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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B_A3_E7_89_A9_E6_c31_37112.htm 4 促进物流信息化向知

识管理转换的途径   4.1 加快物流信息化进程   物流信息化的关

键是物流信息数据库管理、物流信息传输网络化和标准化、

物流业务处理电子化，包括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可以随时查询

各地库存资料和经营资料，在经营活动中做出与实际相符的

决策【6】。国内大多数企业在实施物流信息化中，过于注重

信息技术的使用，实际上只实现了技术层面上的信息化。只

有实现了物流信息化，企业才能在此基础上走向物流知识管

理。国外一些知名公司如微软、施乐早早就开始着手实施知

识管理项目，而我国企业大多还处在实施物流信息化的阶段

，加快物流信息化进程已刻不容缓。   4.2 注重隐性知识与显

性知识的相互转换   知识管理的核心是知识创新，其核心活动

就是将企业内外部知识的互相传播，实现对知识的提升，这

种传播体现在企业各个层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知识由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组成。显性知识体现为业务信息，具有

规范化、系统化的特点，更易于沟通和分享，例如库存量、

供应商资料、网点布局等；但隐性知识不容易表达出来，是

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具有难以规范化的特点，因此不易传递

给他人。野中郁次郎的“知识螺旋”观点提出了知识创新的

四种模式：即从隐性到隐性，从显性到显性，从隐性到显性

以及从显性到隐性。【2】这种观点表明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

识的相互转换是知识创新的必然历程。隐性知识转换为显性

知识，可以使植根于人头脑中的技能、经验等被相关成员分



享，随着新的显性知识在物流系统内得到共享，其他成员开

始将其内化，用它来拓宽、延伸和重构自己的隐性知识，【2

】或用它来将显性知识如业务信息转换为隐性知识，这些更

新后的隐性知识再转换为显性知识，一个良性循环的知识创

新系统由此形成。同样，在此良性循环系统中，隐性与隐性

、显性与显性知识之间的互换和传递活动也时刻存在。换言

之，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换等同于螺旋上升的体系

，知识在此体系中得到传播、整合、拓宽和延伸，进而形成

创新性知识为企业所用。物流企业必须发现物流系统内外的

知识螺旋活动，提倡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互换，创造有利

于转换活动的环境，采用各种激励、辅助手段以促进隐性知

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换。   4.3 加强人才培养   从物流信息化

到知识管理必须“以人为本”，充分人的自身知识的作用。

物流知识管理要求物流人员具有较高的信息技术使用水平和

丰富的物流知识，而目前国内既懂信息技术又熟悉物流业务

的人才很少，因此企业对人才的培养是实现物流知识管理的

必经之路。企业不仅要以人为中心，建立和创造促进知识学

习、知识积累和知识共享的环境，激励员工的知识交流和知

识创新，还应注重建立学习型组织，培养员工以提高企业整

体的专业技能水平。   4.4 实施业务流程重组   物流知识的收集

与再利用只有与特定物流业务流程密切联系，才能有效地发

挥作用，物流企业应该努力把知识融入公司的具体业务流程

中，把知识共享和再利用的要领概念注入到所有业务流程中

去。而不是把知识管理视为一个独立的覆盖全公司的信息技

术构架。【10】业务流程重组的主要内容是知识的识别、处

理、共享、再利用、创新的运作机制，这与物流信息的收集



、利用具有很大区别。前者需要人的主观作用，如识别、创

新；后者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实现。   业务流程重组可以通

过建立专门的知识中心，设立知识主管（CKO）来促进物流

知识管理的实施。知识主管结合企业物流现状，创建知识管

理的规划和运行机制，并组织实施；知识中心在CKO的管理

下，保证知识收集、加工、共享与创新的业务流程的正常运

作；物流各环节提交知识，知识中心为其分类、审核、存入

知识库；物流成员可依据权限登录知识库查询所需知识。施

乐公司的知识收集与利用的业务流程是：施乐公司的技术人

员记录下他们用来解决难题的窍门（Tips），并提交一个委

员会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有关记录就被存入一个知识数据

库中，并与网络服务器上的相应文档相连，这有助于及时扩

充和更新服务手册的内容，而且其他人员通过网络就可以及

时利用这些经过认可的实际经验；技术人员可以在电子公告

牌上浏览信息，可以在知识数据库中查询有关技术服务的指

导信息，还可以通过膝上型电脑、只读光盘获得专为技师们

提供的其它信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