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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６ 年我国知识管理研究论文文献计量学分析

刘 　娜 ，张士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信息系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摘要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从发表时间 、发表刊物 、文献作者 、作者机构以及文献主题内容等方面对我国知识管理

研究论文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 ，讨论和评述了我国知识管理的研究现状 ，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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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cademic articles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from １９９７ to ２００６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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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istically analyzed with bibliometrics in this paper are the publication years ，journals ，authors ，
author institutions ，and subject headings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articles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from １９９７

to ２００６ ．Meanwhile ，the status quo of studies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China were described and assessed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

Key Words ：knowledge management ；bibiliometrics ；statistical analysis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７ － ０７ － １４

作者简介 ：  刘 　 娜（１９８３ － ） ，女 ，山东邹平人 ，硕士研究生 ，发表论文 １

篇 。

　 　自波士顿大学信息管理学教授达文波特（T ．H ．

Davenport）１９９７ 年著的枟营运知识枠 （Working Knowl-
edge）一书首次提出知识管理这一概念以来 ，知识管

理研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１ ］
。知识管理研

究论文大量涌现 ，其中也有涉及知识管理计量分析

方面的文献［２ － ４ ］
，但这些文章主要从发文量 、作者

和发文期刊等方面进行分析 ，研究均不够全面 。笔

者试图从发文时间 、期刊 、作者 、作者机构 、文献主题

和词频等方面对国内知识管理研究论文进行全方位

的统计分析 ，探索我国知识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核

心作者 、核心机构以及研究的主题范畴 ，以期能全面

了解国内知识管理的研究现状 ，发现问题 ，为后续的

研究提供参考 。

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枟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枠 。该数

据库是目前国内最大型的综合性全文文献数据库之

一 ，收录了公开出版发行的中文期刊 １２ ０００ 余种 ，

为数据采集的全面和准确提供了保证 。检索词 ：知

识管理 ，限定字段 ：关键词字段 。检索时间限定在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６年 ，因为我国关于知识管理研究的论文
最早出现在 １９９７ 年 。选择这个时间段可以对我国

知识管理的研究情况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 。共检出

相关论文 ５ ７３２篇 。

２ 　研究结果分析

２ ．１ 　论文时间分布统计分析 　知识管理的期刊论

文按年代分布情况见图 １ 。

图 １ 　知识管理研究论文年代分布

我国对知识管理问题的研究始于 １９９７ 年 。从

图 １可以看出 ，２０００ 年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 ，２００４

年达到高峰 。据此可以将我国知识管理的研究分为

三个阶段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９年为初露端倪期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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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快速增长期 ，２００３ 至今为高峰期 ，２００４ 年达到

顶高峰 ，以后略有回落 。

２ ．２ 　论文主题特征分析 　根据主题对 ５ ７３２篇论文

进行归类整理 ，分为 ８个方面（见表 １） 。

表 １ 　知识管理研究论文的主题分布

主 　 　 题 １９９７ 噜１９９８ 挝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Ζ２００２ 铑２００３ 6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破２００６  　 合计 比例（％ ）

知识管理基本理论 １ è　 ３ 挝　 ５５  　 １７２ ^　 ３６６ Ζ　 ３１０ 铑　 ４７０ 6　 ６７８ ~　 ４７７ 破５４７  　 ３０７９ è　 ４６ Ζ．２３

知识管理应用 ２ è１４ 挝２３  ６７ ^６４ Ζ１２０ 铑３１０ 6２６４ ~４６４ 破２２３  １５５１ è２３ Ζ．２９

知识管理系统研究 ０ è０ 挝７  ３ ^１４ Ζ２１ 铑３２ 6５３ ~６２ 破７６  ２６８ è４ Ζ．０２

知识管理模式 ０ è４ 挝５  ９ ^３９ Ζ４６ 铑４８ 6７３ ~５２ 破４９  ２７ è６ Ζ．００

人力资源管理 ０ è０ 挝１４  ４２ ^９１ Ζ１０８ 铑１９７ 6１７０ ~９９ 破９４  ８１５ è１２ Ζ．２４

知识管理实例 ０ è３ 挝２  ２ ^５ Ζ４ 铑５ 6８ ~６ 破７  ４２ è０ Ζ．６３

国外知识管理研究 ０ è２ 挝３  ５ ^６ Ζ５ 铑５ 6１１ ~１０ 破８  ５５ è０ Ζ．８３

其它 ０ è５ 挝１３  ２２ ^２０ Ζ５７ 铑６４ 6９０ ~７５ 破７２  ４１８ è６ Ζ．２８

　 　 　 　 说明 ：有的论文涉及多个主题 ，因此这里统计的总篇数大于 ５ ７３２ 。

　 　 从表 １可以看出 ，关于知识管理基本理论研究

的论文所占比例最大 ，达到 ４６ ．２３％ 。知识管理的应

用 、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数量增长较快 ，说明

研究者已经将注意力转向可实施的知识管理应用 。

另外 ，“其它”项中所占比例为 ６ ．２８％ ，说明知识管理

研究主题分布广泛 。但是有关国外知识管理研究和

知识管理实例的论文比较少 ，仅占 ０ ．８３％ 和 ０ ．６３％ ，

提示研究者今后应该加强这两方面的研究 。

２ ．３ 　论文期刊分布统计分析 　对刊登这 ５ ７３２篇论

文的期刊进行归类整理 ，大致归纳为 ６类（见表 ２） 。

表 ２ 　知识管理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

期刊类别 收录篇数 比例（％ ）

医药卫生 　 　 ７７ O　 １ 哪．３０

计算机应用 ３２５ O５ 哪．７０

图书情报 ２７５７ O４８ 哪．１０

教育 ４３０ O７ 哪．５０

经济管理 １５８２ O２７ 哪．６０

其它 ５６１ O９ 哪．８０

　 　 由表 ２可见 ，知识管理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图

书情报 、经济管理 、教育 、计算机应用 、医药卫生 ５类

杂志上 。其中发文最多的是图书情报类 ，其次是经

济管理类杂志 ，说明这两个领域对知识管理研究最

为关注 。

对发表知识管理相关论文 ５０ 篇以上的期刊进

行排序（见表 ３） 。发文在 ５０篇以上的期刊有 ７种 。

其中枟情报杂志枠发文 １５６ 篇 ，排名第 １ ，分列第 ２ 、３

位的枟情报科学枠和枟现代情报枠也有较高的发文量 ，

说明这几种杂志是发表知识管理文献最多的期刊 。

表 ３ 　发表知识管理论文 ５０篇以上的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发文量（篇）

１  情报杂志 　 １５６ 父

２  情报科学 １３０ 父

３  现代情报 １２２ 父

４  图书情报工作 １１２ 父

５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８７ 父

６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５６ 父

７  经济师 ５１ 父

２ ．４ 　论文地区统计分析 　 ５ ７３２ 篇论文中 ，有明确

机构所在地的 ４ ２７２篇 。地区分布情况见表 ４ 。

表 ４ 　知识管理研究论文地区分布

所在区域 发文量（篇） 　 比例（％ ）

华东 　 １３７６ v　 ３２  ．２０

华北 １０２５ v２４  ．００

华中 ７０５ v１６  ．５０

东北 ３４２ v８  ．００

西南 ３２０ v７  ．５０

华南 ３２０ v７  ．５０

西北 １８２ v４  ．３０

　 　从表 ４可以看出 ，发表论文最多的是华东地区 ，

占 ３２ ．２％ ；第二位是华北地区 ，占 ２４ ．０％ ；第三位是

华中地区 ，占 １６ ．５％ 。而西北和西南地区发文很少 。

这说明知识管理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 。

２ ．５ 　论文作者机构统计分析 　对 ５ ７３２篇论文的第

一作者机构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见表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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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知识管理研究论文作者机构分布情况

机构类型
　 　 图书馆

公共 高校 医院
高校 科研机构 医院 企业 其它

发文量（篇） １１５ 构７７４  ２８ 7３２６７ い５７９  ８７ a３１５ 换５６７  

比例（％ ） ２ m．０ １３ 热．５ ０ �．５ ５７ X．０ １０ 缮．１ １ '．５ ５ o．５ ９ 贩．９

　 　 　 　 　 　 　 　 　 　 　 注 ：高校发文数量中不含高校图书馆的发文 。

　 　 由表 ５ 可见 ，高校发文最多 ，占全部论文的

５７％ ，在所有机构中占绝对优势 ；图书馆发文 ９１７

篇 ，占 １６％ ，列居第二 ，其中高校图书馆占绝大多数 ；

科研机构发文 ５７９篇 ，占 １０ ．１％ ，排名第三 ；企业和

医院的发文很少 ，仅占 ５ ．５％ 和 １ ．５％ ；说明高校是知

识管理研究的主力军 。

对上述机构发文达 ５０篇以上的机构进行排序 ，

得出这些机构的发文量排名 ，结果见表 ６ 。

表 ６ 　知识管理研究论文发文量 ５０篇以上的机构

序号 机构 发文量（篇）

１ 噰武汉大学 　 　 １３２ 7

２ 噰浙江大学 １１７ 7

３ 噰北京大学 ８２ 7

４ 噰南京大学 ７２ 7

５ 噰中国科学院 ６４ 7

６ 噰清华大学 ５３ 7

总计 ５２０ 7

　 　 从表 ６可以看出 ，发表论文最多的机构是武汉
大学 ，高达 １３２篇 ；其次是浙江大学 ，发文 １１７篇 ；说

明这两个机构在知识管理研究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这 ６ 所机构发文总计 ５２０ 篇 ，占全部论文的

９ ．０７％ ，可视作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机构 。在这 ６

所机构中高校占了 ５所 ，说明知识管理的研究集中

在高校 ，与表 ５统计结果吻合 。

２ ．６ 　论文作者分布统计分析 　对 ５ ７３２篇论文第一
作者进行统计 ，发文在 ５篇及以上的作者有 ６人 ，结

果见表 ７ 。

表 ７ 　发表知识管理研究论文 ５篇及以上的作者

序号 作者 　 　 单 　 　 　 　 位 发文量（篇）

１  邱均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２０ �

２  盛小平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１５ �

３  马海群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９ �

４  张福学 烟台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 ６ �

５  王德禄 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６ �

６  朱晓峰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５ �

　 　由表 ７可见 ，发表论文在 ５篇及以上的作者有 ６

名 ，他们应是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作者 。 从核心作

者所属机构看 ，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

院校 。这与表 ５的统计结果相符 。

２ ．７ 　知识管理研究论文的词频分析 　利用枟中文科

技期刊全文数据库枠的关键词检索功能 ，同时参考马
费成等［５ ］对知识管理论文中的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的

统计 ，列出词频排名前 １０位的关键词（见表 ８） 。

表 ８ 　知识管理论文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１ 哌知识管理 ５７３２ 创

２ 哌知识经济 ７３８ 创

３ 哌图书馆 ４３１ 创

４ 哌企业 ３５３ 创

５ 哌知识创新 ２９３ 创

６ 哌知识共享 ２８３ 创

７ 哌信息管理 ２５７ 创

８ 哌隐性知识 １９９ 创

９ 哌人力资源管理 １９９ 创

１０ 蝌信息技术 １７６ 创

　 　由表 ８可见 ，除“知识管理”出现频率最高外 ，其

他 ９个关键词是知识管理研究中出现最多的 。 “知

识经济”和“图书馆”是知识管理研究最常涉及的问

题 。 “企业” 、“知识创新” 、“知识共享”和“信息管理”

也是与知识管理密切相关的方面 ，“隐性知识” 、“人

力资源管理” 、“信息技术”也是知识管理较常涉猎的
问题 。由这些高频词可以看出 ，当前知识管理是把

知识作为研究实体 ，侧重点是与知识的相关过程（知

识的创造 、共享 、传播与应用等）的管理［６ ］
。

３ 　讨论

通过对国内知识管理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 ，可

以归纳出我国知识管理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

３ ．１ 　我国知识管理研究的特点

３ ．１ ．１ 　集中性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发表年

代集中 ，３６ ．９％ 的文章集中在 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５年 。二

是发文作者机构集中 ，７３％ 的作者来自高校和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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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三是发文期刊集中 ，４８ ．１％ 的文章发表在图书

情报类杂志上 。四是发文作者地区集中 ，７２ ．７％ 的

作者集中在华东 、华北和华中地区 。

３ ．１ ．２ 　 广泛性 。主要体现在知识管理研究的主题

分布上 ，不仅包括知识管理的基本理论 ，而且还涉及

知识管理的管理模式 、各类型的知识管理实例 、知识

管理的实施策略 、知识管理的系统研究 ，以及人力资

源管理等 。

３ ．１ ．３ 　 专业性 。主要体现在各类学者研究知识管

理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完全相同 。经济管理学者注重

从组织创新 、组织知识链角度研究知识管理 ，从而构

筑知识管理体系架构［７ － ８ ］
。计算机学者则主要放在

利用信息技术对知识进行挖掘 、知识管理系统等研

究上［ ９ － １ ０ ］
。图书情报学者更注重信息管理与知识

管理的比较 ，同时注重知识管理在企业竞争中所发

挥的作用［１ １ － １ ２ ］
。虽然各类学者的研究都有其侧重

点 ，各有其专业特色 ，但也存在着交叉 ，可以说是殊

途同归 。

３ ．１ ．４发展性 。主要体现在学者们对知识管理的研

究与时俱进 。目前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已经不局限于

一般基本理论的探讨 ，更注重结合新的时代背景 ，不

断提出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根据具体情况来研究

知识管理的问题 ，如知识管理系统 、知识管理的制度

创新 、知识管理模式 、知识管理战略等 。 此外 ，一些

新的概念也被提出 ，如个人知识管理系统［１ ３ ］
、博客

（BLOG）与知识管理［ １ ４ ］
、柔性与知识管理［１ ５ ］等 。

３ ．２ 　我国知识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３ ．２ ．１ 　重理论 ，轻实践 。目前我国对知识管理的研

究多数侧重于理论研究 ，实践研究的成果并不多 ，仅

占总统计量的 ０ ．６３％ 。现在进行知识管理研究的多

数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员 ，而真正从

事知识管理实践的专业人员很少 。这种现状不利于

我国知识管理的研究向应用领域发展 。 当然 ，这与

我国知识管理实践本身还比较落后是分不开的 。

３ ．２ ．２ 　 对国外知识管理的研究偏少 。目前对国外

知识管理的研究偏少 ，仅占总统计量的 ０ ．８３％ 。

３ ．２ ．３ 　 研究队伍机构和地区分布不平衡 。目前我

国从事知识管理研究的人员 ８３ ．１％ 集中在高校 、图

书馆和科研机构 ，而企业方面的非常少 ，提示企业的

管理者 、研究人员今后要加强对知识管理的研究 。

另外 ，知识管理研究队伍的地区分布也不平衡 ，西部

相对较少 ，这也不利于我国知识管理研究的发展 。

４ 　建议

一是拓展研究领域 。要将知识管理实践作为研

究的重点 ，用已有的理论来指导知识管理的实践 ，做
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当前 ，尤其要结合我国的具

体情况来研究我国知识管理的实现模式 。

二是加强对新形势下知识管理机制 、知识管理

系统 、知识管理的组织行为 、企业知识管理的风险 、

知识管理能力 、知识管理实施等问题的研究 。 这些

方面应该是目前也是未来几年我国知识管理研究的

热点问题 。

三是重视对国外知识管理的研究 ，积极借鉴国

外知识管理的研究成果 。我国知识管理研究起步比

较晚 ，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较大［１ ６ ］
。因此 ，在知

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 ，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

已有的研究成果 ，跟踪世界知识管理研究的动向 ，注

重知识管理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的研究 ，提升我国知

识管理研究的总体水平 。

四是拓宽知识管理的研究队伍 。尤其是专业技

术人员要积极投入到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中来 ，结合自身的实践来研究知识管理 ，使我国知识

管理的研究从宏观层面转入到微观层面 ，知识管理

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得更紧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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