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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结构主义的研究思想和方法，近年来被广泛地应用于知识管理研究领域。

通过对知识管理领域中知识组织与构建、知识传播与共享、知识检索与发现3个层面的梳理和分析，对国际学

术界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管理领域中的应用研究的前沿进展和研究热点进行了总结，以期为国内的相

关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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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1]

起源于数学领域的图论和矩阵理论，后被物理学家和

社会学家分别引入统计物理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又称

复杂网络分析（Complex Network Analysis，CNA）。

随着上个世纪末艾伯特（R .  A l b e r t）和巴拉巴西

（A-L. Barabasi）等人在《自然（Nature）》和《科学

（Science）》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WWW中的幂律

分布[2]和无标度网络模型[3]，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新

的科学研究思想和方法，被越来越多的研究领域和

学者们所吸纳和接受，并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发展日益

成熟。

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对知识管理研究领域也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知识间丰富的关联维度的日渐显

露，知识管理学界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突破早期知识“树

形”结构的理论与方法。而社会网络分析的出现恰逢其

时，把知识结构从早期的以中心化和层级性为主要特征

的形式结构推向了更为复杂的网状结构，对知识属性

的揭示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本

文从知识组织与构建、知识传播与共享、知识检索与发

现3个层面，对国外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管理研

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期把握

国际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进展和研究热点，

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2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组织与知识
构建研究

知识的结构问题是知识管理领域中最为本质的问

题，知识结构直接关系到知识组织与知识构建的研究

视角与方向。从古希腊的“树喻”结构到社会网络分析

所倡导的网状结构，知识管理领域中的知识组织和知

识构建研究正经历着一种“结构化转向”。

2.1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组织研究

传统的“树形”知识组织结构中，层级性与中心性

是最为鲜明的两大特征。在知识组织的层级性研究方

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利博维茨（Jay Liebowitz）[4]

将社会网络分析与层次分析法（AHP）进行整合，用于

描绘和解释机构内部知识地图的层级结构。利博维茨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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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分析能够提供更丰富的知识关

联关系，并能够为基于层次分析法提取的层级结构作

出更细致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利博维茨 [5 ]等人进

一步提出，传统的知识组织体系的形式结构并没有

真正反映机构内部实际的知识流动。并通过案例研

究证明，在知识管理领域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帮

助构建基于非正式网络的机构知识地图，并能够有效

地分析机构知识地图中复杂的网状关系的优势和劣

势，有利于拓展知识管理的新领域。继社会网络分析在

知识组织的层级性方面实现突破之后，社会网络分析在

知识组织的中心性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华盛顿

州立大学的萨卡尔（Saonee Sarker）和丹麦哥本哈根

商学院的柯克比（Sarah Kirkeby）[6]等人将社会网络

分析应用于知识群落中的核心知识及社群中的知识领

袖识别研究。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结构/关联”方

法，通过对网络中节点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处于网络中

心位置的核心知识以及知识领袖的成因。与此同时，关

于知识中心性的研究成果也体现在文献计量学分支领

域，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心性和凝聚子群等分析方

法，针对核心作者 [7]、核心期刊[8]、核心文献[9]等方面

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

近年来，随着知识组织领域中领域本体（Domain 
Ontology）相关研究的异军突起，社会网络分析也被

学者们引入了本体工程研究领域。迈阿密大学的于（E 
Yu）[10]将社会网络分析用于揭示领域本体中隐含的

层级结构，在标准的“IS-A”层级关系基础上，基于网

络矩阵关系将n-模网络降维成1-模网络，在网络中过

滤并增补自定义知识关联，从而突出重要的核心概念，

以此提高本体的可视化呈现效果。苏莱卡（A Sureka）
和戈雅（V Goyal）[11]等人则通过概念间的语义网络

计算情感表达短语的语义指向，据此自动构建情感领

域本体。此外，穆拉金斯（Dunja Mladenic）和托马赛

弗（Nenad Tomasev）[12]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协同编辑

语义Web日志数据，将参与相同本体编辑的用户视

为一个社会网络，同时在被同一用户编辑的本体概

念间建立连接关系，以此来揭示本体编辑活动的潜

在模式。

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组织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使

得传统中心化和等级制特征鲜明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改

变。跨层级的知识关联、超领域的概念映射在不同程度

上丰富了知识之间的关联关系，对知识组织的相关研

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2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构建研究

在机构知识构建方面，IBM研究院的克劳斯（Rob 
Cross）和帕克（Andrew Parker）[13]等人认为，社会网

络分析有助于可视化理解信息环境中众多的关联关

系，克劳斯及其合作者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提炼了机构中

知识构建所涉及的4种主要维度关系：“Knowledge”、
“Access”、“Engagement”、“Safety”，并指出通过

对这4种主要维度关系的分析能够有效提高知识构建

的效率。洪（Wilton Chun Wa Hung）[14]将社会网络的

属性特征与机构知识构建效果之间建立起联系，采用

社会网络分析中的闭包理论和结构洞理论，结合统计

回归分析，从网络密度、关系强度、关系的多样性、经费

与专利数关系、网络规模与专利数关系5个方面，对专

利知识产权领域的知识构建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网

络密度、关系的多样性，以及研究经费的数量与知识构

建产出呈正相关，而网络规模与知识构建产出呈负相

关关系。

在社区知识构建方面，沙（L Sha）和阿尔斯特

（Jan van Aalst）[15]基于服务器日志数据采用社会网络

分析的方法对个体及其相互协作的知识构建进行了评

估，通过基于2个知识论坛实际数据的案例研究，表明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协作知识构建的检测与评估方面

是有效的。勃拉佛德海（Vasa Buraphadeja）[16]将社会

网络分析与相互作用分析（IAM）相结合用于测量在线

论坛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借助网络中心性分析

等方法洞察网络学习社区中知识构建的过程以及知识

构建的增长水平。

在网络课堂知识构建方面，多伦多大学的菲利普

（Donald N. Philip）[17]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考察了学生

的互动学习模式以及不同年级的知识构建情况。菲利

普指出，网络课堂的知识构建是建立在小组内部及小组

之间学生的互动基础上的，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

结果表明，离散的学习行为不可能形成知识构建共同

体。卡西利亚斯（Luis Casillas）[18]则基于服务器日志

文件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时序分析，定量分析网

络合作学习。研究中通过本体呈现和分类参与者的基

本行动，遵循时序逻辑衡量合作学习行动，应用语义关

联描述基本动作的特定序列。研究表明，知识构建曲线

斜率的单调性并非随时间而变化。日本学者大岛（Jun 
Oshima）[19]等人以学习者话语为输入数据，将社会网

络分析应用于知识构建。大岛等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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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分析能够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支持知识

构建，并且能够揭示出促进小组社群知识构建的潜在关

键节点，以及识别出每一个个体在知识构建中的贡献。

由此，无论是在传统的机构知识构建研究领域，还

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的虚拟社区和在线课堂知识构建研

究领域，社会网络分析都表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网络

中的节点既可以是知识概念节点，也可以是个体行动者

节点，还可以是机构组织节点。社会网络分析借助节点

以及节点之间的连接，能够恰当地展示知识构建过程

中潜在的规律。

3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传播与共享
研究

如果说网络结构的视角对于知识组织与知识构建

研究是一种转向性的创新，那么社会网络分析中“结构

决定功能”的思想，对于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则是一种扩

展性的推动。

3.1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传播研究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传播

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显性知识和

隐性知识传播两个方面。在显性知识传播方面，德国

学者考法德芒茨（Martina Kauffeld-Monz）和弗里奇

（Michael Fritsch）[20]将社会网络分析用于区域性创新

网络的研究，考察网络结构对机构（包括企业和研究机

构）间显性知识传播流动的影响。他们基于网络凝聚性

证明了在显性知识传播中非冗余的知识交流具有积极

的影响，强关系更有利于知识传播；同时，基于结构洞

的分析表明处于中介地位的节点对于提高整体绩效发

挥了更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韩国学者金（Sungjin 
Kim）[21]等人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开发了一个知识中介系

统，该系统能够从网络节点中识别领域知识专家，为知

识需求者和领域知识专家之间提供了一个新的知识传

播渠道。此外，卡特（Craig R Carter）[22]等人通过对特

定领域中期刊文献的引文关系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考

察了跨机构的知识传播并对机构中的思想领袖加以识

别。薛（Chao-Chih Hsueh）[23]则从专利文献中的引文

关系入手，构建了专利文献引文网络，用社会网络分析

替代传统的引文分析，借助网络路径对专利开发的全

过程进行描述，以此考察专利知识在机构和国家间的

传播，并通过对网络中临界节点、核心网络等测度与分

析，揭示专利知识传播的核心和主要传播者。

在隐性知识传播方面，柏林自由大学的穆勒普尔

曼（Tobias Mueller-Prothmann）[24]等人将社会网络

分析应用于组织内部的隐性知识传播研究，实现了对

知识社群的识别和知识传播流的结构分析。高里彻扎

（Erika L Gorczyca）[25]等人进一步运用社会网络分

析技术考察研究人员及其利益相关者网络中的知识

传播活动，并以此促进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知识传播关系。加拿大学者斯图尔特（Samuel Alan 
Stewart）[26]则将社会网络分析用于在线社群的知识传

播研究。斯图尔特基于医学主题词表（MeSH）将社

群中的在线对话的内容结构化，在此基础上计算用

户与跟帖的相似性。该研究揭示了在线社群的知识传

播功能。

综上，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传播研究领域中的应

用更多体现在显性知识传播方面。无论是机构间的显

性知识传播研究，还是个体间的显性知识传播研究

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在隐性知识传播研究方

面，由于隐性知识数据获取方面的天然障碍，研究工作

主要集中在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可获得隐性知识数据的

领域。

3.2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共享研究

在机构知识共享研究方面，德国学者穆勒普尔

曼（Tobias Mueller-Prothmann）[27]在其前序研究工

作的基础上，对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共享领域的应

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知识共享网络中的领域专家

（Experts）、知识中介者（Knowledge Brokers）、知识

联络人（Contact Persons）、知识消费者（Knowledge 
Consumers）等社会网络角色进行了定义和描述，并结

合文献[24]中的数据进行了案例分析。研究表明，穆勒普

尔曼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提出的干预措施能够对知识共

享网络中的行动者、节点关系、网络结构等产生影响，从

而扩展知识交流的边界、改善机构间的关系，并最终促

进网络个体间的知识共享。葡萄牙学者内托（Miguel 
Neto）[28]等人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知识创造过程中

的的结构和模式，并以此来促进研究机构间的知识共

享。他们基于合作关系构建了知识共享网络，并基于网

络结构的演化分析，对知识共享路径进行了研究。法国

南特大学的杜维克斯（Christophe Thovex）[29]等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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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静态语义模型识别若干个生活

实验室中动态的知识共享社群和成员。通过对全局网

络中社群和成员的中心性与中介性的分析，发现识别知

识共享群体及其成员。

在个体知识共享方面，葡萄牙学者马利克斯

（Dulce Vieira Marques）[30]及其合作者采用社会网

络分析对知识共享行为进行刻画，以此表征知识共享

网络。通过对网络中心性的分析，马利克斯等人发现知

识共享行为与节点个体表现之间呈显著的相关性。具

有较高中心度的节点在知识共享方面表现得更为突

出。金（Young Hoon Kim）[31]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

知识共享的交互记忆系统（TMS）中的个体间关联关

系的揭示。其研究表明，个体的知识共享动机可以影

响到集体的层面。而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丹尼尔

（Ben K Daniel）、麦卡拉（Gordon I McCalla）和修蒙

（Richard A Schwier）[32]则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识别虚

拟学习社区中学习者之间知识共享互动中潜在的模式，

并对其中影响知识共享的基础变量进行了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共享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与其

在知识传播领域中的应用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充分

发挥了网络节点身份的多元性。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人

/机构”和“知识”都可以作为网络节点加以分析。其不

同之处在于前者更注重网络关联性方面的分析，而后者

则更侧重于网络中心性方面的分析。

4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检索与发现
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检索与知识发现领域中的应

用相对较晚，但是其对于知识检索与知识发现研究领

域的促进则是升华性的跃迁。

4.1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检索研究

尽管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组织、知识构建、知识

传播、知识共享等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但是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检索中的应用尚不多见。瑞

士圣高伦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所的基尔霍夫（Lars 
Kirchhoff）[33]及其同事基于知识检索系统中的数据构

建了相应的知识社会网络，通过对2100万开放存取出版

物和850万名作者所构成的社会网络的测度、分析与评

价，基尔霍夫等人提出，社会网络分析对人类的知识检

索和获取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基于这一基础，印度学

者阿罗拉（Monika Arora）[34]等人进一步提出，检索的

过程是基于信息产生知识（不仅仅是获取知识）的过

程，而社会网络分析能够帮助人们顺应和驾驭信息技

术的革新。他们认为，基于语义表征的社会网络分析能

够促进改善社交网站的使用。

最近一个时期，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检索研

究有了较新的突破。2013年，美国普渡大学的高内卡

（Anuya A Ghanekar）[35]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网络

图片检索。基于对不同网站的图片标签网络的中介中

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的测算，提出加权的中

介中心性测度算法，以此来确定图片标签间的知识关

联，并据此判识一群节点中指向最短检索路径的节点。

2014年，日本学者浅野（Yasuhito Asano）[36]等人进一

步基于对知识检索和网络分析中模式挖掘的重要性的

认识，将网络属性指标的时间序列分析引入面向检索的

知识概念网络分析。研究表明，时间序列模式的挖掘在

结构化和即时性属性指标上，都能够很好地促进知识

检索和网络分析的效果。

在知识管理领域中，虽然知识检索并非一个新鲜

的话题，但是知识检索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与知识传播、

知识共享活动中的互动关系又有显著的区别。正是由

于知识检索中“人”与知识的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使得

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检索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向深入的

层次发展。尽管目前学术界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果还

不是十分丰富，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随着更为

复杂的社会网络分析的时序挖掘、中心性演化等分析

技术的发展，社会网络分析必然对知识检索研究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4.2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发现研究

随着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管理领域应用的不

断深入，研究者们也开始尝试将社会网络分析应

用于知识管理中更高层面的知识发现领域。维耶赫

麦斯（Maximilian Viermetz）和斯库巴彻（Michal 
Skubacz）[37]认为，此前的社会网络分析在电子邮件

交流、即时通讯、互联网链接结构、引文网络、合作网

络等方面的应用仍主要局限在结构分析层面，因此他

们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基于内容的语料分析和挖掘。

他们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对语料内容展开研究，从中抽

取凝聚子群及其关联关系，以此发现更具稳定性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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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群落及其子群成员构成。另一方面，意大利学者考萨

（Michele Coscia）[38]等人提出，数字化书目是一种汇

集了海量学术出版物信息的强大的数据资源。他们把

社会网络分析（SNA）应用于书目数据库的知识发现研

究，基于关系呈现构建了书目关系网络。进而采用数据

挖掘（DM）技术与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局

部和全局书目网络进行综合的分析与揭示。

与此同时，在更具社会化属性特征的邮件网络、

标签网络等方面，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知识发现研究

已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威尔

逊（Garnett Wilson）和斑萨夫（Wolfgang Banzhaf）
[39]借助社会网络分析中的节点度、网络密度、邻近权威

3个指标，探测机构内部电子邮件网络。他们的研究表

明，网络密度和邻近权威更有利于揭示和发现知识网

络的关键节点。魏（Wei Wei）[40]在其亚利桑那大学的

博士论文中，针对社会化标签系统中缺乏明确的语义

关系以及用户关系模糊对内容发现的制约等问题，将社

会网络分析应用于标签空间重建和Web内容发现。基于

“标签-标签”共现网络，将标签关系从平面空间引入

层级空间，以此促进基于内容的Web知识发现。到休

斯顿大学清湖分校任职后，魏（Wei Wei）[41]继续关注

Web知识发现领域，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深度揭示社会

化标注系统中的标签关联关系，进一步以层级结构模型

从语义层面强化标签对内容的诠释，进而证实其在基

于内容的Web知识发现方面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知识发现总是和数据挖掘技术休戚相关，社会网

络分析应用于知识发现研究领域后自然而然地与数据

挖掘技术结合到一起。数据挖掘原本就是以关系研究

见长，加之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决定论”，二者结合

后对知识发现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社会网络

分析中的网络属性指标为数据挖掘提供了新的挖掘路

径，在此基础上的知识发现研究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发

展方向。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通过对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知识管理领

域中社会网络分析应用情况的梳理和总结，可以发现：

①社会网络分析被广泛地应用于知识管理领域中的诸

多方面，主要包括知识组织、知识构建、知识传播、知

识共享、知识检索、知识发现等研究主题。②社会网络

分析在知识管理领域中的应用，主要是依赖其结构化

思想，分析揭示各类知识网络中节点关系及其演化规

律。③社会网络分析对各类知识网络的结构关系的揭

示，既包括知识本身的结构关系，也包括知识宿主间的

结构关系，还包括知识与宿主之间的结构关系，对促进

知识管理研究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知识管理

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显然，借助于社会网络分析在多维结构关系分析方

面得天独厚的优势，知识管理研究在方法上摆脱了此

前针对单一研究对象的孤立的视角，使得研究对象不

再是孤立的单一个体，而是处于相互影响的群体之中。

随着社会网络分析在知识管理领域应用研究的不断深

入，未来的知识管理相关研究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

方法的支持下，正在向网络化、结构化、关联化、动态

化的视角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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