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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agement of digital archives is facing a crucial period of transition to knowledge management. 
Knowledge chain theory provides digital archives with a workable idea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This pa-
per,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n knowledge chain theory and model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s tried 
to construct knowledge chain model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mak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and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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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档案馆面临着由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的转型，知识链理论的提出为档案馆知识管理提供了一

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新思路。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知识链理论和模型的研究，尝试构建了数字档

案馆知识链模型，简要阐述了构建的原则和目标，并对该模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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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知识不仅成为社

会财富不断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且也成为知识服务机

构生存、发展的关键，人们更加注重知识管理。知识

链理论作为知识管理的重要观点，已经开始被广泛利

用，有关知识链模型的研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

题之一。近年来，知识链理论在企业管理研究中发挥

了巨大作用，引入图书馆管理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此笔者将知识链模型引入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中，以

推动数字档案馆的发展。这不仅是现代档案馆事业科

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 

2 知识链与数字档案馆知识链概述 

2.1 知识链概述 

知识链理论最早出现在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中，众多的管理学家在研究

ERP 时把企业的知识资源纳入其管理之中，即把知识

的识别、获取、开发、分解、储存、传递、共享等组

成一条知识链，并对其进行有效地管理，形成一种系

统、集成的知识链，以促进知识快速转化、应用、增

值和创新[1]。知识链理论强调以下几点： 

(1)知识链的形成是基于核心企业的知识需求而

发生和发展的，其知识需求是弥补知识差距和获取互

补性知识资源。输入的新知识在组织内部直接被应用

于生产经营中，以提高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和组织管

理水平；或是经消化、吸收与组织储备的知识存量高

度集成，有机整合，又产生新的知识。 

(2)知识链形成的基础是知识流动。知识流动体现

了共同参与创新活动的组织间的交互作用，实现成员

之间知识优势的互补与融合，知识流动的规模与效率

直接影响着知识链的结构与运行效率。 

(3)知识链呈链式结构。知识链中的任何一个组织

均与其他众多组织之间发生知识流动，每个组织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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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中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有可能同时归属于不同的

知识链，众多知识链交织成为复杂的网链式结构。知

识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网络中流动，并产生增值。 

可见，知识链理论强调知识的增值，创造新的价

值，通过知识创新来形成知识优势，以提高组织的核

心竞争力。 

2.2 数字档案馆知识链概述 

档案馆是集中保存和利用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

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知识、信息。在对历史文化知识系

统积累、管理和传播方面，档案馆所能发挥的作用是

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档

案馆也面临着由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的转型，管理的

内容和手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知识和信

息的挖掘、隐性知识的捕获与显性知识的传播与分享、

知识的利用与创新等。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尽快，档案

馆正在向数字档案馆的方向发展。数字档案馆实现了

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档案信息传递的网络化、档

案信息利用的共享化和档案信息系统的虚拟化。它克

服了传统档案馆相对单一的服务方式，用户可以通过

终端以联网的方式查找所需的信息，满足了用户个性

化的信息需求。因此，数字档案馆建设是现代档案馆

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数字档案馆的知识链是基于知识流在不同档案馆

主体间及档案馆内部的转移与扩散而实现知识创新

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网链结构模式。数字档案馆

的知识链不仅是档案馆与其他档案馆、档案来源单位、

情报所、图书馆、博物馆等组织和机构的知识转移与

扩散，而且还包括档案馆自身内部的知识群化、知识

外化、知识融合、知识内化和知识创新等知识流程，

即数字档案馆与外部环境之间、数字档案馆内部的馆

员之间、数字档案馆内部的各部门之间都被一条无形

的知识链条所连接。 

3 数字档案馆知识链模型的构建 

3.1 数字档案馆知识链模型构建的目标 

构建知识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导入实施

是一个分阶段逐步实现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就

逐级实现的过程来看，构建知识链的目标可分为初级

目标、中级目标和最终目标。 

(1)初级目标：构建知识链的初级目标是实现知识

共享。所谓知识共享是指通过知识链成员之间的相互

学习，把原来各成员分散的知识转为由知识链整体共

享的知识，实现成员之间的知识整合，提高知识链的

效率和效益。 

(2)中级目标：构建知识链的中级目标是实现知识

创造。所谓知识创造是指在知识链成员之间知识共享

的基础上，各成员通力合作，共同创造新的知识。 

(3)最终目标：构建知识链的终级目标是形成知识

优势。只有形成了知识优势，才能在知识经济的环境

中充分发挥知识的价值，才能为社会提供更优质的知

识资源和知识服务。 

3.2 数字档案馆知识链模型的设计 

3.2.1 设计的基本构想 

知识链作为知识型组织网络的一部分，是核心与

关键的环节[2]。在知识型组织网络体系当中，知识链

是连接各个重要节点的有效工具与网络链路。它的发

生机理与作用，可以形象地理解为国际互联网网络中

的干线，它是连接各个重要区域网络节点及节点内要

素互通的链路，是整个国际互联网不可缺少的纽带。 

较 早 提 出 知 识 链 模 型 的 是 美 国 学 者

C.W.Hollsopple 和 M.Singh，他们从组织内的知识和组

织的核心竞争力的关系出发，构建了一个系统的知识

链模型[3]。我国学者刘冀生、吴金希认为，早期知识

链模型缺乏环境适应性和动态性的考虑，因而提出了

改进的知识链模型。他们的知识链模型是在原有模型

基础上，增加了外部环境，改进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

反馈，较好地反映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知识的本质联

系，在知识和竞争能力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然而，

徐建锁、王正欧、李淑伟则认为，这样改进的模型还

没有体现知识链的内部机制以及企业内部知识的新陈

代谢，故又提出了二次改进的知识链模型[4]。但是，

刘勇军、聂规划认为二次改进的模型不能很好地应用

于供应链，也未能反映供应链中知识流动的网状特征、

双向循环流动性、知识活动的多元价值增值性以及知

识链的技术依赖性，提出了面向供应链的知识链模型
[5]。在借鉴了以上各位学者知识链模型的基础上,笔者

构建了数字档案馆的知识链模型,如图 1 所示： 

3.2.2 基本模块分析 

（1）知识源 

数字档案馆的知识源，可划分为内部知识源和外

部知识源。内部知识源，包括数字化的传统馆藏档案

资源、各单位移交的电子文件、数字档案馆本身涉及

的信息资源如人员信息、技术信息等；外部知识源，

包括信息网上获取的档案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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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博物馆的信息资源等，并且还应包括用户信息资源

这一重要知识源。这些都是数字档案馆建设和运行不

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数字档案馆知识源的确定，为知

识获取准备了前提条件，也是构建数字档案馆知识链

的最初环节。 

（2）知识活动 

数字档案馆的知识活动主要有知识群化、知识外

化、知识融合和知识内化。数字档案馆各层次的知识

主体通过群化阶段获得大量隐性知识，通过外化阶段

将隐性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再经由融合阶段将零散

的显性知识系统化，最后通过内化阶段将显性知识转

变为数字档案馆各层次的知识主体的新隐性知识，隐

性知识不断地转化为显性知识，个人知识不断地转化

为组织知识，零散的知识不断转化为系统的知识，知

识不断地实现创新，最终实现知识的螺旋式上升。数

字档案馆知识管理可以帮助用户获得相应的知识，并

提供最新的信息，从而推动知识创新；也可让用户直

接参与科学研究、知识生产等过程；关注知识在社会

和用户间的扩散与传递，促进知识创新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的转化[6]。 

（3）知识输出与知识价值链 

①读者服务链。知识服务是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

的重要目标。知识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信息能够服务

于人们的行动和决策，最终体现的是知识的价值和服

务的价值。知识服务是根据用户问题解决方案的目标，

通过用户知识信息需求和问题环境分析，对用户整个

解决问题过程提供的经过知识信息的析取、重组、创

新、集成而形成的恰好符合用户需要的知识产品的服

务。知识服务要求馆员投入更多的智力因素，对信息

进行深层次加工处理，对信息知识进行有序化和系统

化，最终实现知识的增值。知识增值是知识从量变到

质变的过程，知识的有序化和系统化本质上是实现知

识从量变到质变的手段，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知识

在有序化、系统化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产生新的价值，

即知识效用增值；知识或知识产品被用户利用以后，

增加了价值(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即知识经济

增值。目前，数字档案馆开展的知识增值服务主要有

导航服务、定题服务、个性化服务、提供档案情报服

务、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档案知识的挖掘等等。 

②馆员学习链。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与知识增值

服务要求馆员成为知识的获取者、组织者、传递者、

创新者与利用者，这就要求馆员不断学习，提升自身

的专业能力与知识素质。在掌握档案学、情报学理论

知识的基础上，馆员要了解和掌握知识管理与知识服

务的新的理论、原理、技术和方法，从而具备精深的

专业基础知识和现代化技术的应用能力。同时，还要

学习外语、心理学、管理学与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获取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和

动态,为用户提供高效优质的知识服务。同时，馆员还

必须逐步培养与提高自身的知识素质，即知识意识、

知识道德、知识能力等多项素质的有机结合。馆员必

须具有敏锐的知识意识，能够及时捕捉和正确利用知

识，在具有广博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上，

掌握最新的知识技术，熟练应用知识搜集技术、知识

存储技术、知识处理技术和知识传播技术等知识技术，

进行知识处理、知识开发、知识检索和知识服务，自

觉遵守知识伦理与道德准则，规范知识行为，弘扬知

识道德。 

③流程再造链。档案馆传统的业务流程从便于管

理的思想出发，各个部门相互独立，分工明确，但没

有形成有效的知识需求信息互动，主要是对知识请求

的响应服务，并且过度集中依赖馆藏档案和既有的数

字资源服务，忽视了对其他知识资源的获取与加工，

没有形成隐性知识资源的获取、整理和共享的良好机

制，客观上阻碍了知识资源体系的快速流动，影响了

知识创新的转化速度。对于知识用户的知识需求倾向

于程式化，没有深入到档案的知识创新过程中去，弱

化了知识服务的功能，没有形成良好的知识服务与知

识创新的互动。新型的业务流程应是从便于实现知识

高效流动、促进知识创新的思想出发，通过知识链的

贯穿，打破固有部门的限制，形成面向用户的、并能

及时反馈用户信息的知识循环流动的运行机制。 

3.3 数字档案馆知识链模型的特征 

笔者所构建的数字档案馆知识链模型，充分考虑

了数字档案馆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双向循环流动，

因此具有如下特征： 

（1）该模型将知识源、知识活动和知识的价值实

现扩展到整体范畴，揭示了数字档案馆的知识流动、

知识转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反馈的整体过

程。 

（2）该模型体现了知识的双循环过程。数字档案

馆知识链中知识的无限内循环和外循环，促进了知识

的价值实现和知识创新。知识价值实现拉动着外循环，

知识创新推动着局部知识的内循环。 

（3）知识链的动力和核心是知识创新，其管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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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档案馆知识链模型 

 

标是实现知识链内知识的价值实现和增值，最终形成

数字档案馆的知识优势，提高档案馆的知识服务能力。 

4 结语 

在档案馆由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的转型时期，笔

者应用知识管理的理论构建了数字档案馆的知识链模

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分析。数字档案馆核心竞争力

的形成离不开对知识的有效管理。知识的积累往往是

静态的，而对知识的管理则是动态的，它通过对知识

获取、知识生产、知识传递、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等

环节的有效管理，发挥数字档案馆的整体战略优势，

创造有利于知识生产与共享的环境，保证知识价值的

最大化和个人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的最大化，促使更

多的档案知识转化为有知识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构建

适用于数字档案馆的知识链，最终目的是实现数字档

案馆知识共享的实现、知识创造的产生、知识优势的

形成。构建数字档案馆的知识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去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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