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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管理的提出源于知识社会中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其出发点是把知识视为最重要的
资源，并最大限度地掌握和利用知识作为提高组织竞争力的关键：从学科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在1999
年之前北美、欧洲及其他国家，主要进行知识管理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在此之后迅速渗入组织行为
学、工商管理学领域。
2001年以后知识管理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最流行的研究课题之一。
它在教育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工商管理、理学、工学甚至心理学、文学等学科都有程度不同的扩散
与渗透。
　　从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图书馆学、情报学，可以发现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宗旨
从根本上说就是促进知识成长，提供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
图书馆学、情报学可以理解为研究知识与信息的组织、管理、生产和利用，以及通过图书馆、情报所
或其他信息机构的服务实现知识和信息生产、创新和传递利用的学科，由此带来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理
论和实践的变革与发展。
　　目前图书馆学、情报学正在以知识为中心进行重组和创新，建立以知识为组织和处理的单元，探
索知识发展规律，揭示知识的生产、组织、传播和利用的规律与方法，有效组织知识，合理配置知识
资源，以达到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的目的。
图书馆学、情报学这种从文献、信息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构成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研
究的知识化趋向。
此种研究趋向不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方面，而且已经落实在图书馆工作的具体实践和管理中，目前高
校图书馆提出的个性化服务、知识增值服务以及人性化管理等等都是知识管理理念的具体体现。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知识管理类的教材及论著来看，约近200种，其中95％以上都是从企业管理的角
度来阐述知识管理，把知识管理视为企业管理的高级阶段，而从图书馆学情报学角度来认识知识管理
，把知识组织、知识获取、知识扩散、知识创新、知识服务作为研究和认识对象的教材尚不多见，因
此，新编一本从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角度来论述知识管理的教材十分必要。
鉴于上述缘由，编者着手编撰了此书，并得到了东南大学研究生教学用书建设基金的资助。
　　本书在主编者所承担的东南大学情报科技研究所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课的教案讲义基础上编写完成
，汲取了国内外有关知识管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近期研究成果，目的在于通过揭示知识的产生、
组织、检索、传播与利用的规律及其方法，将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重点从单纯的文献资源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转移到知识资本的管理和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并重的轨道上，把管理学领域中有关
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投射到知识领域，从而形成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多元研究视角和更广阔的理论
与实践基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管理>>

内容概要

　　《知识管理》通过揭示知识的产生、组织、检索、传播与利用的规律及其方法，将图书馆学、情
报学的重点从单纯的文献资源管理、信息资源转移到知识资本的管理和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并重
的轨道上，从把管理学领域中有关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投射到知识领域，从而形成对图书馆学情报
学的多元研究视角和更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建立以知识为组织和处理单元，探索知识发展规律，
揭示知识的生产、组织、传播和利用的规律与方法，有效组织知识，合理配置知识资源，从而达到知
识共享、知识创新的目的。
　　以知识为主要标志的知识社会的到来，带来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的变革与发展。
从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图书馆学、情报学，可以发现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宗旨从根
本上说就是促进知识成长，提供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
图书馆学、情报学可以理解为研究知识与信息的组织、管理、生产和利用，以及通过图书馆、情报所
或其他信息机构的服务实现知识和信息生产、创新和传递利用的学科。
　　图书馆学、情报学在近10年的发展中，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一个从文献-信息资源-知识的研究趋
向，知识管理越来越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论的核心。
此种研究趋向不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方面，而且已经落实在图书馆工作的具体实践和管理中，目前高
校图书馆提出的个性化服务、知识增值服务以及人性化管理等等都是知识管理理念的具体体现。
图书馆学、情报学这种从文献、信息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构成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研
究的知识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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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知识与知识社会　　1.1 知识的认识源流　　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
”强调教化。
在《论语·为政》中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强调人在求知的过程中要实事求是，但是没有指出知识的起源问题。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这说明，孔子认为知识有两个源头：“生而知”、“学而知”。
南宋朱熹在《近思录》中更具体指出，尧、舜是“生而知之者”，汤、武是“学而知之者”。
　　也有反对这种“主观知识论”论调的，如唐朝韩愈在《师说》中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
惑?”这个看法颇接近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白板论”，即人之初心灵犹如_张白纸，后天经验才是人类
知识的源泉。
与此相反，笛卡儿认为人一出生头脑并不是一片空白，而是存在着一些天赋的观念，后天的学习与天
赋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才形成知识。
　　法国孔德的知识理论注重知识的发展秩序，认为知识的发展由抽象到具体，从数学开始，最高知
识是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知识的本质在于它从社会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检验知识的标
准，无论什么知识，只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才是正确可靠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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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管理》不仅可以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的教材与学习参考，也可作为图书馆研究与
业务指导之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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