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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图书馆的知识转移

李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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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转移是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取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因而知识转移已成为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回顾国内外知识转移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图书馆要想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和复杂的科技环境中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

必须重视对知识转移的研究。知识转移的能力已成为现代图书馆的核心能力之一。传统图书馆的知识转移方式是基于编

码化的信息网络范式，忽视隐性知识转移，难以满足当前用户的需求。重点探讨利用 Web2.0 技术构建基于社会网络范式

的图书馆知识转移新模式，提出提高隐性知识转移能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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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Transfer(KT) is the basis on which the organizations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knowledge economy, and thus it has been a hot spot in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field. Looking back the do-
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KT sfudies, we can find that if a library wants to maintain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and in the complex technology environments, it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KT. The competence 
of KT should become one of a library’s critical competence.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KT methods of a tradi-
tional library are informatization-networked paradigm based on encoding, which pay no attention to the transfer 
of tacit knowledge. And a new strategy is suggested to construct a new library’s KT mode based on socialization-
networked paradigm by using Web2.0 technology to improve its tacit KT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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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知识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其传播

与转移更有特别的价值和地位。为了确保组织在

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 必须加强组

织知识管理，顺应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创造和更

新知识。Alavi （2001）等对知识管理框架进行了综

合 , 提出知识管理包括知识产生、知识存储、知

识转移和知识应用 4 个管理阶段 [1]。可见， 知识

转移是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知识转移的思想是 Teece（1997）最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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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他认为，企业通过技术的国际转移 , 能积

累起大量跨国界应用的知识 [2]。此后，众多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转移问题进行了探讨，知识

转移的价值也在逐渐被个人和组织认可。Nonaka

认为，只有那些持续创造新知识，将新知识传遍

整个组织并迅速开发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企业才

能成功。并提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交

互作用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 , 两种类型知识的

互动构成了知识转移的 4 种模式：社会化、外部

化、联合化、内在化 , 即 SECI 模型 [3]。Bloodgood

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在不同组织或个体之间的

转移或传播 [4]。Hedlund 提出关于知识转移过程的

三步骤模式，即外显与内化、外延与占有、吸收

及扩散 [5]。到本世纪初，国内外学者逐步将知识

转移拓展到图书情报领域。

国内较早研究知识转移的学者王开明、万

君康认为，知识转移包括知识的发送和知识的

接受两个基本过程，并通过中介媒体连接起来。

基于知识转移的一般过程，结合显性知识与隐性

知识的不同，他们提出了知识的人际转移和基于

媒介或知识库的转移两种机制 [6]。许强、郑胜华

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从转移方向知识接受方传

递，并让接受方理解和接受的过程 [7]。周晓东和

项保华认为，知识转移理论上存在 3 种模式，即

基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互转化的SECI模式、

基于信息发送的知识转移模式、基于“行动—

结果”联系的知识转移模式 [8]。马费成等认为，

知识转移活动的认识逐渐走向了两个范式：信

息网络范式和社会网络范式 [9]。上面提到的几

种知识转移模式可以说都是基于编码化的信息

网络范式，此范式更关注显性知识的转移和传

播，而忽略了最有价值的隐性知识的转移和传

播问题。国内关于图书馆知识转移的研究刚刚

起步，而基于 Web2.0 的图书馆知识转移的研究

经检索鲜见报道。

笔者认为，图书馆要想在不断变化的环境

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应该主动出击，把握发展脉

络，加强知识转移的研究，有意识地挑战传统范

式，充分获取知识并发挥知识的价值，促进知识

价值实现。所谓图书馆知识转移就是图书馆利用

知识管理技术经采集、挖掘、整合所获取的显性

知识及馆员的隐性知识资源，根据用户的需求提

供知识服务的过程。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图

书馆以其信息资源为主体的显性知识转移，一是

以其馆员为主体的隐性知识转移。两者不可偏

废。知识转移能力已成为现代图书馆的核心能力

之一。

2 知识转移是图书馆存在的

核心价值

吴慰慈、董焱的《图书馆学概论》（修订本）

提出图书馆的职能是由图书馆的中介性决定的，

认为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包括：一是文献信息流整

序、传递（信息职能）；二是开发智力资源与进行

社会教育（教育职能）；三是搜集和保存文献遗产

（保存职能）；四是消遣娱乐（休闲职能）[10]。这

几种职能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最终目的是将拥

有的信息与知识资源转移给读者，信息与知识转

移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面对网络化信息环境的

挑战和数字化信息行业的竞争，图书馆不仅要采

集、整合显性知识，而且要挖掘馆员与用户的隐

性知识，并将拥有的显性和隐性知识转移给接受

知识者，实现知识的创新增值。笔者认为，以知

识转移来概括图书馆的重要职能，更能体现图书

馆发挥社会职能的主动性、针对性。知识转移更

强调知识源的知识转移动机、编码能力、经济成

本和效益、知识受体的知识存量与真实需求的研

究，重视转移的效果。

图书馆知识管理就是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的搜集、整理、存储和应用，并使其充分发挥作

用的过程。图书馆知识管理主要有 3 种：一是用

知识管理的理念、方法和技术指导图书馆的知识

服务，充分体现服务的价值；二是对显性知识的

序化组织，建立知识库，供读者利用；三是对馆

员和读者隐性知识的挖掘，即强调人是知识管理

的核心，图书馆要注重营造一种学习、交流、应

用和创新知识的环境，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培

养知识型馆员，建立人才库。图书馆知识管理不

仅要管理显性知识，而且要共享显性知识，要激

活隐性知识，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融合起来，

实现知识的创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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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书馆知识转移模式变迁

传统的图书馆知识转移其实是一种被动的、

浅层次的文献型信息转移。如图书馆依据读者需

求采集、整序文献，利用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创建

以 MARC 记录为中心的书目数据库，将拥有的信

息资源和有使用权的电子资源局限在一个物理局

域内，读者必须“到我的地方、用我的资源和我

的方法”。信息服务的方式有书刊阅览与外借、文

献复制、参考咨询，在 IP 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图书

馆电子资源等，提供和传送的知识只是能编码的

显性知识。由于受机制、经费、人员、设备的限

制，图书馆服务工作有许多局限性，图书馆缺乏

与读者的沟通，馆员缺乏主动服务意识，服务内

容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在服务过程中，很少对文

献信息进行深层次的加工，馆员起的作用有限，

几乎体现不出馆员自身知识的价值。当读者信息

需求的难点、重点逐步从简单的文献获取转移到

知识发现时，当科学研究本身将知识发现作为主

要研究手段时，当虚拟协同科研需要语义和知识

层面的有机信息支持时，单纯的文献检索与传递

已经难以满足读者核心的需求，从而出现图书馆

被边缘化和“去职业化”的现象。

图书馆知识转移作为一种全新的服务理念，

尽管当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国内外图书情报机

构在实践中已经开发出一些比较成功的转移模

式：（1）数字图书馆。其创造了一种数字化的知

识环境，促进知识的有效应用。如随着元数据与

XML、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自然语言处理、语

义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图书馆

日益成为知识转移的平台。（2）领域信息服务。

即面向特定学科、行业和领域的用户开展服务，

如创建知识门户、用户门户等，提供查新服务、

决策支持服务、定向专题服务、专业咨询服务、

竞争情报服务等智力密集型服务。从本质上讲，

这些都属于知识转移的组成方式。（3）知识导航

服务。如提供知识地图、概念地图等任务支持工

具，网络资源导航服务、专题指南库等。（4）协

同服务。即整合和集成各种资源，形成统一的服

务平台，如一站式检索、一站式服务、协作式数

字参考咨询服务、OCLC 的“互联网直通车”等。

总的来说，上述几种模式还是把图书馆看

作信息和知识中心，用户必须面对图书馆才能获

得所需信息与知识；信息和知识流主要是从图书

馆到用户的单向流动，缺乏互动；用户彼此之间

基本无法沟通和交流；知识的加工和转移以显性

知识为主，且局限于图书馆本身拥有所有权的知

识，与外面数字化网络化的大信息环境缺乏有机

融合。对隐性知识的加工和转移还没有给予足够

的重视，离用户对图书馆的要求相距甚远。

马费成等 [8] 认为知识转移活动的认识逐渐走

向了两个范式：信息网络范式和社会网络范式，

分别对应为编码化策略和个性化策略。编码化策

略重点是将知识编撰到知识数据库中，以便于员

工使用；个性化战略重点是促进人与人之间通过

直接接触传递和分享知识。上面提到的几种知识

转移模式可以说都是基于编码化的信息网络范

式：延续了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信息学概

念体系，以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为中心，重点关

注编码化知识的挖掘、组织、检索、表示以及机

器对知识的理解、操作、应用等。信息网络的快

速发展使人们更加关注显性知识的转移和传播，

而忽略了最有价值的隐性知识的转移和传播问

题。由于隐性知识社会化和外化过程困难，知识

管理实践失败机率很高，这迫使人们开始反思知

识转移的最佳路径问题。

4 Web 2.0 与图书馆知识转移

随着 Web 2.0 技术（新型社会网络软件如

Blog、Wiki、SNS 等）在图书馆的应用，逐步满足

用户对图书馆知识转移的要求，为图书馆提升知

识转移绩效，更好地服务用户带来了新的发展思

路。

4.1 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更新与深化

正如 Paul Miller 所言：“与其说 Web2.0 是一

种新技术或模式，倒不如说 Web2.0 是一种理念或

态度。[11]”Web2.0 给图书馆带来的是一种有别于

传统图书馆的全新服务理念，具体表现在：系统

的开放性和系统交互性的增强；用户参与型服务

的增加；个性化、定制化趋势更加明显；用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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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交流沟通渠道得到极

大拓展；无墙图书馆观念进一步深化 [12]；信息交

互机制由重视人索取信息的人—机交互转变为强

调信息到人的人—人交互等。

以阮冈纳赞图书馆五定律衡量 [13]，发现图书

馆对此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深化以读者为中

心理念。阮冈纳赞图书馆五定律前四条围绕读者

而谈，以读者为中心是图书馆人的一种追求，这

种要求在 Web 2.0 环境下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

（2）深化开放程度。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图书

馆，笔者对此的理解是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深化。

一方面，图书馆可以无障碍地提供资源或服务，

并提供个性化的物理空间满足用户娱乐休闲等的

需要。另一方面，图书馆鼓励用户参与交流。

（3）服务观念的转变。因特网和搜索引擎的发展

使得图书馆不再占据着向最终用户传播信息的重

要地位，而是和搜索引擎、出版商、平台提供者

们具有同等位置，甚至有边缘化的倾向。图书馆

早已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提供者。为保持自身竞争

优势应主动出击，“图书馆应当寻找方法将用户所

需的资料提供给他们，而不是让用户到图书馆去

找”[14]。

4.2 建立社群，构建图书馆新型交流模式

在以 Blog、Wiki 应用为代表的 Web2.0 环境

下，信息交流强调对等交互，面对信息行业的激

烈竞争，图书馆将淡出中心地位，而通过架设交

互平台成为知识社群的普通一员。所谓知识社群

是指一群有共同经验或有相似兴趣的人们，跨越

时空的藩篱，在因特网上建立一个共同的空间和

他人社交、互动、交换彼此的经验和知识，共同

创造知识与分享知识，让个人或组织的隐性知识

得以自由发挥。图书馆知识转移社群可分为馆

员—馆员社群、馆员—用户社群和用户—用户社

群。

馆员—馆员社群使馆员们聚集在一种共同的

背景环境下，讨论工作中需要协同解决的问题，

挖掘馆员潜能，使馆员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指导

实践。同时可以交流业务心得、发布会议信息、

修订议案等，有助于建设图书馆文化，增强凝聚

力，塑造知识转移氛围。2003 年 11 月中科院率

先采用 Wiki 进行会议内容的共享和主题拓展 [15]。

2004 年，厦门大学编目部建立了 Wiki 版主页，

链接有工作日志、部门概况、规章制度、工作量

统计及常见问题等 [16]。

馆员—用户社群也可利用 Wiki 建立知识社

群，在 Wiki 平台协同写作、张贴问题，馆员利

用自身知识储备或搜集、查找资料对问题进行解

答。其他读者或馆员可在此基础上补充完善，最

终形成充分确切的条目并不断累积，形成知识

库，供他人参考学习。这样形成的知识是馆员读

者共同探讨、多向交流、互动协商的结果，而非

自上而下的传授知识，可以激发读者的动机和兴

趣。

用户—用户社群的建立给参与者带来全新

的应用体验，将成为馆员和用户之间务实的伙伴

关系。用户可以为馆员或其他用户提供特定信息

和知识，并代替图书馆员回答其他用户提出的问

题。馆员之间也可以互相服务和提供信息。馆员

与用户的界限逐渐模糊，图书馆员更多时候是作

为特殊的“用户”与其他用户平等交流。

4.3 建立个性化图书馆

虽然国内的一些图书馆构建了 MyLibrary 框

架，但实际上只提供了一些简单的服务，距离真

正 MyLibrary 倡导的个性化、定制化的目标还较

远。究其原因，主要是仅靠一家图书馆难以支撑

任何用户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不论在信息源方面

还是在服务的质量、方便性、响应时间方面，

都无法与现在信息时代开放的网络资源以及用

户“自服务”相比。2.0 版的 MyLibrary 增加了诸

多功能和应用，如定制个性化门户或频道，建立

我的收藏夹，提供用户在线网摘、分类或主题词

标注，建立知识库并提供搜索、共享等功能，利

用个人知识管理工具和我的订阅 RSS 频道发布信

息、订阅新闻、通知新到资料等，还可以组建我

的好友 / 兴趣小组，进行兴趣聚类，推荐交友，

可与邮件列表、博客、Wiki 及书评等组合使用，

提供虚拟参考服务，融合各种方式（E-mail、即

时通讯、语音视频、推送等）形成业务平台，解

决常见问题等。

4.4 提供自由交互环境，加快知识流通

以 Blog 为例，博主可以对自己的个人博客进

行编辑、设置、管理，对所发帖子的内容采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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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公众知识交流习惯的方式进行归类，同时可以

与用户进行无障碍的多向交流。另外，Blog 界面

简洁，易学易用，减少了公众知识交流的技术屏

障。

博客加快知识流通的速度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知识发布迅速。博客及时记录作

者的思想、行为和经验，由作者即时写作即时发

布，随时更新，弥补了传统媒体出版滞后的缺

陷，加快了新知识的发布速率。二是知识交换迅

速。博客借助于超链接技术将文本中的关键知识

指向其知识源或全文页面，这种链接访问一般不

需密码，提供直接链接访问服务，省去了多次频

繁登录需要权限的不同数据库的操作和等待时

间，加快了知识流通和循环的速度。三是知识搜

索迅速。博客被誉为网络中的人工搜索引擎，其

上发布的知识几乎都是经专家过滤并整理过的，

专家们一般是从某个领域的专业视角出发，对每

天产生的大量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和遴选。这样免

去了用户消耗大量时间搜索有用信息的工作，加

快了对核心知识的搜索和定位速度。博客通过上

述的三大优势于无形中缩短了知识流通周期，加

快了知识流通速度，名副其实地成为网络中的信

息雷达系统 [17]。

4.5 用户参与咨询

参考咨询工作一直都是图书馆工作的重心。

从传统的“面对面”或电话咨询发展到数字参考

咨询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成为图书馆服务一大亮

点。但参考咨询暗含了一个假设，就是图书馆员

比读者知道得更多。咨询服务的质量直接受咨询

馆员素质的影响。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咨询馆员甚至学科馆员要想做到既博又专经常会

有力不从心之感。2.0 版的馆员用户社群的建设，

可以成为开放的互动问答平台，每当有一个问题

提出来时，任何读者都可以看到并进行解答，这

样通过调动读者参与提问和解答，汇集无数读者

的智慧，可以极大弥补咨询馆员的不足，减轻馆

员负担，使之可以专心管理与开展培训活动。

4.6 激发用户自主学习

以博客为例，通过图书馆博客与专家们的个

人博客和其他图书馆公共博客链接，用户可以学

习到未经编辑的专家们的第一手资料，快速了解

本专业领域的前沿成果、核心思想、观点，不仅

提高了隐性知识转移速度，而且加快了个人学习

进度。且能随时审视修正自己认识上的偏差，随

时发现问题并调动自我学习的积极性，增强独力

思考的能力，激发个人潜能进行知识创新。还可

采用 RSS 选择订阅感兴趣的学习内容，自主安

排和规划个性化的学习专栏。RSS 能自动更新用

户所定制的网站内容，保持用户获取信息的及时

性。同时，用户还可以加入多个定制的 RSS 提

要，将从多个来源搜集的信息整合到单个数据流

中。这样，既保证了用户在学习中对信息内容的

自主性和选择性，又保证了信息内容的及时性和

全面性。另外，RSS 所订阅的信息内容不受广告

和图片的影响，读者可以直奔主题，对标题或文

章概要进行阅读，避免了干扰信息对学习的影响。

5 结 语

Web2.0 使互联网成为更加简洁高效的相互交

流的平台，并在其上建立彼此之间的“链接”。

Web2.0 与图书馆 2.0 的应用，为隐性知识转移提

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使得隐性知识管理具有了

新的动力机制，也更具有活力。一些典型 Web2.0

网站的成功运营，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

可以考虑以用户为中心来构建隐性知识转移的模

型与系统，利用集群智慧来解决隐性知识转移的

有关问题。

（1）以用户为中心，用户参与架构。图书馆

实施知识转移要时刻考虑用户的兴趣、习惯及评

价等，设计一种“User-centered Design”方案；用

户参与的架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网站内容

通过鼓励用户的参与构建正向的网络效应，使网

站的服务更具吸引力；一是通过开放 API（应用

编程接口），利用用户的参与和贡献，形成一个围

绕网站服务的良性生态网络，增强服务的功能与

竞争力。对于隐性知识转移而言，应当是以信息

为基础，构建以人为中心的网络，并使系统易于

用户使用，形成丰富的用户体验。

（2）为运行隐性知识转移提供强大动力。

Web2.0 的出现，强化了人们的个性化表达和社会

性信息需求，并且用户在互联网上的种种行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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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发而不计酬劳的，这无疑为新方法的设计提

供了极好的机遇。隐性知识转移的动机性障碍将

有可能得到自动克服。

（3）为实施隐性知识转移提供技术支持。

Web2.0 的核心是社会性软件的应用，这些社会性

软件（Blog、TAG、SNS、RSS、Wiki 等）成为隐

性知识转移系统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4）构建图书馆参与式虚拟知识社区，提升

隐性知识转移能力。参与式虚拟的知识社区是透

过网络社群互动平台，针对共同的兴趣或主题

（如工作性质、娱乐性质、同学会性质或学术性质

等）组成社群。它可以解决隐性知识转移的两个

主要障碍，即提供简单有效的寻找专家途径和提

供隐性知识交流与共享的环境与渠道，从而提升

隐性知识转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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