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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图谱和可视化技术是科学文献中识别并显

示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的通用方法 [1]。知识图

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

形，是揭示科学知识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计量学从

数学表达转向图形表达的产物 [2]。词频分析是一种

透过词频现象看内容本质的科学方法，也是目前内

容分析法中最重要也是使用最多的工具。本文运用

词频分析方法和知识图谱方法，分析研究知识管理

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基础，通过一系列知识共

享领域知识图谱的分析与解读，展现知识共享的重

点研究方向。这将对科技资源管理研究人员选择科

研课题有一定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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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通过共词分析和共现分析等发现，刘益等是知识共享研究发文数量较多的学者，西安交通大学等是知识共享

领域发文数量较多的机构单位；Nonaka等是知识共享领域较有影响的学者。通过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发现，“图书馆”、“知

识共享机制”、“知识网络”等是知识共享领域研究的热点。在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中，Nonaka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

理论》、Cohen的《吸收能力：基于学习与创新的新视角》等是十分重要的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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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引文分析可视化工具是基于 Java平
台的CiteSpace II应用软件，定量分析的数据来自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知识共

享”“知识转移”为关键词对CSSCI数据库中1998-
2011年的全部论文数据进行检索，共检出相关文献

1388篇。检索时间为2011年6月25日。对其进行下

载并转化、处理。本文的分析对象为1388条文献及

其参考文献的数据，每一条数据记录主要包括文献

的题目、作者、摘要、作者单位、期刊、文献发表

时间和参考文献等信息。

3 结果分析

3.1 文献数量

从检索到的文献数量看，1998年为3篇，到

2005年则增加到100篇，到2009年则增加到264篇，

呈现波动递增趋势。利用SPSS11.0分析发现，文献

数量增长符合指数函数：

       WoS-Publications=1.141E-298e0.344Year

其中，R2=0.775，Adj-R2=0.757，Sig. =0.0000。总体

来看，知识管理研究论文总量逐年增加，显示了其

在经济、管理领域的日益重要地位（图1）。随着对

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增多，团队知识共享研究的文

献数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势必会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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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献变化拟合曲线

3.2 研究学者及机构

核心著作者是指那些发文数量较多，影响较大

的作者集合体。节点类型选择作者，结果显示，节

点数量为279个，连线126条，说明国内在知识共

享研究方面，存在270余名高水平的学者，其中，

刘益、黄瑞华等人的发文数量较多，以第一作者发

文的数量超过7次，其中刘益达到了23次之多；其

余发文数量较多的还有周九常、施琴芬、张旭梅、

吴洁等，数量都超过了10次。表1列出了频次超过

7次的学者以及最早发文时间。

学者构成了文献的主要研究人员，而学者所

属机构则组成了文献的主要科研单位。节点类型选

择机构，结果显示，节点数量165个，连线32条，

说明各单位之间的合作并不普遍。研究学者所属单

位主要是国内名牌高校的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如

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由于作者单位的不

一致性，有诸如浙江大学等缺少二级单位的情况。

从总量上看，西安交通大学以101篇居绝对首位，

其余还有浙江大学（49篇）、武汉大学（39篇）、华

中科技大学（37篇）、重庆大学（31篇）、复旦大

学（29篇）、上海交通大学（28篇）、天津大学（28
篇）等。

3.3 被引作者

节点设为被引作者，结果显示节点数量247
个，连线1810，说明在该领域大约存在240余名较

有影响的学者，且共被引的现象普遍。从被引频次

来看，Nonaka、Szulanski、Davenport、Simonin被引

频次都超过了100次，显示了其在该领域中的影响

程度。表3按中心度显示了文献的被引学者状况，

节点的中心性反映了其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从表

3可 以 看 出，Nonaka（1995）、Davenport（1998）、
Hansen（2002）、Kogut（2000、1993）、Argote

（2000）、卢兵（2006）等所在节点中心度较高，说

明这些学者对领域的演化具有重要推进作用。另

表1  主要作者（频次大于7）

作者 作者单位 年份 频次

刘益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2007 23

黄瑞华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2004 21

廖建桥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2008 18

周九常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008 13

施琴芬 苏州大学科研处 2007 13

张旭梅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06 12

吴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7 11

杜荣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03 10

李纲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2006 10

汪克夷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008 9

和金生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2007 9

彭纪生 南京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009 9

张喜征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00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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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3中中心度较大的节点还有Polanyi（1967）、
Szulanski（1996）、侯杰泰（2004）、魏江（2004）、
Grant（1996）、王毅（2001）等，说明这些学者在网

络中的连接作用较大。

3.4  关键词或主题词 
节点类型设为关键词，结果显示节点数量为

200个，连线566条，说明研究较为广泛，但热点

较为分散。从频次上看，较高的有知识共享、知识

转移、知识管理、合作创新等，其中“知识共享”

一词出现的频率最高，达648次，显示了其重要影

响；从中心性指标看，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知识

管理、合作创新等所在节点中心度较高，其中“知

识共享”所在节点的中心度高达0.82，说明其在研

究中的重要连接作用（表4）。另外，知识管理、影

响因素、企业、团队、知识组织、技术联盟、网络

组织、激励机制、企业管理等关键词突显值较高，

说明其在研究的短时间内引起了相当的重视，但已

不属于目前的研究热点。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判

定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知识共享机

制”“知识网络”“知识联盟”等4个方面（图２）。

表 2  主要研究机构（前30）

研究单位 年份 频次 研究单位 年份 频次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1999 101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2006 16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2002 35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2005 15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2001 35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2002 15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04 31 河海大学商学院 2007 14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2000 28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04 14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2004 2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5 13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007 21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2002 13

中南大学商学院 2005 21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2008 12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004 20 南开大学商学院 2006 12

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2006 19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7 12

西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005 18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07 11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2005 18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2003 11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005 17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005 10

南京大学商学院 2005 17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008 1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03 16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06 10

表 3  重要被引作者（中心度大于0.01）

被引作者 年份 频次 中心度 被引作者 年份 频次 中心度

Nonaka I. 1995 78 0.21 Grant R.M. 1991 39 0.04

Davenport T.H. 1998 116 0.13 Gupta A.K. 1991 45 0.04

Hansen M.T. 2002 50 0.13 Simonin B.L. 1999 107 0.04

Kogut B. 2000 67 0.11 周密 2006 28 0.04

Argote L. 2000 65 0.10 Gulati R. 1998 15 0.03

Kogut B. 1993 13 0.10 Zander U. 1995 35 0.03

卢兵 2006 37 0.10 李华伟 2002 13 0.03

Nonaka I. 1994 160 0.09 徐金发 2003 32 0.03

Polanyi M. 1967 66 0.09 张庆普 2003 22 0.03

Szulanski G. 1996 151 0.08 Burt Ronald S. 1992 9 0.02

侯杰泰 2004 24 0.07 Davenport T.H. 1992 7 0.02

魏江 2004 44 0.06 Hamel G. 1991 44 0.02

Argote L. 2001 18 0.05 Inkpen A.C. 1997 36 0.02

Grant R.M. 1996 18 0.05 Spender J.C. 1996 27 0.02

王毅 2001 40 0.05 左美云 2001 44 0.02

Cohen W.M. 1990 7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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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关键词共现网络

第一，“图书馆”。涉及“数字图书馆”“制度

图书馆学”“图书馆联盟”“知识共享意愿”“知识共

享功能”“虚拟社区”“咨询服务”“知识整合”“嵌入

知识”“知识总监”“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系统”等

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共享在图书馆领

域应用的背景。

知识服务是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下的

产物。数字知识环境下，知识服务体系必须以用户

综合集成化的知识需求为中心，将知识服务的理念

融入到机构的整体战略之中，注重用户体验 [3]。图

书馆知识管理是知识管理理论与图书馆实践相结合

的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图书馆服务要以读者

为本，图书馆管理要以馆员为本 [4]，对管理机制、

组织机构、管理模式、人力资源、文化环境等方面

进行新一轮的整合和创新， 其管理重点将逐渐从传

统的文献资源管理转移到信息资源与知识资本的管

理和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并重的轨道上来 [5]。

第二，“知识共享机制”。 知识共享机制直接

与“组织形态”“信任机制”“无形资产”“知识资

本”“知识工作者”“工作绩效”“组织文化”“知识

库”“知识资产”等关键词相连，同时还间接联系着

“粘滞知识”“隐性知识”“心理契约”等关键词，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共享机制研究的现实背景。

由于知识的无形性、外溢性、无地域性、合作

表 4  关键词（前30）

关键词 年份 频次 中心度 关键词 年份 频次 中心度 关键词 年份 频次 中心度

知识共享 1998 648 0.82 跨国公司 2000 28 0.04 知识创造 2005 15 0.01

知识转移 2000 497 0.51 隐性知识转移 2008 26 0.06 显性知识 2004 15 0.00

知识管理 2000 208 0.30 知识联盟 2000 25 0.02 虚拟社区 2004 15 0.02

隐性知识 2004 92 0.04 社会网络 2007 24 0.00 隐性知识共享 2008 15 0.00

影响因素 2006 58 0.08 战略联盟 2005 22 0.01 虚拟团队 2009 14 0.00

图书馆 2003 49 0.08 激励机制 2006 22 0.00 团队 2009 14 0.01

合作创新 1999 31 0.10 社会资本 2006 21 0.00 产业集群 2004 14 0.00

知识创新 2000 31 0.03 知识产权 1999 18 0.01 结构方程模型 2008 13 0.00

组织学习 2004 30 0.02 实证研究 2008 17 0.05 企业 2002 13 0.09

供应链 2004 30 0.04 企业文化 2000 17 0.02 技术联盟 2010 1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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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等，容易产生知识产权冲突， 这种冲突直接

影响着双方之间的知识交流、共享和创新，从而决

定着合作能否有效地运行以及运行的效率。组织文

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

事方式等组成的特有的文化形象，是企业成员共同

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组织本质上是文化

实体，因此无论组织如何管理知识，组织文化因素

都是不可忽略的。组织文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组织中是否存在有利于知识共享的

文化因素，如尊重知识与人才、崇尚合作与奉献精

神、尊重民主与平等的氛围、存在相互信任的人际

关系等，将会对一个企业的知识共享水平产生很大

影响 [6]。

第三，“知识网络”。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发

展的生命线，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7]。

从“创新网络”这一关键词来看，直接与 “社会

网络”“协同效应”“知识网络”“关系网络”“中心

性”“博弈模型”“复杂网络”“观念创新”“信任”“学

习型组织”“吸收能力”等关键词相连，还间接联系

着“e-learning”等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

识网络研究的现实背景。

知识网络是组织获取外部知识的重要途径。

知识网络的治理尤为重视信任的作用。企业间的信

任和行为协调是知识共享的前提，而信任和协调是

通过网络成员间的重复交易和接触不断改进和提高

的 [8]。学习型组织是知识管理和知识创新的内在要

求，是组织形式在科层制基础上的一种质的飞跃。

学习型组织的知识创新是在社会系统中进行的， 社
会文化环境对其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随着知识

社会的不断深入， 对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更显突

出 [9]。

第四，“知识联盟”。知识联盟直接与 “知识

转移效果”“战略联盟”“知识转移成本”“价值增

值”“知 识 链”“知 识 传 播”“分 形 维 数”“分 形 理

论”“知识转移效率”“供应链”“效率风险”等关键

词相连，反映了知识共享研究的现实背景。

技术联盟是以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联盟参

与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

为保障，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形成的联

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技

术创新组织。企业通过技术联盟学习，吸收先进的

技术知识，快速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是我

国企业构建技术联盟的主要原因 [10]。由于我国处在

特殊的转轨时期，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够完善，相应

的配套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之

间、高校与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效率还比较低。为

了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目标，提高知识

转移效率显得尤为迫切。

3.5 知识基础

施引文献组成了研究前沿，而施引文献的引

文则构成了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从概念符号的角

度看，引文的本质是概念符号，是对共引网络的研

究，集中关注对引文文献的本质特征以及聚类之间

的关系的解释 [11]。当两篇文献同时被第三篇文献引

用时，就称这两篇文献存在共被引关系。两篇文献

的共被引次数越高，表明文献间关系越密切，就意

味着两篇文献的学科背景越相似 [12]。节点设为参

考文献，绘制文献共被引网络，结果显示节点数量

324个，连线1598条。表5按中心度大小排列显示

了网络的主要信息，共有37条文献被显示出来。

Nonaka（1994、1995）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

态理论》和《知识创造型企业——日本企业如何实

现动态创新》对组织知识产生的过程、什么是知识

型企业做了探讨，并对知识的分类做了准确划分，

认为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间的转换是组织知识管理

的核心命题。在个体创造新知识的时候，组织在表

达和扩展知识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结论通过

日本企业的实例做了检验，可以说是知识管理研究

最经典的文献 [13-14]。Argote（2000）的《知识转移：

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基于知识转移对组织行为和

人类决策过程进行研究认为，知识的创造和转移是

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 [15]。汪应洛（2002）的《知识

的转移特性研究》通过分析两个不同主体之间知识

的转移过程，提出了知识转移过程存在着语言调制

及联结学习两种方式。隐性知识也可分为真隐性知

识与伪隐性知识，对于真隐性知识的转移，联结学

习方式是唯一的知识转移方式；对于伪隐性知识的

转移，语言调制及联结学习发生在知识转移的不同

阶段 [16]。以上文献在组织知识特性、知识转移与

企业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是知识共享的重要理论基

础。

Cohen（1990）的《吸收能力：基于学习与创

新的新视角》从组织水平上对影响知识吸收能力的

因素做了分类，解释了组织如何与其成员吸收能力

存在差异以及技能多样性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 [17]。

Lane（1998）的《相对吸收能力与组织内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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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高被引文献（部分）

作者 文章或著作名及年份 频次 中心度

Nonaka I. 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1994） 12 0.18

Cohen W.M.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1990） 15 0.13

Kogut B.
Knowledge of the Firm;Combinative Capabilities;and the 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
（1992）

25 0.10

Lane P.J. Relativ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1998） 16 0.10

Nonaka I.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1995）

27 0.10

Argote L. Knowledge Transfer:A Basi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Firms（2000） 14 0.09

汪应洛 知识的转移特性研究（2002） 24 0.09

王毅 产学研合作中粘滞知识的成因与转移机制研究（2001） 31 0.09

周晓东 企业知识内部转移：模式、影响因素与机制分析（2003） 18 0.09

Granovetter Mark S. Strength of Weak Ties（1973） 7 0.08

Hansen M.T. What’s Your Strategy for Managing Knowledge? （1999） 3 0.08

马费成 知识转移的社会网络模型研究（2006） 18 0.08

Simonin B.L. Ambiguity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Strategic Alliances（1999） 9 0.07

Davenport T.H. Working Knowledge: How Organizations Manage What They Know（1998） 67 0.06

Szulanski G.
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
（1996）

90 0.06

Zander U.
Knowledge and the Speed of the Transfer and Imi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An 
Empirical Test（1995）

10 0.06

高祥宇 信任促进两人层次知识转移的机制的研究（2005） 11 0.06

周密 基于知识共享意愿的员工信任关系的建立（2006） 7 0.06

Gupta A.K. Knowledge Flows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2000） 27 0.05

Szulanski G.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Stickiness（2000） 19 0.05

Hislop D. Innovation and Networks:Linking Diffusion and Implementation（1997） 2 0.04

徐金发 企业知识转移的情境分析模型（2003） 21 0.04

左美云 知识转移与企业信息化（2006） 11 0.04

Cummings J.L.
Transferring R&D Knowledg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
（2003）

25 0.03

胡汉辉 组织知识转移与学习能力的系统研究（2006） 15 0.03

刘慧敏 虚拟科研团队中的信任、冲突与知识共享的关系研究（2007） 4 0.03

对企业层次的吸收能力进行归类，企业对外部知识

的吸收能力取决于双方的知识基础、组织结构和激

励政策以及主导逻辑 [18]。胡汉辉（2006）的《组织

知识转移与学习能力的系统研究》分析了重叠知识

与组织知识转移以及与组织学习的关系，从组织

生态学角度构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型 [19]。Kogut
（1992）的《企业知识、整合能力以及技术复制之

间的关系》在以往对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存

在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通过

知识的共享降低成本，知识不仅为个人所有，更

是通过社会成员的合作规则为组织所有 [20]。Zander
（1995）的《知识及转移速度与组织模仿的关系：经

验检验》阐述了知识的编码化程度和能力的表达难

易程度对知识转移速度具有显著影响 [21]。以上文献

在组织知识学习能力、知识吸收能力等方面的研究

是知识共享的重要理论基础。

王毅（2001）的《产学研合作中粘滞知识的成

因与转移机制研究》探讨了粘滞知识的界定，剖

析粘滞知识的成因，从理论上探讨克服粘滞的途

径，提出粘滞知识转移的理论模型 [22]。Szulanski
（1996、2000）的《内部粘性探索：企业内部知识

转移障碍》 《知识转移过程：知识粘性的分析》发现

企业内部转移的障碍主要是与知识相关的接收者的

知识吸收能力、知识的模糊性以及接收者与知识源

之间的关系 [23-24]。周晓东（2003）的《企业知识内

部转移：模式、影响因素与机制分析》分析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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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转移的3种理论模式以及影响企业知识内部转

移的因素，并探讨了如何建立企业知识内部转移

的机制 [25]。Cummings（2003）的《研发知识的转

移——影响知识转移成功的主要因素分析》通过对

15个国内外产业研发主体的知识转移的研究发现知

识转移的主要成功因素 [26]。Simonin（1999）的《战

略联盟中知识转移的不确定性以及过程》研究检验

了战略联盟知识转移中知识的不确定性所扮演的角

色 [27]。马费成（2006）的《知识转移的社会网络模

型研究》总结提出了该领域研究的两类模型框架，

即信息网络模型和社会网络模型，重点分析了社会

网络模型框架下知识转移的机理、影响因素及实践

特征 [28]。以上文献在组织知识特性、知识共享影响

因素、知识共享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是知识共享的重

要理论基础。

高祥宇（2005）的《信任促进两人层次知识转

移的机制的研究》从信任对知识转移双方互动过程

的影响的角度入手，论述了信任能通过以下3种方

式使知识转移变得更容易：使知识转移双方沟通加

深、促使提供方划清自己的知识领域、促进双方积

极的归因 [29]。周密（2006）的《基于知识共享意愿

的员工信任关系的建立》对不同观点下的信任基础

进行分析归类，并在Rajeev的信任模型基础上，构

建了知识共享双方的信任模型 [30]。刘慧敏（2007）
的《虚拟科研团队中的信任、冲突与知识共享的关

系研究》结合虚拟科研团队的特点，分析了虚拟科

研团队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信任和冲突及其对于知

识共享的影响效果， 探讨了它们在虚拟科研团队形

成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趋势 [31]。以上文献在知识共享

意愿、知识共享中的信任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是知识

共享的重要理论基础。

另外，表5还表明，Granovetter（1973）的《弱

连接的强度》[32]、Hansen（1999）的《寻找转移问题：

弱连接在跨组织知识共享中的角色》[33]、Davenport
（1998）的《应用知识：组织如何管理其知识》[34]、左

美云（2006）的《知识转移与企业信息化》[35]、Gupta
（2000）的《跨国公司内部的知识流》[36]等也是知识共

享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

4 结论

（1）本文利用CiteSpace Ⅱ，分别以“知识共

享”“知识转移”为关键词从1998-2011年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对检索

到的数据通过共词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发现，刘益

等学者和西安交通大学等科研机构是知识共享研究

较多的学者和单位。

（2）通过利用词频分析方法研究检索的资料发

现，我国学术界对知识共享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

“图书馆”“知识共享机制”“知识网络”“知识联盟”

等4个方面。

（3）通过对知识共享研究的热点进行分析发

现，Nonaka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知识

创造型企业——日本企业如何实现动态创新》等文

献在组织知识特性、知识转移与企业的关系等方面

的研究，Cohen的《吸收能力：基于学习与创新的

新视角》等著作在组织知识学习能力、知识吸收能

力等方面的研究，王毅《产学研合作中粘滞知识的

成因与转移机制研究》等文献在组织知识特性、知

识共享影响因素、知识共享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高

祥宇《信任促进两人层次知识转移的机制的研究》

等文献在知识共享意愿、知识共享中的信任因素等

方面的研究是知识共享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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