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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的新趋势
———实践社区的隐性知识共享与创新机理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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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践社区对企业隐性知识的共享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分析了实践

社区的本质特征和实践社区的知识共享与创新的几种重要模式 ,着重研究了实践社区的知识

共享与创新机理 ———“知识共享场 ”和“知识创新场 ”,最后给出构建实践社区的六大基本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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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拥有的独特的知识资源及

其动态知识能力 (知识的获取、转移、共享、创新和

应用的能力 )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 Penrose,

1959; Prahalad, 1990; Barnety, 1991 ) [ 123 ]。为此 ,跨

国企业纷纷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来提高其知识共

享和创新的能力 ,如项目团队、交叉职能小组等。

许多情况下 ,这些组织形式被证明是很有效的 ,但

是它们并不都能确保知识的转移 ,尤其是对知识创

造最有价值的隐性知识的转移。许多跨国公司正

采用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来补充现有的组织形式

并彻底激活隐性知识的共享、学习、应用和创新 ,这

就是实践社区 [ 426 ]。

一、知识、隐性知识及其创造价值
知识就其本质而言 ,是人类思考信息的能力。

知识来源于人的思想 ,只有人才能创造知识。知识

可以多元的方式呈现 ,是一种流动性质的综合体 ;

系统化的文件、标准作业程序、价值观、信念、承诺、

决策与行动的品质、处理复杂事物的经验、迅速的

情境判断、提炼后的专业直觉、新环境中自我适应

的学习等都是知识的反映。根据其规范、客观、理

性的程度 ,知识又可被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

有时也称为明晰知识和默会知识。显性知识是指

能够以一种系统的方法传达的正式和规范的知识 ;

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体化、难以形式化沟通、难以与

他人共享的知识。这种划分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 ,

实际上任何知识都含有隐性的维度。1998年国外

学者 Leonard (1998) [ 7 ]用一个连续体来描述知识 :

在连续体的一极 ,是完全隐性的 ,存在于人的大脑

和身体中下意识或无意识的知识 ;而在连续体的另

一极 ,是完全显性的 ,或编码的、结构化的、可以为

他人使用的知识。大多数知识存在于这两极之间 ,

显性的成分是客观的、理性的 ,而隐性成分是主观

的、经验的。

隐性知识是当代管理科学与知识管理研究的

重要内容 ,一般认为 ,它最早是由英国学者迈克尔

·波兰尼 (M ickael. Polanyi)于 1958年正式提出来

的。迈克尔 ·波兰尼因此被称为隐性知识之父。

他于 1958年出版的《个人知识 》是西方学术界第

一个对隐性知识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和分析的著

作。波兰尼认为 :“隐性知识就是存在于个人头脑

中的、存在于某个特定环境下的、难以正规化、难以

沟通的知识 ,是知识创新的关键部分。”人们在教

育活动中只有以隐性知识为基础 ,才能意识到自己

的理智力量。他基于“我们知道比我们能够告诉

他人的东西要多 ”这一信念 ,认为在显性知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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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知识 ,即隐性知识。它是

人类所有显性知识的“向导人 ”,为人们的认识活

动提供最终的解释性框架和认识信念。美国管理

学大师彼得 ·德鲁克 ( Peter D rucker)认为 [ 8 ]
,隐性

知识是不可用语言来解释的 ,它只能被演示证明它

是存在的 ,主要来源于经验与技能 ,其学习的唯一

方法是领悟和练习。 1985 年 , 著名心理学家

Sternberg
[ 9 ]也提出了自己的隐性知识的概念。隐

性知识被 Sternberg和他的合作者们定义为“行动

定向的知识 ,在没有其他直接帮助的情况下获得 ,

它允许个体达到他们个人所认为的具有价值的目

标。”具体的讲 ,隐性知识具有 3个特征 : ( 1)它是

一种程序性知识 ,与行动密切相关。 ( 2)在日常生

活中 ,隐性知识具有有用性 ,是人们达到价值目标

的工具。目标的价值越高 ,这种知识支持获得目标

就越直接 ,这种知识就越有用。 ( 3)隐性知识的获

得不能从他人那里获得直接的帮助 ,它通常靠自己

去获得 ,是不能言传的知识 ,它是在最低环境支持

条件下获得的。

价值是隐性知识创造的行动 ,隐性知识是企业

知识创新的源泉。创新的本质是按照一种特别的

愿景和理想来重塑世界。企业的知识创新是一项

探索性很强的创造性活动 ,是在综合运用知识的基

础上 ,挖掘知识 ,创造知识 ,利用现有知识激发新知

识、新思想、新创意的过程。创新人员在不断搜寻

解决方案并尝试的过程中 ,通过发掘员工头脑中潜

在的想法、直觉和灵感 ,并综合加以利用 ,而这些都

属于隐藏在创新人员头脑中的隐性知识。隐性知

识大量存在 ,且难以转移 ,而创新人员若不掌握这

类知识 ,创新很难取得成功。知识创新型企业的核

心活动 ,就是将个人的隐性知识传播给其他人。国

外的实践表明 ,知识管理的实践社区在有效激活隐

性知识的共享、学习、应用和创新中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

二、实践社区的概念与内涵
实践社区 (Communities of p ractice, COP)是指

非正式的、成员靠自发组成的“知识共享 ”团体 ,其

凝聚力来自社区成员对某项事业有共同的专业知

识和兴趣爱好 ( Borwn& Duguid, 1991; Etienne

W enger, 1998) [ 425 ]。实践社区的成员并没有正式

的任务与职责 ,社区成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积极

参与活动。因为大家加入的理由是乐于分享经验

和知识 ,社区成员采取更自由、更富有创造力的方

式分享知识 ,从而使实践社区更能发挥隐性知识的

转移、共享与创新 ,并产生解决问题的更有创意的

新方法 [ 526 ]。

表 1　实践社区与正式组织、项目团队的区别

正式组织 项目团队 实践社区

目的 提供产品或服务 完成项目目标与任务 提高成员能力 ;创造并交换知识

成员 招聘 由领导决定 自愿加入

环境 假定环境可预测 假定环境可预测 响应变化的、不可预测的环境

知识 依赖显性知识 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 由隐性知识驱动

凝聚力 共同的目标、工作需要 项目目标
共同的专业知识、兴趣爱好 ,相互间的交情、

信任、认同与尊重

持续时间 组织的寿命 项目完成时 只要有兴趣就一直维持

　　在过去五年中 ,许多跨国组织机构 (包括世界

银行、施乐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公司等 )采取

实践社区的组织形式 ,成功地实现了组织战略、开

创组织新业务、解决难题、迅速传播最佳实践、提高

员工专业技能 ,并在帮助公司招聘和留住人才等方

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526 ]。

三、实践社区的本质特征
实践社区本质上是有机的、自发的和非正式

的 ,这使得它们排斥监督和干预。过分管理社区如

同抽掉了社区的“社交 ”功能 ,等于扼杀了社区。

一个实践社区可以由数十人乃至百人组成 ,但通常

都会有核心成员 ,他们以自己对论题的热情推动社

区 ,同时又是知识方面的权威和社交场合的领导。

在正式组织中 ,成员往往因为竞争而缺乏互信 ,因

此重要知识有所保留 ,不愿共享。而这些障碍却都

可以在非正式的社区中得以解决。因为社区有如

“同好团体 ”,成员间是平等的关系 ,凝聚的动力是

人与人之间的交情与互信 ,而不在于工作 ,当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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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容易开诚布公 ,分享知识。实践社区和项目团队

是有本质区别的。项目团队通常是为完成特定的

项目而成立的 ,领导挑选成员的依据是其对项目目

标的贡献的大小 ,项目一结束 ,小组随之解散。而

实践社区是非正式的 ———他们是自我组织的 ,自行

安排日程并推举领导 ,并且社区成员也是自愿加入

的 ,社区成员清楚自己是想对社区有所贡献或是希

望在社区中学习新技能 ,当他们邀请新成员加入

时 ,选择标准也是该人对社区的认同。实践社区与

正式组织以及项目团队的区别如表 1所示。

四、实践社区的隐性知识共享与创新

模式
实践社区在组织的知识共享与创新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通常有几种模式 :

(一 )开发专业技能

一些跨国公司的实践社区在开发专业技能方

面特别成功。如美国 IBM公司的电脑硬件工程师

组成的实践社区 ,他们会利用早餐、午餐、喝咖啡的

时间聚会 ,互相交流 ,甚至产生对一些难对付的机

器的新看法。一顿为时不长的早餐的作用常抵得

上数小时的培训。在吃饭、玩牌和闲聊时 ,他们会

不停地谈到工作 ,提出问题 ,说出疑惑 ,提出方法 ,

找到答案 ,对错误付之一笑 ;也讨论工作、机器以及

客户关系的变化 ,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们

之间随时交流 ,每个人都明白别人知道什么、学到

了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在社区中 ,专业工程师将

他人视为自己最主要的知识来源 ,通过社区的社交

活动 ,他们形成了一个集体的实践知识库 ,每个人

都可以加以利用。这个知识库胜过任何一个个体

的知识 ,当然更胜过公司的资料。每个人根据自身

的专业优势 ,都对知识库有所贡献 ;每个人都借此

开发并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并从中受益。

(二 )快速解决难题

实践社区是著名的巴克曼 (Buckman)实验室

快速解决难题的核心。当社区成员遇到难题时 ,知

道向谁求助 ,也知道提问的方式 ,以便让同伴能迅

速理解并专注问题的核心。在巴克曼实验室 ,遍布

全球的实践社区成员通常在 24小时内答复与实际

操作有关的询问。有一次 ,一位雇员在帮助一家位

于太平洋西北部生产纸浆机的客户解决一个关于

染色附着力的问题 ,一天内他收到了来自欧洲、南

非及加拿大的专家的回复 ,其中一个正是问题的解

决方法。

(三 )传播最佳经验

实践社区所能做的远不止解决问题 ,它同时也

是在公司内部分享和传播最佳经验的理想去处。

以美国施乐公司为例 ,施乐公司在全球的设备维修

客户服务代表约为 25 000人 ,他们在各地建立起

实践社区。各地产生的修理技巧和真知灼见在小

组内可以有效传播和应用 ,但很少能影响到其他地

方。常常是小组成员花时间处理的难题 ,实际上他

人早已解决了。全体代表们仍旧无法了解各个小

组的代表们所掌握的知识。为此 ,施乐公司启动了

“尤里卡 ”( Eureka)项目来捕获并传播各地的最佳

经验。由各地区的社区代表们提供维修技巧 ,同时

代表们也检查这些技巧 ;代表然后将建议提交给当

地的这方面的专家 ,并与他们共同完善技巧 ,接着

进入按事业部划分的集中评审流程。在这个过程

中 ,代表和工程师们再次检查这些技巧 ,有些被拒

绝了 ,去掉重复的 ,然后召集该产品线的专家解决

疑难和争议。如果某项技巧通过了这个流程 ,全球

的代表们都可以通过网络进入数据库 ,使用这些技

巧。因此 ,使用该系统的代表们都明白这些技巧以

及这个数据库都是与业务密切相关的、可靠的 ,并

且是没有重复的。

尤里卡数据库目前存有约 30 000条记录。随

着它日益壮大 ,它的价值也与日俱增。有一次 ,一

位巴西的工程师要为一个不满的客户更换一台有

问题的高级彩色复印机 (价值约 40 000美元 ) ,他

试着使用尤里卡原型数据库 ,结果找到了一位蒙特

利尔技师提供的诀窍 ,仅更换了一个价值 50美分

的保险丝就解决了问题。据估计 ,尤里卡项目已经

为公司节约了 1亿美元。

(四 )推动战略

实践社区是世行知识管理战略的核心和灵魂。

在世行 ,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 (James Wolfensohn)

的目标是将世行变成“知识银行 ”,成为一个关注

全球经济发展的高质量的信息库 ,从而更好地完成

世行消除贫困的使命 ;而知识管理成为了实现目标

的关键。为此 ,世行内部由关键人物着手组建实践

社区 ,目前的实践社区已超过 100个。世行的个人

评估系统正式承认对社区活动的参与 ,但鼓励参与

更多的是依靠作为社区成员的内在价值 :包括解决

难题、产生新创意以及与有共同爱好的同事们建立

联系的机会。

美国管理系统公司 (AMS)也将实践社区作为

其知识管理战略的基础。前几年 , AMS正处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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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快速增长和全球扩张的时期 ,但同时也逐渐丧失

了在公司内部充分利用知识的出色能力。当时的

主席查尔斯 ·罗索蒂 ( Charles Rossotti)亲自鼓励

“思想领袖 ”成为战略领域实践社区的开拓先锋。

这些人都是由他们所在的业务部门提名的。在

AMS成为社区成员是一项特权 ,一位候选成员必

须是被经理认可的专家 ,才能加入社区。一旦加

入 ,必须每年完成一个知识开发项目 (如将最佳实

践整理成文 )才能继续留在社区。AMS正在探索

对社区成员的明确奖励方式。现有的晋升体系正

式认可了他们的工作 ,并给予非物质的奖励 ,诸如

能更早地接触到创新技术以及证明成员专业技能

的特殊业务名片。实践社区每年为 AMS公司节省

开支 200万 ～500万美元 ,增加的收入超过 1 300

万美元。

无论在 AMS还是在世行 ,实践社区都将人们

和创意结合在一起 ,并在公司的全球运营范围内传

播知识 ,它们为组织的战略目标做出了显著的

贡献。

五、实践社区的隐性知识共享与创新机

理分析
(一 )实践社区隐性知识共享与创新的理论

探源

实践社区的隐性知识共享与创新的理论基础

是情景学习理论。情景学习理论不同于认知学习

理论 ,是对认知学习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情景

学习理论强调知行合一 ,它把实践和知识紧密结

合 ,认为知识尤其是对创新最重要的隐性知识是隐

含于实践中 ,隐含于特定的时空下的具体情景中 ,

具有粘滞性和难以转移性 ,它的转移与共享需要实

践者在特定的情境下进行频繁地接触、交流、互动、

激发才能实现。以往的认知学习理论持理性主义

抽象知识观 :认为知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

映 ,能被理性认知 ;强调知识的绝对性和跨情景一

致性 ;认为知识是从专家向新手的流动。这种知识

观对企业显性和通用知识的共享无疑是适合的 ,但

对与创造性密切相关的隐性知识的共享并不适合。

情景学习理论持的是实践主义建构知识观 :认为知

识是个体不断地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结果 ,是动态

性的、不断更新的 ,是社会性的建构结果 ;强调知识

的社会特征和情景性特征 ;强调学习是一种社交行

为 ,关注社会性情境对认知和学习动机的激发效

果 ;认为学习不是机械记忆他人所教内容的过程 ,

而是自主性的探索过程 ,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创

造的过程 ;是需要学习者在实践社区中与他人平等

地、自由地、创造性地共享知识和经验 ,从而发现解

决问题新途径的一个互动、互信、互悦、互助的学习

过程。

(二 )实践社区隐性知识共享与创新的实现机

理探源

实践社区的知识共享与创新的实现机理究竟

是什么 ? 我们认为 ,这里可以借用日本著名学者野

中郁次郎最早提出的知识创新的“知识场 ”—“巴 ”

来对实践社区进行分析 ( Ikujiro Nonaka, H irotaka

Takeuchi, 1995) [ 10 ]。“知识场 ”是知识载体周围客

观存在的一种由知识载体发散出来的特殊物质 ,知

识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知识场来进行 ,“知识

场 ”是组织知识共享与创新的基础 [ 10212 ]。我们认

为 ,实践社区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共享与创新的“知

识场 ”(见图 1)。

1. 实践社区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共享场 ”。

实践社区是围绕一些主题形成的 ,比如一门学

科、一种工艺或者一个生产过程。人们加入社区的

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共同兴趣 ,更是希望能从社区中

获得自己单独实践无法取得的价值。比如 ,一个多

年未解的问题 ,实践操作中的难题以及当前专业领

域的前沿和新进展等。这一切都使社区成员之间

很容易进行公开交流 ,而这构成了实践社区“知识

共享场 ”的基础。大家加入社区的理由是乐于分

享经验和知识 ,因此 ,在这个“知识共享场 ”中 ,成

员间能自由探索相关知识、相互学习、相互欣赏 ,形

成友谊、群体归属感和凝聚力 ;能让成员间相互信

任、相互影响 ;能自由表达建设性意见和反馈信息 ,

能让成员相互受益 ,从而形成一个有利于知识分享

的价值观和知识共享愿景。在这个知识共享场中 ,

当成员遇到困难时 ,能得到其他成员的帮助 ;成员

间能超越时空和心理距离 ,获取、分享、融合他人工

作实践中的最佳经验和知识 ;能帮助成员体会自己

在产生知识和分享知识过程中的被人欣赏、认可、

信任的归属感、成就感和价值感。

2. 实践社区本质上是个“知识创新场 ”

实践社区强调通过实践去自由探索知识 ,通过

反思性沟通去整合洞察 ,通过编码 (书面记录历史

文献 )明确、规范说明所学到的东西 ,通过提问题、

寻求反馈实验、对结果进行反思、对错误和意外结

果进行自由讨论等使隐性知识更易于转化为显性

知识 ,营造出一个更有利于集体学习和创新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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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创新场 ”,使社区有能力创造性地攻克解决方法

不明晰的任务和难题。实践社区强调知识的分布

性 ,鼓励社区成员分头钻研不同领域的新知识 ,从

而增加社区成员知识的异质性 ,因为异质性常能碰

撞出创造性的思想火花。实践社区鼓励成员进行

思想的深度会谈和反思 ,理解他人对问题的不同看

法。理解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认识到没

有哪种思维方式天生比另一种好 ,每种方式都可能

为创新活动带来独特、有价值的思路 ,每种方式又

都有不足。这有助于成员扫除心灵的恐惧 ,澄清自

己的假设 ,建立起更加深层次的相互信任 ,更能宽

宏大量 ,容忍创新可能的失败 ,更能从善如流。也

使成员认识到以一种陌生的观察世界的方法会增

进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他们更能仔细聆听不同

的思维之船交错时发出的动人声音 ,并从不同的角

度进行审视 ,进而碰撞出思维的新火花 ,激发出新

见地、新见解 ,形成新的集体智慧 ,提出新的解决问

题的方法 ,甚至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从而营造出一

个更有利于创新的良性循环“场 ”。这既是个知识

转换的过程 ,也是一个知识创造的过程。

图 1　实践社区的知识互动“场 ”

　　六、实践社区的构建
根据实践社区的知识共享与创新机理 ,我们给

出构建实践社区的六个基本原则 :

(1)识别实践社区 :组织内往往已经存在一些

非正式的人际网络 ,他们有能力和热情来进一步开

发组织的核心能力。领导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些人

群 ,帮助他们组成实践社区。

(2)重视人的价值 :维持社区的关键是人与人

之间的互信、互赖和互助 ,成员的归属感和价值感

是实践社区的灵魂。

(3)强调持续沟通 :“沟通不良 ”是社区的最大

杀手 ,真正的合作伙伴不只要分享好消息 ,也能分

享坏消息 ,重点就是“分享 ”。保持沟通的意愿及

持续响应 ,是社区发展的重要血脉。

(4)强调合作平等的心态 :社区代表着合作关

系 ,社区成员必须彼此平等对待 ,才可能共同策划 ,

建立互补的关系 ,顺利运作。

(5)让积极进取并重视人际关系的人来管理

实践社区 :社区是靠人际关系维系的 ,一定要有一

个善于经营人际关系的人来负责管理 ,他必须乐于

观察、访谈、倾听和学习。

(6)用非传统方法衡量社区价值 :组织领导评

估实践社区价值的最佳方法是倾听成员们的事例 ,

这些事例可以理清社区活动、知识与绩效间的复杂

关系。例如 :“我们在社区会议上想出的点子帮助

我说服了客户继续购买我们的服务。”“多亏了社

区的建议 ,通常要两周内才能完成的工作我只用了

两天。”要全面系统地收集这些事例为证据。不能

仅仅收集特定类型故事 ,即使是那些最有说服力的

事例 ,因为单个事例没有代表性。系统收集可以表

现出社区活动的多样性和广泛性。

在那些以知识创新为目标的公司中 ,实践社区

正方兴未艾。实践社区是新领域 ,目前它们也许还

默默无闻 ,但不久的将来 ,如果经理们学会了如何

将实践社区变成公司成功的核心要素 ,那么当我们

谈及组织时 ,实践社区就会像今天的业务单元和团

队一样变得尽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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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Kno wledge Share and Kno wledge Innova tion In Comm un ities of Practice

ZHU B in
( School of Econom ics, Fujian N orm al U 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COP) are of very important value to the tacit knowledge share in enterp rise.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sizes the essential chatacter of COP and its several models of knowledge share and innovation. And then,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realized p rincip le of knowledge share and innovation of COP—“knowledge share bar”and“knowledge

innovation bar”. Lastly, the paper gives six advices in the building of COP.

Keywords: communities of p ractice; knowledge share ; knowledge innovation; knowledge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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