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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是知识富集之所、人才集聚之地,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效率和有效性对高校自身、所在区域乃至国

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在知识经济时代, 有效实施知识管理已经成为重塑组织核心能力的基本方法,也是提升

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为此, 本文提出了在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中引入知识管理的基本思

路,在此基础上设计并阐释了在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中实施知识管理的系统架构;而后, 对系统实现过程中

的相关技术策略进行了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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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6年维格( Karl M. Wigg)在瑞士召开的

国际 劳工 组 织 大 会 上首 次 提 出 知 识 管 理

( Know ledge M anagement , KM )概念以来, KM 得

到了以管理学大师德鲁克( Peter F. Drucker )为代

表的众多学者以及广大产业界人士的深入研究与广

泛实践。如今, 它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培育或重建

组织的核心能力的新型理念与模式。知识管理系统

( Know ledge M anagement System, KMS)是将上述

理念与模式落实到实践的支撑平台
[ 1-2]
。在企业管

理领域,已经出现诸多知识管理解决方案或软件产

品, 如致远 KMS、蓝凌 KMS、思智 KMS、若恩

KMS、泛微 KMS 以及天纵 KMS 等。这些系统均

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企业对其知识资源的组织水平

与管理效益,增强了知识应用效果,提高了企业知识

创新的效率和有效性。

研究生教育水平是衡量高等院校综合实力的重

要指标,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质量成为绝大多

数高校领导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高等院校是知识资

源相对富集之地。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信息中

心等不同形式、层次各异的显性知识( Art iculated

Know ledge)载体众多,且较之于其它社会实体的显

性知识载体库的规模均相对较大。另一方面,高等

院校也是人才高度密集的地方, 各种高职称、高学历

的教师与学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以及来自背景

各异、不同领域的外来学术交流人员,共同组成了高

等院校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隐性知识 ( T acit

Know ledge)系统。众所周知,知识的价值在其被应

用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对知识的有效组织与管理水

平则直接影响到对其应用的效率和有效性,同时也

将影响到既定组织的知识创新效益。因此,将 KM

理念与方法引入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领域,谋取通

过有效实施 KM 以进一步提升高等院校研究生教

育管理水平, 从而实现对其核心生产资料 知识

价值的最大化、知识创新的最优化,对提高国内高校

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中 KM 实施思路

基于知识主体所掌控的现有知识基(含隐性知

识与显性知识双重组分)、充分发掘其最大价值, 并

确保其保值和增值(即有效实现知识进化与创新) ,

这是当前知识管理业内对 KM 实施目的的共

识[ 3-5]。有鉴于此,基于对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

知识分布结构的深入分析, 笔者设计并提出高校研

究生教育管理中 KM 实施的相关策略如下。

其一,在完备的知识价值链上统筹谋划高校研

究生教育管理中的 KM 实施方案。知识的进化与

创新、知识的价值实现,均是完备知识价值链上的结

点组分; 涵盖知识辨识、获取、表示、求精、存储、集

成、传播、应用、进化、创新等结点的完备知识价值

链,其诸多要素以及要素间关系构成了 KM 实施的

有机系统[ 6] 。知识主体所关注的知识进化、创新与

价值实现效益, 最终是通过上述 KM 实施系统的整

体效益得以表征。显然, 上述效益的最终表现如何,

决定于系统诸要素间的互动与整合关系, 亦即取决

于完备知识价值链上各结点子系统之间的融合与支

持性能。如此, 欲谋划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中的

KM 实施方案,必须着眼于完备的知识价值链,在系

统高度进行全局统筹。

其二,对既定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内各层

次、各领域以及不同时域内的知识资源实施 三棱柱

体 整合。在现有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各种

知识资源以教学院系、科研单位(如研究所、实验室、

研究中心等)、支辅机构(如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

出版社、学报编辑部等)为单位独立富集, 彼此间融

合性低、冗余度高, 甚至还可能出现互相矛盾的样

态,难以形成高校知识资源的价值合力。源于高校

组织结构的层次性, 其内部知识资源亦呈现纵向分

布的等级性;另一方面,知识进化与演进依时间维度

的良好连续性, 也是高校知识系统的突出特征。如

此,研究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中的知识管理问题, 就

需要基于当前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知识资源的

分布特性, 实施有效的 三棱柱体 知识整合。如图

1所示, 在组织结构纵向与横线二维平面内,高校组

织呈现出传统 管理三角 , 该三角依时间维延展即

构成 三棱柱体 。有效的知识资源整合, 不仅要关

注高校内部横向各单位(部门)间的知识整合策略,

还要注重高校系统内纵向各层次之间的知识融合机

制,也要重视高校整体发展的延续性、基于系统历时

性在时间维度上进行统一规划。

图 1 研究生教育管理知识资源 三棱柱体 整合视图

其三, 建立高校知识/技能主体结构图, 培育知

识外显化激励机制, 提升高校隐性知识管理水平。

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水平的根本在于对系统内相关

主体隐性知识的充分挖掘、有机融合与高效利用。

依据传统知识管理中的 知识冰山 理论以及 SECI

知识创新模型可知, 隐性知识占据知识主体既有知

识基的主体部分, 并且决定了知识价值的实现程度

以及相关知识主体的知识创新水平[ 7]。高等院校人

才富集,各领域专家、教授、硕士生、博士生等等,构

成了结构完备、素质优良的知识主体团队, 他们所拥

有的业务技能、价值判断、学术风范、人格魅力等隐

性知识是高校的校魂承载与底蕴依托。然而,囿于

高校内部专业细化、院系林立、条块分割现状以及某

些知识分子的孤鹜与清高,上述隐性知识主体间的

互识、互动与协同正日趋弱化; 另一方面, 随着国家

劳动人事制度的日益宽松,各层知识主体与高校之

间的依存关系愈发松散、其形式愈发多样, 而硕士

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流动人员、各类交流访问学者

与高校之间的直接关系时域则相对更短。如此, 增

进高校隐性知识主体之间的联系, 将高校既有知识

主体的隐性知识实施及时、有效的外显化, 是一个十

分必要且非常迫切的待解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基

本思路就是, 建立并动态完善高校知识/技能主体结

构图,培育并逐步完善高校知识外显化激励机制。

其四,建立高校案例知识推理系统,降低知识资

源重复投入消耗, 提升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的

问题求解能力以及应变的效率和有效性。随着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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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办学时间的延续以及办学规模的拓展, 在相关

教学、科研以及与社会互动的生产实践领域, 类似甚

至相同问题与状况在不同时点、不同部门或领域内

重复再现的概率在增大。如何最大可能地降低重复

投入、提高知识主体的问题求解能力与应变响应效

益,从而提高高校的综合竞争力、改善社会形象, 成

为高校领导者以及相关研究人员所关注的热点问

题。在认知科学领域逐步发展与完善而来的基于案

例推理( Case Based Reasoning , CBR)技术, 是当前

人工智能( A I)领域的重要分支。基于其系统思想

与技术方案建立高校案例知识推理系统, 通过案例

形式完成面向问题的知识封装与打包、降低隐性知

识的外显化障碍, 并依托其成熟的案例推理与适配

机制,可有效提升对高校既有知识基的重复应用水

平,同时亦可切实提高知识主体对相关问题求解的

效率和有效性。

基于上述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中 KM 实施的

指导思想,笔者设计了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KM 实

施的系统架构,并对相关技术策略进行了探讨。

二、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KM S架构

基于前述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中知识管理的实

施思路,结合知识管理既有研究成果,笔者设计的高

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KMS 架构如图 2所示。

图 2 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KMS 架构

该系统架构由四部分构成:其一,系统全局知识

库。设置高校组织边界内的全局统一的知识库, 有

助于提升知识集成与整合的效率和有效性。需要指

出的是,此处的 全局统一 并非物理意义上的集中,

而是逻辑视图下的全局知识库;实际操作中, 考虑到

运作效益, 知识库的物理分布存储显然是不可避免

的。其二, 校园内联网。内联网( Intr anet)不同于局

域网( LAN) ,它是既定组织内部的知识交流与整合

平台。在系统架构中设置校园内联网, 可实现对既

定高校内层次各异、不同部门、不同时点上的 三棱

柱体 知识整合。其三, 显性知识 KMS 子系统。如

前所述,高校是显性知识相对富集之所, 对显性知识

的有效管理依据知识价值链结点序列展开。笔者基

于现有对知识价值链的研究成果,按功能将其聚类

为六大功能模块,即知识辨识与获取、知识表示与存

储、知识编辑与集成、知识传播与共享、知识应用与

评价、知识进化与创新。其四, 隐性知识 KMS 子系

统。前已述及, 在人类知识结构与知识价值链结点

序列中,隐性知识具有 比重大、意义大 特征;高校

的人才优势归根结底体现在隐性知识的沉淀、管理

与应用等方面。增强对隐性知识的有效管理能力,

是现有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双重热点。为

此,可在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KMS 架构中单设隐

性知识 KMS子系统,以提升对高校隐性知识的管

理效益。隐性知识 KMS 子系统包括两个功能模

块,即高校知识/技能主体结构图与高校案例知识推

理系统。前者即专家地图( Expert Map) , 通过建立

高校内专家、学者、行家里手间的知识/技能结构图,

达到有效整合、管理隐性知识资源的目的。后者则

通过案例型知识表示方法,增强对隐性知识的外显

化效果,进一步提升对隐性知识的管理力度与水平;

同时, 通 过基 于案 例 推理 系 统 ( Case Based

Reasoning Sy stem, CBRS ) , 亦可进一步增强系统

的自组织性能及其对复杂问题的求解能力、稳步提

高系统的整体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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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KMS 技术策略

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KMS全局知识库依全校

统一的逻辑视图、以编码的方式存储各类显性知识

以及经过外显化的隐性知识。鉴于知识结构化程度

差异,显然无法奢求以 统一方法、同一格式 实现知

识编码与存储。为此, 笔者所在课题组采取如下策

略:在知识谱线全域上,将高校内各类知识划分为文

本知识、样本知识、规则知识、案例知识以及模型知

识五种类型 [ 6] ,分别进行知识编码与存储。

在传统知识工程 ( Know ledge Engineering ) 与

人工智能( Art if icial Intel lig ence)领域, 有关上述类

型知识的表示方法与存储策略已经相对成熟。如

此,可显著降低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KMS 全局知

识库的构建难度与工作负荷。对于大量以 word 文

档、web页面等形式广泛存在的文本知识,我们以被

誉为 计算机界的世界语 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 eXtensible M arkup Language)完成对其的格

式化与存储。其中, 通过 XML 语言的文 DT D

( Document T ype Definitio ns)组分完成对文本结构

及其文意的标记, 以 XML 语言的 XSL ( eXtensible

Sty le Language)组分实现对文本外观呈现的定义。

对于样本知识, 以人工神经网络的形式将蕴含在样

本数据内部的知识组分以网络结构与权重配载的形

式加以表征。对于规则知识, 采用传统专家系统

( Expert System)研究领域普遍使用的 if (规则

前件) then (规则后件) 的格式实现知识表示与

存储;并且,对于复杂规则, 可通过对其前件和后件

进行析取(  )与合取(  )运算的方式完成表示
与存储。此外, 采用机器学习 ( M achine Learning )

领域基于案例推理系统( CBRS)中案例( Case)表示

与存储结构,实现对案例知识的表示与存储。模型

知识是高度结构化的知识, 可通过既定模型较为精

确地对其加以表征与模拟。为此,可以程序模块的

方式对模型知识进行格式化表征与存储 [ 6]。

显性知识 KMS子系统实现对既定高校内部显

性的、可编码知识的有效组织、应用与创新。我们主

张,鉴于知识主体所拥有的资源、时间与精力的局限

性,知识管理应该是 有选择 的知识管理,亦即首先

对所要管理的对象 知识进行有效甄别。为此,

必须坚守管理学帕累托分析 ( Pareto Analysis) 原

则,在组织战略目标导引下将对其意义重要、需求迫

切的知识基界定清楚。对于传统基于知识系统的获

取瓶颈( Bo tt le Neck)问题, 我们主张采用多维立体

方式加以综合解决。在知识获取形式上, 采用知识

主体在线提供、智能系统辅助诱导、机器学习系统自

动生产三种方式相结合的形式实现; 在获取平台方

面,采用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信息中心、内联网

等相融合的方式展开。

知识编辑与集成是确保知识活性、拓展知识粒

度、增强知识求解能力的基础保障。知识编辑的主

体群是相对开放的,以知识安全框架(后文有述)的

约束规则为限。拥有编辑权限的知识提供者、知悉

者、应用者、维护者沿着时间维度分布于知识生命时

域之上,其对知识的编辑均基于统一视角: 知识的背

景依赖性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既定知识特征与其应

用环境之间的匹配特性。环境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的,由此与其对应的知识显然亦需要不断的完善与

改进;另一方面, 环境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是,人们

面临的待解问题其结构日趋复杂。如此, 对既有相

对零散的知识单元实施有效集成( Integrat ion)成为

一种必然需求。显然, 知识集成是知识编辑的一种

更高样态。为确保知识集成的效率和有效性,系统

采用归纳法 ( M athemat ical Induction ) 与演绎法

( M athemat ical Deduct ion)相结合的双重集成策略。

前者基于既定知识应用目标, 在目标导引下完成知

识的再组织与再整合; 后者基于各知识单元内涵与

领域特征,依据其间逻辑关系实现有效的知识集成。

知识的充分传播与有效共享能够放大其应用价

值,有利于知识创新。不过,这必须在确保知识安全

的前提下实现; 否则, 则是南辕北辙。为此, 系统采

用如下策略确保知识安全: 其一,建立 知识主体-知

识密级-操作权限 三维知识安全指导架构, 以此约

束知识的传播、共享乃至于编辑与应用; 其二,采用

指纹( F inger print)技术、加密技术、隐藏技术、水印

技术等(课题组已完成原型系统)进一步确保知识传

播与共享过程中的完整性、安全性以及知识版权不

受侵犯。在确保知识安全的前提下, 提高知识传播

与共享效益的根本途径在于, 依托高校内部电子化

平台,建立有效的知识传播与共享激励机制,培育适

于知识传播与共享的内部 生态 环境。

知识在应用过程中实现价值、得到检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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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应用的支持不仅体现在知识检索以及对检索

结果的分类呈现方面,还基于 CBR系统思想增设了

知识适配( Adaptat ion)与修正 ( Revise)功能, 通过

智能诱导方式进一步增强知识用户应用知识的技能

水平;此外,允许知识用户通过知识应用过程、基于

应用结果对知识价值(活性)实施评价, 并以此作为

后续知识进化(完善与淘汰)的参考标准。知识创新

是高校核心能力之源。显性知识 KMS 子系统中的

知识创新主要通过知识获取(如数据挖掘、机器学

习)、知识编辑、知识进化以及知识集成等方式实现。

高校知识/技能主体结构图是以知识主体结构

形式存在的知识地图( Know ledge M ap) , 它是有效

组织高校内隐性知识主体互动、交流与创新的指导

性工具。在建设策略上依据如下思路展开:其一, 按

所属学科结构对相关知识/技能主体进行类聚,而后

依其知识/技能层次、内在逻辑关系展开结构分析,

建立并动态维护相应知识地图组分; 其二, 按特定知

识应用项目需求 自上而下 展开, 将知识应用项目

目标实施 WBS 分解到原子任务包, 并将原子任务

包与特定知识/技能单元相对应, 进而形成高校知

识/技能主体结构关系图。

高校案例知识推理系统是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KMS中的 CBR系统, 其与系统其它组分的整合思

路如下:其一,其通过案例型知识表示与忽略过程机

理式的推理模式, 基于高校知识/技能主体结构图,

降低高校知识管理中隐性知识外显化障碍,可有效

增强系统对高校内隐性知识主体及其隐性知识的组

织与管理水平;其二,建立面向复杂问题的高校知识

应用案例,并通过系统自组织机制不断增强系统问

题求解能力, 从而使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KMS 在

应用中不断提升问题响应能力与求解水平。

四、结束语

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上升为社会核心生产资

料和组织赖以发展的核心资源。对知识资源的有效

管理程度直接决定了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整体水

平。为此, 本文深入探讨了在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中实施知识管理的基本思路,设计、分析了高校研究

生教育管理 KMS 系统架构, 并对其相关技术策略

进行了详细分析, 冀其能够对知识经济背景下进一

步改善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效益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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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Framework and Oper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Graduate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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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g raduate education administr ation are impo rtant fo r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v ersity , a r eg ion as well as a nat ion. In an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 effect ive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crucial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or ganizational capacit y and adm inistration of gr aduate education. A discussion is pr esented on the sy stem

framewo rk o f know ledge management for the benefit of gr aduate educat ion administr ation and the technical pr ocess of operation

of the framew 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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