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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CAS 的图书馆自组织团队机理研究

袁红军

（郑州师范学院，河南郑州  450044）

摘　要： 自组织是复杂自适应系统的一个主要演化模式，智能型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ICAS）是自组织团队创新的理

论基础。文章根据 ICAS 理论，针对图书馆自组织团队机理的内容逐一分析，构建了图书馆自组织团队管理模式，并给出

了其实现策略，以期对我国图书馆组织管理创新起到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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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CAS-based Library Self-organizing Teamwork Mechanism
Yuan Hongjun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Abstract: Self-organizing is a major evolutionary model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e theory of intelligent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ICAS)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self-organizing teamwork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ICAS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the library self-organizing teamwork mechanism, builds a 
management model of the library self-organizing teamwork, and puts forward its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in the 
hope to have some reference value in the library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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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圣菲研究所的霍

兰教授开始建立复杂自适应系统（CAS）理论。其

核心思想是：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1]。霍兰把系统

的组成单元看作是具有自身目的性和主动性的积

极主体，在与环境反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主体

的主动“适应性”形成了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

动因。CAS 系统的特征：一是系统由许多并行的

自适应组成 , 每个自适应并不完全一样，能够预

期将来 , 具有智能性，是“具有适应性的主体”；

二是它的整体涌现性 [2]。美国研究知识管理的学

者 AlexBennet 与 DavidBennet 夫妇在 CAS 理论基

础上提出了智能复杂自适应系统 ，简称 ICAS 理

论 [3]。在该理论中，系统的成员是拥有专业技能

与知识的具有智能适应性的人。系统中的主要过

程由创造活动、问题求解、决策、实施 4 个子系

统构成，成为组织从事创造性智力活动、解决实

际问题、作出管理决策、实施具体业务行动的系

统模块。ICAS 具有 8 种涌现特性：组织智能、统

一与共同的目标、最优复杂性、选择性、知识向

心性、流、可渗透边界、多维性 [4]。团队实质上

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它能与外部环境不断地进

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当团队内部或外部

环境发生变化时，团队能够产生出适应新环境的

新结构和相应的演化模式。团队创新实际是系统

模式演化过程中的一种涌现机制。因此，团队可

以看成是能够自发产生新的演化模式的一种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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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复杂自适应组织，当环境的条件改变时，它能

够自行转变其运行模式，以适应环境的需要。图

书馆也是一种开放系统 , 即服务对象的开放性、

信息资源的开放性。根据 ICAS 理论，图书馆自

组织团队工作是图书馆的一种特殊的经营管理模

式，它以自组织的方式占有和使用各种资源，其

创新的源泉是系统整体的涌现性机制。

2 图书馆自组织团队机理
2.1 目标协同

在 ICAS 理论中，统一与共同的目标是智能型

复杂自适应系统首要的涌现性特征之一。这是系统

能够集中调动它的资源和将所需的各个局部组成一

体的能力，是子系统之间能够双向沟通，能够最大

限度地学习、创新的条件 [5]。在图书馆团队中，用

户服务的目标是图书馆存在的基础。统一与共同的

目标即“一切为用户，为用户一切”，提倡“一线

服务”。不同部门馆员不仅在技术上互补，而且拥

有一致目的、绩效目标和工作方法，并相互承担责

任。但是，图书馆自组织团队目标与传统组织的目

标形成过程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传统组织目标一般

是上级或管理者设定，组织各成员目标之间的协同

性较差，而图书馆自组织团队目标是在 ICAS 原理

指导之下图书馆不同团队成员在共同愿景的基础上

自组织形成的。这样，不同图书馆部门团队各成员

的行为就会产生协同性的整体效应，使整个图书馆

团队形成超越各成员单独作用之和的统一作用和联

合作用。比如，在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中，用

户通过网络表单提交问题或点击实时问答，以一定

的方法（活动序列）执行参考咨询活动，通过这些

活动来实现用户目标；在执行数字参考咨询工作流

程的时候，通过工作环境（管理协同、技术协同和

资源协同）、数据交换、用户与咨询馆员协同；使

整个数字参考咨询服务过程发生在协同目标管理应

用平台中。但是，图书馆自组织并不是没有规则，

系统主体在共同的愿景之下，图书馆 ICAS 的明智

之举就是把有关的部分协同起来，最大限度地获得

对背景的理解以及信息与知识，并集中力量去行动

和作出反应。图书馆自组织团队正是由于自组织形

成了统一与共同的目标，才使团队成员之间只存在

获取信息上的差别，不存在动力和利益上的差别。

2.2 知识共享

自组织团队按照自组织的方式实现团队内部

知识共享，分为隐性知识共享和显性知识共享。

在隐性知识内部交流中 , 一般存在 3 个层次 : 生活

性交流与共享、工作性交流与共享、学术性交流

与共享。相比之下 , 其他知识积累丰富的组织 ( 如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图书馆的工作性、

学术性交流和共享偏少 , 而生活性、娱乐性交流

与共享则偏多 ( 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和中小型图书

馆 )。因此 , 虽然图书馆存在不少隐性知识内部交

流与共享 , 但交流与共享的层次有待提高 , 特别是

要加强工作性、学术性交流与共享。图书馆隐性

知识积累和共享不是其强项所在 , 而显性知识积

累和共享才是其存在和发展之道 [6]。外部知识共

享主要是为用户利用图书馆提供参考咨询服务、

用户检索培训等。其中 , 参考咨询服务包括传统

的参考咨询服务和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参考咨询服

务 , 而用户检索培训则可以被看作是参考咨询服

务的强化形式。用户共享的不是图书馆的客观知

识,而是馆员的主观知识和经验。随着交互的深入,

缺乏交流的广播式知识共享或单向传播式的知识

共享越来越少 , 而双向或多向交流式的知识共享

越来越多。在图书馆不同团队结构性知识资本形

成之后，团队内部知识的复杂性开始降低，对外

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开始下降。为适应环境的变

化，团队成员需要不间断地更新知识结构，增加

复杂性，以便从多种视角、以多种思维方式去考

察环境和处理问题。自组织团队成员的确定具有

开发性和动态性。凡是自组织团队的成员 , 只要

其对决策问题有兴趣都可以参与决策，而在决策

问题逐渐清晰的过程中 , 由于团队目标和个体目

标的匹配程度 , 可能不断有成员加入或退出。因

此，为适应图书馆内外环境的变化及用户个性化

需求，馆员培训尤其重要。许多图书馆不定期进

行馆员培训，因为在知识共享过程中馆员处于优

势，只要存在优势，就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利用

图书馆。馆员培训主要内容包括网络聊天技能、

网络信息的评价能力、网络检索和选择数据库的

技能、掌握最新 Internet 工具和 Chat 工具的使用

方法、培养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和为读者服务的

观念。针对用户需求的多变性 , 馆员培训要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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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开展 , 不断提升咨询馆员的“应变”能力。

图书馆团队成员这时就会主动去寻求更多的有意

义的知识差异，这样新一轮的自组织知识共享过

程又开始了。图书馆自组织团队在自组织机制的

作用之下，能够不断地内部创造和外部吸收新的

知识，为服务创新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2.3 资源占有与使用

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传统的文献资源建设

有很大差别，它更多地依赖网络技术。随着网络

信息资源的爆炸性增长，用户信息需求的特定性

与数字资源分布的无限分散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

加剧。用户需求的转变决定了图书馆信息服务工

作重心的转移，即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被动服

务发展到以“用户为中心”的主动服务。从系统

科学的视角审视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管理 , 数字

信息资源管理是一个自组织的社会子系统 [7]。根

据 ICAS 原理 , 数字信息资源管理是从一个平衡

态走向另一个平衡态的无重复循环的动态演化过

程。数字信息资源管理具有系统开放的特性 [8]。

一方面数字信息资源管理从外界获得数字化的信

息资源、支撑基础等物质和信息 , 通过数字信息

资源加工和管理 , 变成特定的信息产品和服务。

另一方面又将信息产品和服务向环境输出 , 以满

足用户和社会的需要。这就是数字信息资源管理

同外界环境的交换过程。

因此，图书馆团队创新不仅取决于团队成员

内部的知识共享，而且取决于团队对图书馆数字

信息资源管理情况。如果不同团队对图书馆所拥

有的和外部环境提供的资源占有和使用率越高，

那么团队整体的组织智能也就越优化，图书馆员

的创新性也就越强。但是，实际上团队并不需要

占有和使用全部图书馆内外部资源，一是这样做

的成本太大；二是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在许多图

书馆主页一级链接滚动显示最近租赁或购买的参

考源，其数量与质量非常可观，没有具体分类，

处于无序状态，没有馆员下功夫以“用户快捷

性”进行合理管理，仅是放置网页上。理想的状

态是，图书馆员只需根据工作目标、分工和环境

变化的要求，不断地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寻求到

实现团队目标所需的资源就可以使团队在整体上

实现资源组合使用的期望收益值最大。首先，在

统一与共同目标的指导下，图书馆员很清楚地了

解图书馆的优先需要，这就使他们面对环境中复

杂的数据、信息和知识流，能够及时进行鉴别和

评价，迅速地选择自己所需的资源，同时也会将

适宜的资源在适宜的时候传递给团队中的其他人

员。其次，在面对海量资源时，由于人的生理限

度使团队成员一时只能处理一事，并不能够对有

价值的资源作出全部判断，这时他可以通过团队

内部沟通加以实现。最后，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

是有限的，一些有价值的资源并不能够被团队成

员全部吸收，但是由于自组织团队成员之间存在

有意义的差异，他们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整体模

式可以将这些资源以群组消化方式吸收。针对图

书馆信息资源，主要是电子资源（各类数据库），

不但要及时宣传这些资源，更需要与其他正在

使用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满足不同用户的需

求。整合不同的数据资源和信息资源，建立一个

异构数据库信息共享平台，构建统一的检索系统

和用户界面，实现用户单一的检索表达及统一检

索 [9]。因此，图书馆自组织团队能够通过组织成

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涌现出具有选择性寻求和使

用资源的机制，使团队成员能够建立最优的行动

准则，对其拥有的信息资源进行统一的组织和处

理，即在引进、自建数据库的同时，对这些信息

资源进行整合，以提高信息资源整体使用效率，

进而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

3  图书馆自组织团队管理模式
图书馆自组织团队管理模式是指团队管理者

针对特定目标，通过一定手段对团队进行调控，

使团队成员以自组织方式实现团队结构的最优化

配置，进而实现团队的管理模式。ICAS 理论强调

自组织的原则，但是，自组织并不排斥他组织。

ICAS 理论研究表明，系统内部过度的自组织，会

降低系统的复杂性，进而限制系统对外部环境的

适应能力。因此，团队在应对复杂多变的不确定

性环境时，必须有一个约束限制的指令性机制来

保证团队内部自组织活动的方向性 [10] （图 1）。

图书馆团队在 ICAS 理论指导下，建立目标

协调机制，在二者的共同指导之下形成团队管理

模式。图书馆团队管理不是强制性的刚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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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指导或引导式的。在图书馆团队具体的目标

和边界（如规则、制度等）的范围之内，团队的一

切活动都是按照自组织的原则形成，如具有适应

性的知识共享和资源占用与使用等机制。在各种

机制的非线性作用之下，系统形成了具有创新性

的涌现机制。该管理模式怎样实现呢？

（1）共同愿景。图书馆共同愿景即是优质服

务、规范标准、资源优化，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

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建立以不同团队为图书馆

组织单元的组织结构变革，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图

书馆对环境的适应性，进而提高创新性。在图书

馆自组织团队创新管理模式下，团队的目标既是

由外部环境（用户的需要）设立，又是团队内部自

组织形成的。因此，组织在面对复杂、动态和不

确定的外部环境时，应该注意将复杂的目标明确

化、具体化，变成团队成员基于图书馆共同愿景

的渴望，也就是要让团队中每个人自己的愿景和

图书馆共同愿景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团队成

员之间才会产生协同行为。否则，就会出现团队

成员目标情景定义的偏差，团队成员难以判断团

队共同愿景与自己个人目标的相互关系，也无法

判断自己通过努力可以获得的内在性和外在性报

酬，对完成任务的期望值降低。为此，图书馆不

同部门团队、不同团队图书馆员围绕共同愿景，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协调共同愿景与个人目标

的发展，实现图书馆自组织团队创新管理。

（2）人员结构。原则上说，团队中任何差异

都会改变团队工作涌现的模式，但只有有意义的

差异才是团队工作涌现创新性的关键因素。有意

义的差异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只有在特殊的

情境之下才能够显现出来。图书馆团队成员差异

性表现在人员结构中，一般是指团队成员年龄的

梯队和层次性、知识的交叉互补性、技能的多样

性、个性的倾向性等方面。但这些差异有时候仅

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有意义的差异。

所以，图书馆自组织团队人员结构配置的一项根

本性任务就是在团队中挖掘和补充有意义的差

异。比如不同部门馆员不定期的轮岗、外出培

训，或者吸收部分有学科背景的专家充实到馆员

队伍中。这样，拥有许多学科背景人员结构体

系，才能够吸引更多用户慕名而来，充分利用图

书馆服务项目。也就是图书馆人员结构中存在有

意义差异才能实现团队成员之间的目标协同、知

识共享。

（3）互动机制。互动即一种相互交流、相互沟

通。图书馆 ICAS 团队创新管理互动可以说是一种

管理者与馆员、馆员与馆员、馆员与用户间的互

动。图书馆向用户提供服务，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通

过不同团队成员这一有生命的主体来完成的，代表

图书馆与用户进行交流。管理者与馆员、馆员与馆

员互动即是图书馆团队内部互动沟通，内部互动沟

通的程度直接影响图书馆 ICAS 团队创新工作的效

率。所以，图书馆团队内部互动沟通应本着肯定个

人尊严、尊重、信任与关心，以真情相互对待，相

互理解与支持，不同团队成员就会热爱自己的组

织——图书馆 , 形成凝聚力，产生归属感 , 为实现

ICAS 理论 目标协调

知识共享 资源占用与使用

团队管理模式

系统涌现

图 1  图书馆自组织团队创新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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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共同愿景而发奋工作。另外，馆员与用户都

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的群体，他们具有独立

人格，在服务过程中，不允许任何侮辱人格、损害

人格的现象存在。在图书馆自组织团队创新管理互

动的核心观念中，重点是理解用户需求并创建有用

和易用的信息来表达。创建有用和易用的信息需求

的重点在于理解图书馆具体表达和象征意义，从表

述显示、行为显示及视角显示剖析用户信息行为，

以便与团队成员互动，实现图书馆自组织团队创新

效益最大化。其中，图书馆具体表达和象征意义，

包括图书馆理论概念、图书馆精神、图书馆价值、

不可察见及基本功能；表述的显示包括用户意向与

目标、用户体验、用户满意度、语言；行为的显示

包括礼仪、问与答行为、执行过程、鼓励与赞同；

视角的显示是指设备与工具、设计与环境、标志、

制服等。另外，建立健全图书馆自组织团队创新管

理信息互动制度规范，强化团队成员使用现代信息

沟通的载体，如电话会议、电子邮件、互动式电脑

软件和语音信箱等，并以制度规范加以确定。

（4）文化建设。图书馆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受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环境因素

综合作用逐渐形成的，能够长期维系或推动图书

馆生存和发展的群体意识、行为规范及其他管理

特征的集合 [11]。具有导向、约束、凝聚、激励、

辐射、教育等作用。完善图书馆文化建设，提升

图书馆团队成员凝聚力，图书馆员应对图书馆事

业存在着一种认同。程焕文在《中国图书馆学

报》上发表的《图书馆人与图书馆精神》，将图书

馆精神概括为“爱国、爱馆、爱人、爱书” [12]。图

书馆精神能指引图书馆员科学地发展图书馆事业 ,

使图书馆员敢于维护自己的职业尊严、职业道德 ,

以及职业权利和职业利益 , 或能激励图书馆员为

事业发展奉献自己的专业才能与智慧的理念 [13]。

图书馆团队精神是指团队成员为了实现共同目标

而相互理解、协作、努力工作的精神状态，它是

团队工作动力系统的加速剂。团队精神的基础是

尊重团队成员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核心是团队成

员之间的协同合作，最高境界是团队成员的向心

力和凝聚力。图书馆自组织团队创新管理要求团

队内部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和激励制度，使得

优秀的团队成员能够脱颖而出。在自组织机制的

作用之下，引导团队成员发展和形成统一的价值

观与行为模式，形成强调团队精神的图书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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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布：

2010 年 11 月 22 日，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国防科工局 6 部

门联合公布了第二次全国 R&D 资源清查的主要

数据，包括R&D人员、R&D经费、R&D项目 (课
题 )、各类研究开发机构以及 R&D 活动产出等情

况，为我国加强新形势下的宏观管理提供了支撑。

2. 国家科技文献共建共享 10 周年大会在京

召开：2010 年 6 月 12 日“国家科技文献共建共

享十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总结了该中心

在探索科技文献资源优化配置、开放共享方面取

得的成绩，提出了今后发展的目标与方向。会上

开通了中心网络服务新平台。

3. 北京离子探针中心重新确定月球雨海纪年

龄：2010 年 3 月，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成功测定了

Apollo-12 和 Apollo-14 飞船采回的月球岩石样

品以及月球陨石样品，重新确定了月球雨海纪的

年龄应为 39.2 亿年，而不是 38.5 亿年。这一测定

结果，为月球早期历史及演化提供了高精度年代

学证据。

4. 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面向全国开展征集加

盟入网工作：2010 年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网开展

征集全国优秀的省、市科技资源平台加盟入网工

作，将地方科技平台和国家平台进行对接，整合

资源，最终实现科技平台的高效利用。

5.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中科院研发实验服务基

地建设与运营二期启动：2010 年 7 月 15 日，中

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举行首都科技条件平

台中科院研发实验服务基地建设与运营二期启动

暨第二批成员单位签约授牌仪式。

6. 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成

绩斐然：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平台已整

合了数十家单位价值近 20 亿元的 1300 台 ( 套 )
科研设备，形成仪器资源共享的数字化、体系

化、网络化，成为全国最大的科学仪器资源共享

平台。

7. 西安打造“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特区”：

西安高新区按照“立足当地资源、面向全球配

置、加强政策引导、打造市场平台”的思路，与

沣渭新区联手打造 10 平方公里的“统筹科技资源

改革示范特区”，迈出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的坚实步

伐。

8. 核磁共振找水仪成功支援云南抗旱找水：

2010 年 3 月，科技部组织专家组携带由我国自主

研制的新型核磁共振地下水探测仪支援云南抗旱

找水工作。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直接找水的地球

物理新方法，核磁共振地下水探测仪已在云南各

县市区测点 41 个，找到含地下水点位 15 个。

9.《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颁布实施：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

条例》。这是我国第一个明确授权省实验动物监测

机构开展实验动物质量监测工作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具有较高的前瞻性、科学性、指导性、规

范性和可实施性。 
10.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中心

主任郭华东当选国际科学技术数据委员会主席：

2010 年 10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

地球中心主任郭华东研究员当选国际科学技术数

据委员会（CODATA）主席。这是 CODATA 成立

44 年以来，中国科学家首次担任该职务。

2010 年中国科技资源管理十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