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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知识共享的协同政务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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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将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联动网络作为协同政务知识共享的典型案例，对其组织模式及组织保障因素

进行了分析，指出应急协同网络是几个地区的政府部门协同应对突发事件的知识协同网，其中，突发事件应急联动体

系的一级协同网络构成知识型虚拟政府，二、三级协同网络可以视为政府知识协同团队，应急协同网络的正常运行需

要以良好的组织结构、信任机制、学习机制和知识共享文化等为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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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organizational model and guarantee factors of knowledge sharing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ase of the cross-regional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network. The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network that several regional government collaborate to respond to emergencies is cross-regional 
emergency collaborative network in this case. The first-class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the emergency linkage system 
above can be viewed as knowledge-based virtual government , Second-class and third-class collaborative network in 
the emergency linkage system can be seen as government knowledge collaborative team,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inter-regional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network requires goo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the trust mechanism , 
learning mechanism and Knowledge-sharing culture for th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Keywords: collaborative E-government, knowledge sharing, organizational mod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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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面向知识共享的协同政务是建立在完善的语义

技术基础上的政府部门内部及政府部门之间的知识

协同，它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以政府公务员

的知识协同为核心，是当前电子政务发展的高级阶

段，其实现需要技术支撑环境与组织保障环境的统

一 [1]。

从研究文献看，现有研究从技术角度的某一

侧面探讨协同政务各参与方如何实现语义互通与知

识共享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组织保障

角度探讨协同主体之间如何进行知识共享的研究较

少，尤其缺乏对协同政务知识共享组织保障方面的

系统研究。

Zhang等提出现有的组织因素会严重阻碍跨组

织知识共享和电子政务的成功实施，组织和个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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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适应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和评价系统的改变

阻碍知识共享 [2]。Kim 等探讨了影响公共组织知识

共享能力的3个因素——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信

息技术，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文化应包括清晰的组

织愿景、信任机制和社会网络；组织结构应灵活设

计，实行层级结构和非层次结构的组合；政府部门

应注重非正式网络、绩效激励机制的建构，鼓励员

工的知识共享行为，促进团队之间、部门之间知识

流动 [3]。

国内尚未有专门研究协同政务知识共享组织保

障的文献，但是已有对政府内部知识共享的模式、

障碍因素及其对策进行论述的文献。毛宇晖结合我

国地方政府知识共享实践，提出了团队学习模式、

知识库模式、知识专家模式、虚拟社区模式、实践

社团模式等政府内部知识共享的模式 [4]。夏爱民从

知识转换的4种机制角度探讨政府内部知识共享模

式，认为社会化、内在化、组合化、外在化“四

化”共享模式是基础模式，知识地图、知识复制、

团队知识共享模式是对知识“四化”共享模式的综

合应用模式 [5]。毛宇晖分析了组织信任对政府内部

知识共享的影响，认为信任是知识共享顺利实现的

核心要素，强调协作和团队精神在政府知识共享中

的重要性，建议设计激励机制，使成员的个人目标

在集体协作中与组织目标相一致，提高组织协作学

习的能力；徐云鹏、韩静娴则认为先在小范围内建

立信任，如实践社区、工作团队等，认为共同愿

景的建立是知识文化的首要步骤 [6]。笔者在前期研

究 [1]中构建了协同政务知识共享体系，指出面向知

识共享的协同政务主要以知识协同网为组织载体开

展知识协同活动，知识协同网的组织形式主要有政

府知识协同团队、知识型虚拟政府、政府知识社区

等，其中，政府知识协同团队是协同政务知识共享

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它常常是构成知识型虚拟政

府、政府知识社区的基本单元。

目前，技术不是协同政务知识共享的主要障

碍，其瓶颈是组织问题，然而，传统的层级制政府

组织结构阻碍知识在政府部门内部和政府之间的流

动与共享，政府成员的个人心理因素和组织环境因

素使协作中缺乏基本信任，组织成员学习动力不足

和传统行政文化的制约都阻碍着知识共享的实现。

因此，针对面向知识共享的协同政务中存在的上述

组织障碍，必须构建适合的组织模式，为跨越政府

部门的协同政务知识共享提供良好的组织架构，同

时，要研究相应的组织保障因素，这一研究对促进

政府部门之间的知识协同、实现协同政务从信息协

同向知识协同的发展、最终构建知识型政府具有重

要意义。 本文借鉴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跨区域

应急协同网络这一实际案例对面向知识共享的协同

政务的组织模式及保障因素进行分析。

2 地震应急协调联动模式 
近年来，面对频繁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及其带

来的经济、社会方面的负面影响，要求政府整合内

外部资源，协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建立完善的应

急管理协调联动网络。学术界也开始关注突发事件

应急联动体系构建问题 [7-8]，从结构体系上建立全

面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解决方案，目的是加强政府

对日常应急管理知识的管理，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

件的能力。刘红芹等在分析我国应急管理协调联动

机制存在的困境，并对甘肃陇南5.12地震中的应急

协调联动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突发公共事

件的特征，从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视角，构建了跨区

域跨部门的应急联动组织体系 [9]。如图1所示 [7]。

2.1 跨区域应急协同网络组织

图1表示的是跨行政区的简单但较为完整的动

态联动组织架构，是有利于实现协同政务知识共享

的组织模式，充分体现了知识协同网的特点。上述

突发事件应急协同网络可视为协同政务知识共享模

式在应急管理方面的运用，各地区应急管理常设机

构形成协同合作关系，构成基于突发事件应急联动

的知识协同网，在组织环境和技术环境的支撑下运

作，保证迅速高效解决突发事件。我们将区域应急

协同网络作为知识协同网的典型案例，对其组织模

式和组织保障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从协同政务知

识共享的视角进一步完善区域应急联动网络，为解

决突发事件提供有效的知识支持。

该案例中的跨区域应急协同网络是几个地区政

府协同应对突发事件的知识协同网。以各省、市、

县应急管理常设机构为子应急联动指挥中心，与区

域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构成知识协同关系，形成突发

事件应急联动体系的一级协同网络（知识型虚拟政

府）。相应地，各地区内部的公安、消防、医疗急

救、财政、旅游、交通、民政等部门，也以本地区

的应急管理常设机构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形成协

同合作关系，是突发事件应急联动体系的二级协同

网络（政府知识协同团队）。此外，各市的相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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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安部门也可以相互协作，便于做出专业化程度

较高的决策预案，构成一、二级协同网络的补充形

式，可作为突发事件应急联动体系的三级协同网络

（政府知识协同团队）。

上述突发事件应急联动体系的二、三级协同网

络可以视为政府知识协同团队，是由各地区职能部

门内部拥有应急管理专业知识背景的相关人员构成

的应急知识协同团队，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便可

迅速集合，形成应急联动的知识网络，充分调动网

络中的知识资源，通过三级网络逐级传递事件发生

的具体信息，客观全面反映事件的全貌，以供区域

应急指挥中心做出高效的决策，更快更好地保障公

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圆满完成突发事件的处理。突

发事件处理完毕后，各知识协同团队便回归各自的

局域网络，进行日常的组织学习和知识积累。

2.2 知识型虚拟政府

上述突发事件应急联动体系的一级协同网络可

以视为知识型虚拟政府。知识型虚拟政府是在协同

政务知识共享中形成的一种虚拟的政府组织形式，

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连结了多个政府组织，可

实现政府间的知识协同，并通过虚拟政府的员工组

成知识协同团队，实现真正意义的电子政务知识协

同。因此，知识型虚拟政府是多个政府部门间知识

协同的基本组织形式，图2是知识型虚拟政府的概

念模型 [1]。

图2  知识型虚拟政府的概念模型

跨区域应急协同网络构建中，还可以运用知识

社区 [10]模式。知识社区模式适用于应急知识协同团

队在常态下的组织学习和知识积累，具有相同应急

管理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聚集在知识社区内部进行

知识共享交流，将他人分享的知识内化，弥补自身

知识缺口，增加个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进而提

图1  跨区域应急协同网络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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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整个应急知识协同团队的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另

外，知识社区也可以作为动态更新的“知识库”，

应急知识协同团队成员可分享当地人口、地理信息

以及城市建设的基础数据或各地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的经典案例，增加社区内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知

识储备。这些知识通过传播被成员吸收，以隐性存

在的方式保留在知识社区中，不会因为某些成员的

离开而消失。因此，区域应急协同网络的构建应当

以知识协同团队模式为主，充分结合知识社区模

式，常态下做好应急管理知识的储备，应急状态下

实现跨地区政府之间知识协同的高效运作。基于突

发事件的协同任务完成后，团队成员即可回归各自

部门，但是执行协同任务中的知识并没有随之消

散，团队成员可将整个过程中的经验整理总结，沉

淀到知识库中，以备类似突发事件发生时随时调用

借鉴。

3 应急协同网络组织的保障因素

跨区域应急协同网络的正常运行需要以良好

的组织结构、信任机制、学习机制和知识共享文化

等为组织保障 [1]。跨区域应急协同网是基于应急知

识缺口构建的政府知识协同网，由区域应急联动指

挥中心，省、市、县应急管理常设机构，公安、消

防、医疗急救、财政、旅游、交通、民政等部门三

级应急联动机构组成，是逐层嵌套扁平化的应急知

识协同网络。这种组织结构独立于政府基本的职能

机构设置，能够迅速定位突发事件的情况，调拨配

置资源，挽救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在区域应急协同

网构建与运行期，建立在信任机制、学习机制及知

识共享文化基础上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知识的协同

尤为重要 [7]。

跨区域应急协同网构建期，首先应确定网络的

构建目标，使各地区应急管理常设机构的目标与应

急联动指挥中心的目标一致，通过建立应急管理知

识协同技术平台，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应急管理

常设机构应加强各部门之间应急知识的共享交流，

通过跨组织的知识培训，实现成员之间频繁沟通交

流、树立共同价值观和达成对知识协同目标一致认

识等方法，促进各政府部门之间加深理解，建立良

好的互信合作关系，从而有助于实现应急知识的共

享与协同。

跨区域应急协同网运行期，通过建立动态学

习机制，把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知识资源映射成

统一的知识地图，为区域应急指挥中心的决策者提

供精准的知识，缩短应急决策的反应时间；应急

知识协同团队可充分利用知识社区进行持续长效的

组织学习，通过知识社区的组织学习实现应急知识

的获取、传递、共享与创新，实现知识协同团队成

员间知识互补和兼容，弥补彼此存在的知识缺口，

创造出完成应急任务所需的新知识。区域应急指挥

中心还可以在应急协同网内部提供经验交流会、座

谈会、读书会等形式的组织学习机会，促进团队成

员的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区域应急指挥中心整合

各地区的基本数据信息，对突发事件处理方案进行

经验总结，确保将最有效的知识传递到需要的子网

中，实现子网内部和整个网络的知识协同，最后不

断更新整个知识网络，提高对区域性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理能力。

跨区域应急联动网络的组织文化应当是一种得

到全体成员认同的支持知识共享的文化氛围。区域

应急联动知识共享文化需要建立共同愿景，使团队

成员充满归属感与认同感，将自身的价值观统一于

整个网络的核心价值体系；激发成员的知识共享意

愿，消除对知识的各种戒备性思维；区域应急联动

指挥中心还要加强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减小组织

内部长期形成的文化差异，促进不同组织文化的融

合，更好地实现为公众服务的目的。

4 结语

本文结合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联动网络这一

实际案例，分析了面向知识共享的协同政务的组织

模式及其保障因素，为我们后续进行更深入的理论

与实证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后续研究将围绕组织

结构、信任机制、学习机制和知识共享文化等组织

保障因素，通过调研分析，设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

标，构建出一套完善的协同政务知识共享的绩效评

估体系，为政府实现管理创新，提高知识服务能力

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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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红芹,沙勇忠,刘强,等.应急管理协调联动机制构建:

三种视角的分析 [J].情报杂志 ,2011(6):18-23.

[10] 樊治平,冯博,俞竹超.知识协同的发展及研究展望[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7(11):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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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和荣誉的机会，减小“马太效应”造成的“奖

有余，惩不足”的影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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