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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知识管理管见

摘　要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管理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 3 个层次。图书馆知识管理属微观知

识管理 ,其主要内容是继续发展与创新图书馆学 ;为知识和科技创新服务 ;不断完善图书馆知识管

理系统。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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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re are macroscopic , mesoscopic and microscopic

level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age of knowledge economy. Library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on the microscopic level and has the contents of developing library science , serving knowledge innova2

tion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library knowledge management . 2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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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馆知识管理属微观知识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管理 ,因其范围、职能的不

同 ,可划分为宏观知识管理、中观知识管理和微观知

识管理。

宏观知识管理 ,主要指国家的知识管理。其主要

职能 :一是全面了解 ,统一规划 ,重点安排全国的科

研、教育、培训和知识创新工作 ,使整个国家的知识创

新工作既有全面安排 ,又突出重点 ,既有长远规划 ,又

有近期目标 ,确保我国在世界范围内有关国计民生的

高新知识、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二是制定有利于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营造

有利于高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和新知识、新科技产生发

展的政策环境。三是审时度势 ,权衡轻重 ,根据国际

上知识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进展 ,调整我国

知识经济的布局和重点 ,修改相关政策和法规。

中观知识管理 ,主要指省、市、自治区范围的知识

管理。其主要职能 :一是根据本省、市、自治区的实

际 ,确定工作重点 ,制定相应规划 ,扬长避短 ,发展本

地区具有知识、科技创新优势的产业 ,制定和实施科

技升级计划。二是落实国家科技创新的方针、政策和

法规 ,根据本地实际 ,制定具体法规和政策 ,创造知识

和科技创新、人才辈出的环境。三是根据国内外知识

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 , 调整本地区知识经济的

考核相结合 ,思想教育与奖惩相结合、精神鼓励与物

质鼓励相结合 ,使各层次的责、权、利分明 ,奖优汰劣。

计量化考核是以数量和质量的各项指标和分值 ,反映

一个人的德、能、勤、绩。考核的内容主要有 :政治思

想、协作协调、专业技能、学术论著、开展新业务、新技

术及创新情况、教学情况、科研情况、身体情况及在岗

在位勤奋工作情况等 ,可增大创新的分值。经考核 ,

评定出特别优秀、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特

别优秀者极少 ,可提前晋职或立功 ,优秀者可奖励 ,不

称职者可降级或淘汰。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 ,图书馆会遇到一系列新情

况、新问题 ,我们要积极探索 ,勇于创新 ,胆大心细地

对图书馆管理系统进行改革 ,创出图书馆事业“千树

万树梨花开”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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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重点 ,制定具体政策、法规 ,采取相应措施。

微观知识管理 ,主要指科研、教育和企业内部的

知识管理。其主要职能 :一是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 ,

做好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组织管理工作 ,选好知识、

科技创新的重点。二是结合实际 ,贯彻中央、省、市、

自治区有关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方针、政策、法规 ,

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氛围。三是制定和执行

奖励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杰出人才的具体办法 ,从

具体工作安排、后勤保障服务等方面为知识创新、科

技创新服务。

李岚清副总理于 1999 年 4 月 23 日在视察辽宁

省图书馆时指出 :“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就是资源、

资产。”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已由“传递文献”为主转变

为知识管理为主 ,即围绕知识创新开展工作 ,开发知

识资源 ,为知识创新服务。

2 　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内容

Yogesh Malhotra 认为 ,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

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 ,针对组织的适应

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

措施[1 ] 。上述概念所谈到的关于知识管理的必要性 ,

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的内容 ,知识管理的目的等 ,不

只符合企业的实际 ,同样地也适用于科研、教育、图书

馆等单位。图书馆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

新、科技创新的发动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已经证明 ,社会生产力不但决

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 ,而且还决定社会的信息、文

献的生产、交流和传递方式。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信

息技术和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 ,使社会生产力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同时也使图书馆的主要职能

发生了质的变化。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知识管理的

主要内容有 :

第一 ,继续发展与创新图书馆学。现代科学技术

在图书馆业务中的广泛应用 ,特别是因特网在世界范

围内的广泛采用 ,极大地提高了信息、文献的传播速

度 ,极大地增加了信息、文献的存储容量 ,极大地方便

了图书馆工作者对信息、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图书馆

工作者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研究图书馆学 ,吸收和

借鉴信息学、情报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营养 ,发展和

创新图书馆学。这些年来 ,不但图书馆学有了新的发

展 ,而且还产生了几十门图书馆学交叉学科。但是 ,

这还不够 ,图书馆学还应当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

而继续丰富与创新。

第二 ,为知识科技创新服务。“经合组织”把知识

分为 4 类 : ①关于事实和现象的知识 ( Know2What) ;

②关于自然规律和原理方面的科学理论 ( Know2
Why) ; ③关于技能和诀窍方面 ,了解怎么做的知识

( Know2how) ; ④知道是谁知道怎么做的人力资源的

知识 ( Know2Who) 。第一、二类知识主要保存在图书

馆里。科技工作者通过图书馆阅读书刊资料 ,获得有

关信息。文献 ,是知识和科技创新的十分重要的途

径。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脑力劳动 ,加上图书馆的知

识资源和图书馆知识管理所产生的知识创新能力 ,三

者的有机结合是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源泉。为知识创新服务 ,围绕知识创新设置相

应机构 ,调整图书馆工作安排 ,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

图书馆知识管理的主要目标。

第三 ,不断完善图书馆知识管理系统。我国图书

馆事业 50 年的发展史证明 ,图书馆知识管理系统是

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现代化

水平将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不断进步 ,图

书馆知识管理的服务方式将为不断满足读者的各种

需要而不断丰富 ,图书馆知识管理的运转机制将为适

应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各种需求而不断改革。

综上所述 ,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目的 ,一方面要实

现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另一方面还要

与其他科技工作者一道实现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

图书馆知识管理系统还要不断完善 ,更好地适应知识

经济时代千变万化的环境。图书馆知识管理已经成

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发动机、加油

站和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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