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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隐性知识是在人与人的协作、交流中传播和创新的 ,因此以 IT为基础的知识管理系统难以对其有效

管理。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科学实验室为案例进行了如下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 ; 绘制组织内部信息沟通、

咨询、知识传播等社会关系网络 ; 定量分析网络结构以发现阻碍知识传播及创新的问题。上述研究表明: 社会网络

分析可以为组织制定隐形知识管理的措施提供定量分析的依据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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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acit knowledge management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YIN Guopeng , MO Yunsheng , CHENYu

( Economic Science Labora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 ina, Beij 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s mainly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 f tacit know ledge in the interior of the

o rganiza tion by social netw o rk analysis ( SN A) . Because the tacit know ledge is spr ead and innovated by the

coope rating and com munica ting be tween people, the know ledge management sy stem based on IT is no t effectiv e

enough. The autho r 's r esea rch is based upon the cases happened in the Economic Science Lab o f Renmin

Univ ersity of China. The da ta we 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 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netw o rk of the

info rmation comm unicating , consulting , and know ledge spr eading inside the o rg aniza tion we re draw n. Then, the

netw ork str uctur e w as analyzed quantitativ ely to find the facto rs that h old back the spr eading and innovating of

know ledge by SNA. The r esult indica tes that SN A can o ffer the reliable basis on h ow to take strong measur es to

manage tacit know 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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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知识管理所存在的误区

知识管理的研究存在两条主线: 技术学派及行

为学派 ,技术学派把重点放在信息管理上 , 因为信

息是知识的载体 , 通过对信息内容和信息工具的管

理来实现知识管理。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大都是具

有信息技术与计算机专业背景的 , 他们致力于知识

库、协作通信技术、知识门户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行

为学派把重点放在人的管理上 , 研究者大都是具有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专业背景的人 , 他们着重研究

人的行为、技巧和思维方式
[1 ]
。

知识管理著名学者斯威比对基于泰勒主义

( Taylo rism)的知识管理方法和实践 (以 IT为主导的

知识管理 ) 持强烈的怀疑和批判态度 ,而这正是技术

学派所倡导的。然而 ,知识管理必须始终把人这一知

识的真正载体置于知识管理的核心 ,关注如何最佳地

培育、利用和激励人们去改进和传播他们的知识 ,而

IT技术仅是实现此目标的手段 ,而不能本末倒置。

1. 1　显性知识及隐性知识

所谓知识 ,除了我们日常自觉感受到它存在的

可编码的显性知识 (或称言传性知识 )外 ,还有由个

人的经验、技能和洞察力构成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隐性知识 (意会性知识 )。后一种知识由于包含了经

验、技巧、诀窍 ,是要靠实践摸索和体验来获得的。这

类知识具有很强的个人特性 ,比如人的价值观和视

野等 ,很难甚至根本不能通过语言来表达和传递 ,它

在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

难以甚至无法转化成独立表达、并能够传授的显性

知识 ,只有掌握这类知识的人才能亲自使用它
[2 ]
。

1. 2　隐形知识的传播方式

受泰勒主义影响 ,技术学派将企业知识管理视

为信息管理的高级阶段 ,将企业知识管理系统视为

以 IT技术为支撑、以管理和支持企业与知识相关

的活动为目的的系统 ,此种看法是片面的 ,只强调了

利用 IT技术完成知识的创造、贮存、传递及应用 4

个过程。 然而 ,由于隐形知识难以显化 , IT技术难

以直接对隐性知识进行管理 ,它也无法取代个人学

习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智慧。所以 ,对于知识管理 ,

应该也必须延伸到如何对人进行管理这一主题。否

则 ,再完善的 I T系统 ,如果脱离开人这个主体的积

极主动的参与 ,都“活”不起来 ,只能是死水一潭。

企业的隐性知识才是构成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

分 ,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独特资源 [3 ]。企业内的

隐性知识传播的特点为: 你所认识的人与你会获取

的知识极为相关 ,也就是说人们大大依赖于自身的

社会关系网络发现信息和解决问题知识、方法。毕

竟 ,师傅带徒弟“手把手”的知识传播途径将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不会消失 ,并且对某些特定的知识来说

是惟一可能的传播方式。

1. 3　隐性知识管理的定量方法

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多涉及到人的行为的研

究。从企业文化角度探讨建立学习型组织、知识创新

文化和从战略角度探讨知识管理战略等多为定性分

析 ,这种分析可能显示组织环境并不支持知识共享 ,

但此结论缺乏定量分析支持。社会网络分析则可以

映射及量化员工、团队、部门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

——隐形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 ,使不可见的信息、知

识传播转变为清晰的图景。更重要的是 ,这种定量分

析提供具体手段 ,以影响网络创造和共享知识的能

力 ,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知识战略的落地生根
[ 4]
。

社会网络分析并不是对以 IT为基础的知识管

理系统的替代 ,而是知识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传播的

定量分析工具及方法 , 是进行知识管理的起点。

2　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理论

2. 1　社会网络分析简介

社会网络的研究缘于社会学、人类学、传染病学

等学科的发展 ,逐渐地社会学家将其发展为强大的

工具—— 社会网络分析 ( social netw o rk analy sis,

SN A)。 SN A通过映射和分析团体、组织、社区等内

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提供丰富的、系统的描述和分

析社会关系网络的方法、工具和技术。 SN A分析问

题的理论视角主要集中在行为者之间的关系 (网络

拓扑结构 )而不是行为者的某些特性上 ,并且强调行

为者之间相互影响、依赖 ,从而产生整体涌现行为。

2. 2　社会网络的数据

社会关系网络是由多个节点 (行为者 )和节点之

间的连线 (行为者之间关系 )组成的集合 ,用节点和

连线来表示网络 ,这就使社会网络的分析得到较好

地形式化界定。

因此 ,社会网络的数据至少应包括结构变量

( st ructural va riable )和 组成 变量 ( composition

variable)
[ 5]
。

结构变量测量两个行为者之间的某种特定关

系 ,它是社会网络数据集的基石。 例如 ,它可以测量

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知识流动 ,或者企业间的贸易、

投资等。

组成变量 ,或者说是行为者的属性变量 ,通常是

单个行为者层面的描述。例如 ,它可以测量行为者的

性别、专业 ,或企业的行业、规模等。

2. 3　社会网络的形式化描述

社会网络分析主要是对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进行量化研究 ,因此必须从数学的角度对结构变量

进行形式化描述。 图论是 SN A的基础数学理论之

一 ,社会网络的形式化描述因此可分为社会关系网

络图及社会关系矩阵。

社会关系网络图由一组节点 N (= {n1 ,n2 ,… ,

nk } )及节点间的连线 L (= {l1 , l2 ,… , lm } )所组成。举

例说明 ,如图 1所示节点 N = {a ,b, c,d ,e , f } , 连线

L= { (a,b) , (b, c) , (c ,d ) , (c,e) , (d ,e ) , (e , f ) }。

社会关系网络图可以转换到社会关系矩阵 (如

表 1所示 ) ,矩阵元素衡量行为者间有无某种关系及

其强度 ,这是计算机存储及定量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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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关系网络图

表 1　社会关系矩阵

a b c d e f

a 0 1 0 0 0 0

b 1 0 1 0 0 0

c 0 1 0 1 1 0

d 0 0 1 0 1 0

e 0 0 1 1 0 1

f 0 0 0 0 1 0

3　应用案例—— 实验室知识网络

作者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科学实验室为应用案

例 ,对其社会网络进行数据收集、网络分析 ,获取了

一些初步的成果。 下面 ,结合此案例详细介绍应用

SN A促进隐性知识管理的具体步骤 ,以及问卷设

计、数据收集、网络分析等关键环节。

3. 1　应用 SNA促进知识管理的步骤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促进组织内的知识管理的步

骤大致分为 3个阶段: 根据收集数据得到当前知识

传播模式、利用 SN A分析当前模式的问题、根据问

题实施改进措施并评估效果。 应该注意的是 , SN A

仅仅给出目前存在的问题 ,并未给出解决方案 ,即使

这样 ,它仍然有助于指明方向。

1)获取数据

进行组织内部社会网络分析的第一步是获取关

于信息流动、知识传播模式的相关数据。获取数据可

以有两种方式: ( 1)跟踪、观察实际情况 ,比如通过

E-mai l日志、内部即时通讯等 ; ( 2)利用调查问卷

的方式 ,辅助以重点访谈。

2)绘制网络结构

根据调查的数据 ,将其转换为节点之间的各类

关系数据 ,并利用 SN A的辅助软件 (比如 UCN ET、

Pajak等 )得到初步的社会网络图。

3)网络结构分析

利用下述 3. 3节将要叙述的分析方法 ,针对性

地进行各类分析 ,从而探索和发现个人、团队、组织

在信息流动、知识的共享及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各

种问题。

4)解释分析结果

根据所表现的问题 ,通过访谈、调研进一步深刻

理解、解释表象背后所隐藏的妨碍信息流动、知识传

播的深层次原因。 注意 SN A仅能给出网络结构的

问题 ,但并未说明为什么。

5) 采取干预措施

针对妨碍信息流动、知识传播的文化、管理、激

励等因素 ,采取干预措施力图促进组织内部的知识

传播及创新。

6) 评估干预效果

实施干预一定时间之后 ,通过观察组织的信息

流动、知识传播网络的变化 ,评估干预措施的效果。

3. 2　调查问卷设计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促进组织内部隐性知识管理

时 ,首先要进行问卷设计。由于是对相对封闭组织内

所有人调查 ,因此不必进行抽样。根据经济科学实验

室进行知识咨询网络的问卷设计、调研的经验 ,此方

面研究至少应该区分清楚 4类不同内涵的、与知识

共享及传播有关的社会网络 ,如表 2所示。

表 2　知识管理中的 4类网络

网络类型 网络内涵 问题设计

知晓

网络 [6 ]

网络中节点对于其他节点所

拥有的知识、技能的了解程
度——知识在组织内传播的

前提

您对于组织内其他人的

专业知识、能力的了解
程度。

沟通

网络 [6 ]

网络中的节点之间可以互相

访问得到 ,能够方便、低成本
地沟通—— 知识在组织内传

播的成本

你是否可以方便、及时

地联系到他 /她 ,无论是

面谈、电话、邮件、即时

通信等方式?

咨询网络 网络中的节点之间相互咨

询 ,交流信息的状况—— 反
映节点之间的信任关系 ,使

知识传播成为可能

您平时在工作、研究过

程中 ,在需要寻求支持

帮助时 ,通常会向谁去

咨询求助?

知识网络 网络节点之间知识的真实交

流、传播情况—— 反映组织
的知识共享、传播、创新能力

您在学习、研究过程中 ,

从谁那里获得过对你的

问题解决或研究有实质

性帮助的相关知识?

此 4类网络具有递进关系 ,知晓网络及沟通网

络是咨询网络的基础 ,而知识网络则反映了组织内

部知识的实际流动、传播的状况。

3. 3　知识管理中应用 SNA的 3个层次

SN A通过收集社会网络数据 ,绘制组织内人与

人之间的信息沟通、知识传播的关系网络。它使管理

者可以较为全面地理解可能推动或阻滞知识传播的

交互关系 ; 信息在一个组织内部如何流动 ; 人们会

向谁咨询求助 ,等等。 SN A的定量分析结果有助于

理解人与人或部门之间的交互关系 ,提高对于信息

沟通、知识传播网络的干预能力 ,从而促进组织的隐

形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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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A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学科 ,已有软件可以

辅助各种定量的分析及运算 ,从而使研究者更关注具

体的应用领域。 UCIN ET 6便是其中相当优秀的一

款 ,它的功能很强大 ,既包括了密度、平均距离、中心

性 /边缘、凝聚子群 ( cohesion)、 对等性等基本分析技

术 ,还包括假设检验、回归等高级统计分析技术。

下面以经济科学实验室中某一研究组的社会网

络数据为背景 ,从整体结构分析、节点中心性、小团

体分析等角度具体阐述如何利用 SN A促进知识管

理。 (注: 出于保护个人隐私 ,利用缩写 ZXI, ZXU、

YGP等来代表实验室中研究组成员 ,并出现在下面

的社会关系图及分析表之中 )

1)网络整体结构分析

通过整体网络结构的分析 (平均距离及密度等 ) ,

可以了解其整体特性结构是否适宜知识的共享及传

播。网络密度度量节点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其计算公

式为 2L / [N (N - 1) ] , 其中 L为网络中实际的连线

数 , N 为网络节点数。如果一个组织中人际网络的密

度过低 ,则人与人之间关系淡薄 ,交往甚浅 ,显然不利

于知识的共享与扩散。另一方面 ,过高的密度也会对

组织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花

费过多的时间将付出超额的机会成本 ,同样得不偿

失。目前 ,诸多实证研究表明过低或过高的密度均不

利于知识传播。知识传播需要具有粘性的网络 [7]。

对于沟通网络 ,以行为者之间拥有对方电话以

及联系的频率作为问题测量 ,形成社会关系图 ,如图

2所示。

图 2　沟通网络图

该网络的平均密度为 0. 436 4, 该数值比较适

中。同时 ,进一步计算可发现: 任何两个行为者之间

都是可达的 ,所以即使他们之间不具有直接联系 ,他

们也可以通过媒介找到对方。

平均距离 (av erage distance)度量网络中任意两

点之间交流所需经过的连线数。整个网络的平均距

离为 1. 718, 即某行为者通过平均不到一个人作媒

介便可以和另一个行为者联系上。 那么两个行为者

之间的距离究竟为多少呢?如图 3所示 ,最长的距离

存在于 ZY→ GL以及 GL→ YGP之间 ,均为 4。

图 3　行为者距离矩阵

如图 2所示 , ZY若想找到 GL(长虚线所示 ) ,

以及 GL想找到 YGP(短虚线所示 )都需要另外 3

个人作为媒介。 有趣的是 ,它们的惟一交叉点是

LY, 这说明 LY是沟通的关键节点 ,它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了 LY的中心地位。下述的中心性分析将对

此作进一步阐述。

总体来说 ,该研究组的沟通网络密度比较合适 ,

同学之间能够容易地找到彼此 ,较大的距离 (如研二

的 ZY和研一的 GL, 研一的 GL和博士生 YGP)主

要存在于不同年级的同学之间 ,因此需要进一步加

强年级间的交流。

2) 网络中的节点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重点之一 ,它反映

了行为者在其社会网络中所处地位及权力影响 ,分

为点度中心性 ( deg ree centrali ty )和中间中心性

( betw eenness centrality )。网络具有过高或过低的

中心性都不利于知识的共享和传播
[8 ]
。对于过高的

中心性来说 ,行为者会因负荷过多 (如过多人向他寻

求咨询与帮助 )而倍感压力。 同时 ,一旦该行为者离

开组织 ,整个网络的连通性将大受影响 ,甚至出现完

全分裂的小团体。另一方面 ,过低的中心性又会导致

网络过度分散 ,缺少权威人物 ,同样不利于知识传

播。 中心性分析还可找寻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行

为者。这些行为者可能会觉得自己得不到重视 ,工作

积极性受挫 ,也可能是未被充分利用的专家。因此中

心性分析有利于防止知识流失 [9 ]。对于咨询网络 ,以

行为者在工作和学习中经常向谁咨询、求助来作为

问题测量 ,形成社会关系图 ,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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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咨询网络图

从图 4可以直观地发现两个处于中心地位的行

为者: LY和 ZRS。进一步计算该网络的点度中心

性 ,结果如表 3所示: LY的中心势处于最高水平 ,

达 90% , 其次是 ZRS, 为 60% , 整个网络的点度中

心势为 63. 33% 。

表 3　咨询网络的点度中心性

绝对点度中心性 (% ) 相对点度中心性 (% ) 所占比例

4 LY 9. 000 90. 000 0. 214

5 ZRS 6. 000 60. 000 0. 143

1 ZXI 4. 000 40. 000 0. 095

7 M YS 4. 000 40. 000 0. 095

11 GL 4. 000 40. 000 0. 095

10 YGP 4. 000 40. 000 0. 095

3 JJ 3. 000 30. 000 0. 071

8 SSG 3. 000 30. 000 0. 071

2 ZXU 2. 000 20. 000 0. 048

6 ZY 2. 000 20. 000 0. 048

9 CYJ 1. 000 10. 000 0. 024

点度中心性反映节点与其他多少节点间存在着

直接联系 ,而中间中心性则反映行为者处于其他人

之间测地线上的情况 (连接两个行为者的最短路径

即称为这两个行为者之间的测地线 ) ,较高的中间中

心性说明该行为者作为知识在网络传播的媒介作用

明显。 该咨询网络的中间中心性如表 4所示。

表 4　咨询网络的中间中心性
绝对中间中心性 相对中间中心性 (% )

5 ZRS 43. 917 48. 796

4 LY 32. 833 36. 481

10 YGP 22. 917 25. 463

7 M YS 17. 500 19. 444

3 JJ 3. 583 3. 981

2 ZXU 3. 000 3. 333

11 GL 2. 250 2. 500

1 ZXI 2. 000 2. 222

9 CYJ 0. 000 0. 000

8 SSG 0. 000 0. 000

6 ZY 0. 000 0. 000

ZRS的中间中心性是最高的 ,达 48. 796% , 其

次是 LY, 为 36. 481% , YGP、 MYS的中间中心性

也处于较高水平 ,整个网络的中间中心性为

39. 45%。 　　

综合来看 ,该实验室咨询网络的中心性情况也

比较适中 ,以 LY和 ZRS为代表的核心成员在整个

组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效促进了知识传播。 但

是 , ZY、 CY J、 SSG等同学的中心性太低 ,成为了

网络的边缘人物 , LY、 ZRS应该在今后的研究、学

习中加强与他们的交流。

3) 网络中的小团体分析

组织中的派系、小团体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

一方面它属于非正式组织不易察觉 ,另一方面它有

可能引发相互之间沟通困难 ,派系斗争等。但最近的

实证研究发现 ,较为理想的网络拓扑结构是组织中

存在一些内部密度较高的小团体 ,同时各个小团体

之间又具有一定的联系 (即小团体间桥的概念 ) ,这

有利于团队之间知识的互补、传播 ,提高组织的知识

管理绩效
[9 ]
。 SN A可以协助发现、分析这些小团体

及其之间的桥 ,它充当小团体之间的信息沟通、知识

传播的代理角色 [10 ]。

对于知识网络 ,以行为者在学习、研究过程中 ,

从谁那里获得过对研究有实质性帮助的知识作为问

题测量 ,形成社会关系图。如图 5所示 , JJ、 ZXI、

ZXU、 ZRS和 LY形成一个小团体 , GL、 SSG、

MYS、 YGP和 LY形成另外一个小团体 ,同时 CYJ

和 ZY不属于其中。而现实情况是 , CY J和 ZY的研

究方向与其他人较为不同 ,所以在知识网络中没有

进入任何小团体 ; JJ、 ZX I、 ZXU 3人同年级同专业

又同宿舍 ,从本科到现在已经 6年同窗 ,因此经常在

一起讨论交流 ,博士生 ZRS与他们的研究领域相

同 ,于是 4人的联系比较紧密。 博士生 YGP、 GL、

SSG、 MYS与上述情况同出一辙 , 可见这两个小团

图 5　知识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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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同时 ,由于 LY的积极作用 ,使

得双方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 , LY即是两个小团体的

桥 ,应进一步发挥作用促进双方之间的知识传播。

另外 ,两个小团体中均有一名博士生 ( ZRS和

YGP) , 并且二者在沟通网络、咨询网络、知识网络

中均有较强关系 ,因此应促使二者成为两个小团体

的中心 ,发挥他们在专业上的优势作用 ,进一步改善

整个研究组的知识传播及创新效率。

4　结论及展望

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可

以清晰地描绘组织内部知识传播的网络结构 ,并且通

过对社会关系网结构的定量分析来探究阻碍隐性知

识的传播及共享的问题根源 ,从而为有针对性地制定

促进隐性知识管理的制度、措施提供可靠的依据。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静态分析的工具 ,对于以知

识的传播和创新为内容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动态形

成 ,即组织内各类知识复杂联系的结构与关联、个体

知识到组织知识的形成等问题无能为力。 这些需要

利用网络动态学 (dynamic social netw ork)、复杂网

络理论等进行知识管理网络的深入研究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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