济的主体。
这类产业可以称为知识型产业。
当前这类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在各国的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显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和传统工业已经无足轻重。
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还离不开农业和传统工业的产品，但是在知识经济阶段，农业和传统工业由于基于
知识的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渗透和影响，也已经现代化了。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处的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目
前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面临着发展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的艰巨任务。
但是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不必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而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就，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我们可以充分吸取发达国家在发展知识经济过程中的正反面经验以及有用的知识，少走弯路，实现技
术跨越式发展。
　　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一种误区是一提知识经济，就只有高技术产业，不顾原来
经济条件一味发展信息技术、生物科学技术等产业；另一种误区则是认为当前我们的生产水平过于低
下，距离知识经济还太遥远。
这些都是片面的观点。
应该认识到，经济结构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是时间早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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