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现有的研究和实践来看，知识具有生态学特

征，知识生态学主要研究和实践领域是致力于设计

和维护有自组织能力的知识生态系统[1]。许多研究

者在知识生态学研究过程中提出了模型假设，这本

身既是科学认识阶段性的成果，同时又是进一步研

究原型的起点，这些知识生态学模型构成了现有知

识生态学研究的主要理论体系。

1 知识生态系统模型

1.1 哲学语境下的知识生态系统模型

1992 年，陈清硕[2]从人类主体和知识客体的价

值角度建立了知识生态系统的非平衡稳态理论模

型（图 1）。知识不仅有认识价值，而且有实用价值；

既有精神价值，也有功利价值。该理论承认知识客

体对人类有正反两方面的非平衡非适应的相互作

用，主体必须调节自己的思维方式，保持知识运用

的效果 P>N。
1.2 乔治·珀尔的知识生态模型及其衍生模型

1.2.1 乔治·珀尔的知识生态学模型[3]

乔治·珀尔认为知识存在于生态系统中，在这

个系统里，信息、思想和灵感杂合并且相互吸收营

养。知识生态的重点研究和活动领域是自组织知识

生态系统的设计和支持。乔治·珀尔认为，从三维网

络（图 2）看，知识生态系统是由人、知识和技术三

网构成，知识生态系统的过程：人际网络在技术网

络的支持下，通过交流创造知识网络，由此生产价

值的过程。
1.2.2 虚拟学习社区中的知识生态模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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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知识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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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芬芬的虚拟学习社区中的知识生态模型如

图 3 所示。在此知识生态系统中进行的知识创造和

学习活动，既可以促进人类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发

展，又是该系统中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

之间的知识创新、分享和使用的基础。

1.3 基于种群生态学意义的模型

1.3.1 陈灯能知识生态 DICE 模型[5]

陈灯能博士 （2004） 通过对种群生态学的研

究，将知识生态建构在生物学 DICE（Distribution、
Inte raction、Competition、Evolution）模 式 之 上 ，共 分

成知识分布、知识互动、知识竞争、知识演化四个主

要的研究构面。该模型反映了知识族群间的关系是

基于 DICE 模式的，组织内的知识生态模式如图 4
所示。

1.3.2 知识和人才流失的知识生态模型[6]

李纲以生态竞争和合作的观点来说明知识群

落(组织)、知识种群(部门)内知识相关性(知识重叠程

度)对知识和人才流失的影响（如图 5）。他的研究

表明：人才的同质性越强，越容易导致人才流失；知

识的相关性越大，越有利于内部人才流动，可以降

低人才流失率。

1.3.3 知识主体和知识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模型[7]

叶培华的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可以看成是由知

识主体之间在知识生态环境的作用下组成的知识

网络，每一个企业知识生态系统均有其特定的结构

和功能，这样每一个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知识主体

和知识生态环境之间通过一系列反馈机制不断地

相互调节（图 6），所以，企业知识生态系统不是静

止的实体，而是具有知识流动、知识循环和结构变

化的，具有一定格局的动态系统。

1.4 基于生态系统的组分划分的知识生态系统模型

知识环境是知识存在、发生、成长、创新的重要

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一个人不可能使知识脱离它

孙振领：知识生态系统模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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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 5 模型中的符号意义：Ni(i=1,2)知识种群 i 的知识总

量；D(0<D<1)知识种群中知识流失的比例；α(0<α<1)知识

种群 1 流失的知识被知识种群 2 激活后重新利用的概率，知

识种群 1 和 2 创造的新知识被利用的概率；δ (δ<δ<1)两
个知识种群通过知识整合和交互作用创造新知识的比例；

1- D- δ(D+δ<1)种群 1 中最终被传承的知识比例；p(p>0)
整个知识群落的知识积累生产核心竞争力的比例。

图 2 三维知识生态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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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环境，也不会从社会资源和对人有效用的社

会知识中将它剥离出去。因此，很多学者关注知识

环境中的知识生态理论。
1.4.1 蔺楠等的知识生态系统及知识流模型[8]

蔺楠等将知识工作者视为有机体，将各有机体

彼此间相互作用，并与知识系统的组织环境相互影

响的功能系统定义为知识生态系统。在这个知识生

态系统中，知识工作者是系统中生物个体，每一个

知识个体都具备知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功

能；基于任务的知识团队则代表不同的种群。知识

个体和团队构成了知识生态系统的基本骨架；系统

中的各种知识库、信息库、数据库是知识流动的物

质基础（图 7）。

1.4.2 毕小青、周忠磊的知识生态系统模型[9]

毕小青等将知识生态系统中的人定义为知识

人，将企业中基于任务的知识团队定义为知识生态

系统中不同的种群，将知识人所产生的知识分为感

性知识与理性知识两类，这两类知识经过知识消

费者和知识分解者的实践和再加工又会产生新的

知识。这也使前两者又变成新的知识生产者,如此

循环往复，便组成了复杂的知识生态系统。知识人

及其生存环境构成了企业知识生态系统的基本框

架（图 8）。

1.4.3 基于知识流动的知识生态系统模型[10]

孙振领、李后卿给出了一个知识生态系统的基

础架构（图 9），该模型将知识资源、知识服务、知识

创新纳入同一体系，揭示了知识的生态系统特性。

知识生态系统内外都有输入、生产能力和输出，它

们与其环境保持着开放的交换关系。这种关系促成

了知识资源、知识服务、知识创新活动形成一个内

外交换、开放的动态知识生态体系。

2 知识生态系统模型比较

关于知识生态系统模型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认识知识生态系统形成、演进、进化的客观规

律，从各模型的比较研究中能够发现理论探索的创

新和不足，更能促进知识生态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2.1 知识生态模型间的共性

2.1.1 知识流动是基础

如同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知识生态系统也需要

物质作为系统功能基础，这就是知识。通过知识在

系统内部和外部与知识环境的互动，促进知识共享

和创新，产生新的价值。乔治·珀尔和刘芬芬的模型

将人、知识、技术界定为网络，人际网络在技术网络

的支持下，通过交流创造知识网络，由此生产价值

的过程，人、技术、知识相互融合（特别是知识流动

网络）成为关键。从种群生态学的视角，陈灯能、李
刚、叶培华的三种模型分析了知识群落、知识种群、
知识个体间的知识流动状态。知识分布、知识互动、
知识竞争、知识演化是知识生态系统知识流动的特

征。蔺楠、毕小青、孙振领的三类模型则分析了知识

生产者、知识消费者、知识分解者间的流动，知识生

态系统的知识流动从来都是多向度、成网络型扩散。
2.1.2 知识环境是重点

我们的知识是持续变化的记忆、背景、模式和

联系的结构，它通过和我们周围的环境不断地交流

而演化[11]。乔治·珀尔和刘芬芬的模型认为知识不可

能孤立存在，它生长在整个系统中，它总是受系统

其它部分或外在环境的影响。知识生态系统理性思

总第 123 期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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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结构的逻辑起点是存在客观的知识实体，陈清硕

模型认为知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总会产生正

面的和反面的两种作用，知识系统的功能是处在一

种正负作用不相等的非平衡状态。
知识个体组成知识种群，知识种群构成知识群

落，形成互动的知识网络关系，与知识环境中的各

种影响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比如组织文化、技术素

养等。比如，DICE 模型知识分布、知识互动、知识竞

争、知识进化都需要知识环境中各种要素的支撑才

能完成。叶培华的模型描述了知识群落的性质是由

组成群落的各种知识个体、种群对知识生态环境的

适应性以及这些知识个体、种群彼此之间的相互关

系（如竞争和合作）所决定的。实际上，知识群落就

是各个知识个体、种群适应环境和彼此相互适应过

程的产物。
蔺楠、毕小青、孙振领的模型从知识生态系统

组分的角度阐述了知识环境对知识生态系统的影

响，其研究成果所反映的理论同叶培华的相似，在

他们的模型里知识主体（知识生产者、知识消费者、
知识分解者）与知识环境构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的二元成分。
2.1.3 知识网络是路径

在知识生态系统，循环网络成为知识传递路

径。不论是陈清硕的价值观哲学视角的知识生态模

型，还是其他知识管理语境中的知识生态系统模型

都反映了知识生态系统功能流动的网络性，而且这

种网络性具有循环性和开放性双重特点。乔治·珀

尔和刘芬芬的模型虽然没有反映知识生态系统功

能流动，但是他们都强调人、技术、知识的网络性，

从而构成一个循环互动的知识生态系统各功能的

网络模型。
2.2 知识生态模型间的差异性

2.2.1 研究维度差异

研究者对于知识生态系统范畴的理解有微观、
中观与宏观三种视角。乔治·珀尔、刘芬芬的模型反

映了单个组织的人、技术、知识生态系统网络，可以

界定为微观模型。陈灯能、李纲的模型则反映了知

识生态系统群落的 DICE 互动关系，可以视为中观

模型。孙振领的模型直接将知识资源、知识服务、知
识创新纳入同一体系，构建了亚系统概念，反映了

宏观意义上的知识生态系统理论。
2.2.2 学科视角差异

现有的知识生态系统模型可以总结为哲学、管
理学两类。陈清硕模型从价值观视角力图说明知识

主客体间的非平衡态作用，认为人类只有采用生态

学的思维方式，才能使自己的思维方式进入全新的

发展阶段，这是调节系统保持 P＞N 非平衡稳态的

关键。企业知识生态系统模型强调知识主体对知识

的共享和创新从而产生价值，最终达到维护企业在

市场中的竞争优势。通过借鉴生态学的思想构建知

识生态系统，对知识资源（包括知识主体、技术、设
施和知识本身等要素）进行最优化配置，在知识生

态文化的支持下促进知识创新的实现。企业知识生

态系统模型更加关注知识在不同组分间的流动，保

持知识分配途径的畅通。
2.2.3 学术思想差异

不同的知识生态模型反映出研究者学术思想

的不同。陈清硕模型关注的是知识正负价值对环境

所产生的影响。乔治·珀尔、刘芬芬模型反映了知识

生态的作用过程，即人、技术和知识三网的交互过

程。陈灯能模型反映的是知识生态系统内部知识主

体间的关系，即 DICE 关系。李纲的模型反映的是知

识生态系统中知识相关性问题，相关性越大，知识

人才流动的概率越小。更多的研究者关注的是知识

流动功能，特别是知识在知识生产者、知识消费者、
知识分解者乃至知识环境过程中的流动问题，而且

这种知识流动呈现网络化、价值化。蔺楠、叶培华和

毕小青模型说明每一个知识个体都具备知识生产

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功能，知识流动和知识与环

境的相互作用是保持知识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的基

础。孙振领模型则从亚系统的视角，分析了知识资

源系统、知识服务、知识创新各亚系统间的知识流

动状态，知识服务系统在利用知识资源系统为知识

创新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产生知识进入资源系统，

知识创新既可以直接利用资源系统，也可以从知识

服务系统获得知识创造知识产品再进入资源系统，

如此往复，形成知识流动循环过程。

3 结束语

知识生态系统模型研究是知识生态系统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虽然类型众多，但是大多数

都是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模型的演变，充分说明了

知识的生态学属性。各模型间既有支撑基础、知识

环境和网络性的相似性，也有研究维度、学科、学术

上的差异性。因此，知识生态系统模型的研究还有

待进一步探索。随着知识生态学研究的不断演进，

一些新的知识生态学模型（如知识生态位）开始出

现，它们与知识生态系统模型所反（下转第 33 页）

孙振领：知识生态系统模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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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 页） 映的理论间关系等正成为新的知

识生态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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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静，熊忠华：图书馆的联合国文献收藏工作概览

馆 体 系（UN Depository Library System）中 ，高 校

图书馆中指定的图书馆绝大多数为法学图书馆。
从利用的效果看，除香港和澳门两地区图书馆利

用率较高外，内地图书馆联合国文献利用率都不

高。
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联合国图书馆

对我国的联合国文献托存情况逐步重视。2010 年 4
月 27- 30 日，“交流、合作、共建、共享”———中国联

合国托存图书馆馆员培训研讨会在中国国家图书

馆召开，这是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联合国达格·哈

马舍尔德图书馆共同主办的首次面向中国托存图

书馆馆员的培训与研讨，来自全国 21 家托存图书

馆以及对联合国文献托存事业感兴趣的六十余名

图书馆同仁参加了会议。会议中，来自联合国达格.
哈马舍尔德图书馆专家就联合国文献的网上资源

做了着重的阐述，旨在提高各图书馆对数字化联合

国文献的重视，以提高联合国文献的利用率，在我

国各领域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3 总结

通过调查了解，除少数几个地区的图书馆对联

合国文献有所利用之外，如双语地区的澳门大学图

书馆，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图书馆等，其它图书馆

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联合国文献的利用率较低。只

有通过加强对联合国文献的了解，进行深入研究，

加大宣传力度等方式，联合国文献才能被广大读者

知晓，并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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