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卷 　第 8 期
2007 年 　　8 月

　　　　　　　　　　　
技 　术 　经 　济

Technology Economics
　　　　　　　　　　　

Vol126 , No18
Aug. , 　2007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7) 08 - 0031 - 03

基于密切值的企业知识管理绩效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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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实施知识管理过程中 ,企业希望对知识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 ,并希望同其它企业相比较 ,找出本企业与

同行之间的差距 ,因此如何评价企业知识管理绩效成为知识管理中的重要课题。根据企业知识管理的内涵 ,构建了

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多目标多属性指标体系 ,提出了基于密切值理论的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模型 ,并进行了

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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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识、科技成果、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中重要的

内在因素。其中知识生产力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和发

展的关键 ,企业知识管理正变得日益重要。在实施

知识管理过程中 ,企业希望对知识管理的效果进行

评价 ,并希望同其它企业相比较 ,找出本企业与同行

之间的差距 ,因此如何评价企业知识管理绩效成为

知识管理中的重要课题。

知识管理 ( Knowledge Management ) 一词正式

产生于 1989 年 ,但其思想可追溯到数十年前。美国

的彼得·德鲁克 ( Peter Drunker) 、保罗 ·斯特阿斯

曼 ( Paul St rassmann) 和彼得 ·森格 ( Peter Senge)

等许多管理学家为知识管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1 - 3 ] 。产业界也将知识管理视为对业已失败的全

面质量管理 ( TQM) 和业务流程重组活动的一个补

救措施 ,从而极大刺激了对知识管理产品和服务的

需求 ,全球顶尖的咨询公司如 Ernst & Young ,Ar2
t hur Andersen 和 Booz2Allen & Hamilton 等的知

识管理类咨询业务量猛增。知识管理研究已成为目

前管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但是 ,知识管理作

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 ,人们对它的概念、来源、性质、

内容、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 ,远没有形成统一的认

识 ,仍处于纷争状态 ,特别是关于知识管理绩效的评

价 ,还处于探索阶段。知识管理绩效的评价是一个

崭新的研究领域 ,通过知识管理绩效的评价为企业

知识管理建立一套合适的评估指标体系 ,并构造一

个有效的评估模型 ,从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估

方法 ,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的。

2 　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知识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企业实施知

识管理不仅可以达到知识共享的目标 ,而且增强企

业的竞争优势 ,实现企业价值创造的目的。企业知

识管理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考

虑[4 - 5 ] :

2. 1 　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是指企业内部和外部知识的整合 ,把

原来分散的知识转变为企业共享的知识 ,发挥知识

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 ,促进企业效益及效率的提高。

知识有外部知识、内部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

分。外部知识是指游离于企业控制的范围之外的知

识 ,内部知识是指企业自身组织、技术、管理等方面

所掌握的知识。显性知识是指易于沟通和分享的知

识 ,由语言、数字表示 ,以数据、公式、产品说明书、原

理等形式存在。隐性知识是更深层次的个人具有的

知识 ,不可能传递给别人或传递非常困难 ,如技术诀

窍、心智模式、主观信仰等。知识共享表现为外部知

识、内部知识的整合 ,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具体可

以用部门间沟通程度、员工间沟通程度、外部隐性知

识显性化水平、员工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等指标表

示 ,属于定性指标。

2. 2 　基于知识的竞争优势

基于知识的竞争优势是指企业由于实施知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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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形成的营销优势、产品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

势以及外部竞争优势 ,具体表现为客户情报数据库

规模、公司与客户接触次数/ 年、新产品数目、专利数

目、R &D 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率、知识员

工比例 (指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的比例) 、员工培训

率、企业形象优势等。

2. 3 　价值创造

企业实施知识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价值的创

造 ,使企业获得较好的利润 ,使顾客、员工满意 ,实现

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具体可用净资产利润率、员工

满意度、顾客忠诚度、企业利税率、市场占有率等指

标表示。

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 :

图 1 　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3 　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模型

　　多指标多属性的绩效综合评价方法很多 ,如层

次分析法、功效系数法、灰色理论、模糊数学等方法 ,

这些方法首先要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而评价指标权

重的确定带有较大的主观性 ,影响评价结果。鉴于

此 ,本文提出用密切值法模型进行多属性的企业知

识管理绩效评价 ,可以克服以上方法存在的不足 ,使

评价结果更加客观[6 ] 。

3. 1 　指标的规范化处理

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 ,既包含有

定性指标又包含有定量指标 ,首先对定性指标进行

定量化处理 ,然后进行指标的规范化处理[7 ] 。

设有 n个指标所构成的指标体系评价 m 个企业

的知识管理绩效。aij 表示第 i 企业的第 j 项指标值 ,

( i = 1 ,2 , ⋯, m , j = 1 ,2 , ⋯, n) ,则 m 个企业 n 个指

标值就形成一个 m 行 n 列的矩阵 A = ( aij ) m×n

对于定性指标 ,用等级集 V 表示 , V = {A、B ,

C ,D ,E} ,赋予等级集各元素以量值 V = {90 ≤A <

100 ,80 ≤B < 90 ,70 ≤C < 80 ,60 ≤D < 70 , E < 60}。

各等级集的具体数值取该等级集范围的平均值。

由于反映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的各指标具有不同

的量纲和单位 ,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指标不可公度

性 ,用指标变换法对原始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

rij =

aij

( ∑
m

i = 1

( aij ) 2 ) 1/ 2

　当 j 为正向指标时

-
aij

( ∑
m

i = 1

( aij ) 2 ) 1/ 2

　当 j 为负向指标时

(1)

得到规范化指标矩阵 R = (rij ) m ×n 。

3. 2 　密切值的计算

首先令 :

r+
j = max

i
{ rij } 　r-

j = min
i

{ rij } 　( i = 1 ,2 , ⋯,

m ; j = 1 ,2 , ⋯, n)

则 :最优点集为 : R+ = ( r+
1 , r+

2 , ⋯, r+
m )

最劣点集为 : R - = ( r-
1 , r-

2 , ⋯, r-
m )

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最优的方案就是在决策点集

中找出离最优点集最近离最劣点集最远的决策点。

密切值表示各评价企业偏离最优点集的程度 ,

用公式表示为 :

ci =
d+

i

d + -
d-

i

d - (2)

其中 : d+
i = [ ∑

n

j = 1

( rij - r+
j ) 2 ]1/ 2 (3)

d-
i = [ ∑

n

j = 1

( rij - r-
j ) 2 ]1/ 2 (4)

d+ = min
i

{ d+
i } 　d- max{ d-

i }

d+
i , d-

i 分别表示评价与最优点集 R + 、R - 之间

的欧氏距离 , d+ , d- 分别表示 m 个最优点距的最小

值和 m 个最劣点距的最大值。

ci 的大小反映了评价企业 A i 偏离最优点集的程

度 ,当 ci > 0 时 , A i 偏离最优点 ,其值越大 ,偏离越远 ;

当 ci = 0 时 , A i 最接近最优点。以 ci 的大小作为决策

准则 , ci 最小的企业就是知识管理绩效最好的企业。

4 　企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实证分析

计算机行业某三个企业需要对知识管理的绩效

进行评价 ,比较各企业之间的知识管理效果。

有关数据如表 1 所示。

　　根据定性指标的量值原则 ,确定各定性指标的

具体数值 ,由公式 (1) 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

最优点集和最劣点集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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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本数据

指标 分指标 企业 1 数据 企业 2 数据 企业 3 数据

知识共享程度

基于知识的竞争优势

价值创造程度

部门间沟通程度 B 级 C 级 B 级

员工间沟通程度 C 级 C 级 B 级

外部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 B 级 B 级 C 级

员工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 C 级 C 级 B 级

客户情报数据库规模 C 级 B 级 C 级

公司与客户接触次数 5 3 8

新产品数 20 15 25

专利数 15 10 12

R &D 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率 0. 30 0. 16 0. 20

知识员工比率 0. 70 0. 63 0. 78

员工培训率 0. 45 0. 33 0. 68

企业形象 B 级 C 级 B 级

净资产利润率 15 % 10 % 20 %

员工满意度 0. 70 0. 50 0. 65

顾客忠诚度 0. 45 0. 50 0. 55

企业利税率 17 % 12 % 25 %

市场占有率 0. 10 0. 08 0. 10

评价结果 1. 12 3. 20 0

　R+ = { 0160 ,0163 ,0160 ,0163 ,0163 ,0181 ,0171 ,

0169 ,0176 ,0164 ,0177 ,0160 ,0174 ,0165 ,

0153 ,0177 ,0161}

　R - = { 0 . 53 ,0 . 55 ,0 . 53 ,0 . 55 ,0 . 55 ,0 . 30 ,0142 ,

0146 ,0141 ,0 . 51 ,0 . 38 ,0153 ,0 . 37 ,0 . 46 ,

0 . 44 ,0137 ,0 . 49}

由公式 (3) 、(4) 计算得 :

d+
1 = 015516 　d-

1 = 016215

d+
2 = 110297 　d-

2 = 011175

d+
3 = 013097 　d-

3 = 019449

则 : d+ = 013097 　d- = 019449

由公式 (2) 计算得 :c1 = 1112 　c2 = 312 　c3 = 0

根据 ci 的大小可知 ,企业 3 的知识管理绩效最

好 ,其次是企业 1。

5 　结束语

通过对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的综合评价 ,明确优

势和劣势 ,针对影响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的主要问题 ,

制定相应的策略和措施 ,提高企业竞争力。由于企

业知识管理绩效评价涉及的因素较多 ,评价中有较

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 ,利用密切值法这种新的评价

方法 ,可以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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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Business Knowledge Management based

on Osculating Value Method

L U J u2chun , ZHAO Liang , L I 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 According of t he connot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 t his paper analyzes and designs t he index system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of business knowledge management , providing new performance appraisal model of multi2business and one business.

Key words : knowledge management ;evaluation index ;osculating value met 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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