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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本文尝试从个人知识管理理论、个人知识管理动因、基于相关

主体的个人知识管理、社交网络环境下个人知识管理及个人知识管理系统演变5个主题入手，对个人知识管理

进行较全面的综述，最后对个人知识管理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并探讨其未来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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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信息社会向知识社

会迈进，个体摆脱知识匮乏，进入知识超载时代[1]。社会

知识存量日益丰富、知识更新周期变短、知识获取与存

储方式多样化，为个人知识管理（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PKM）提出新挑战。PKM作为个人获取

知识、吸收知识、丰富个人知识库的有效途径，能保障个

人践行终身学习理念，促进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随着时代发展与变迁，PKM内容得到不断更新与

扩展。国内外学者围绕PKM以不同的视角从理论、技

能、方法、工具等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但现有研究相对

分散，缺乏从全局视角出发的系统性综述研究。

基于此，本文总结国外有关PKM的最新成果，从个

人知识管理理论、个人知识管理动因、基于相关主体的个

人知识管理、社交网络环境下个人知识管理及个人知识

管理系统演变5个方面对PKM进行较全面的综述和总结

并探讨其未来研究趋势，为国内PKM研究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描述、总结先验知识，识别主题存在的

疏漏及研究趋势[2]。为平衡不同数据库的文献主题及学

科倾向，本文选取Web of Science、ProQuest、Wiley 
Online Library、ScienceDirect四个外文数据库进行检

索。为保证检索结果的主题相关性，本文以“‘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OR‘individual knowledge 
management’”为检索式在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该检

索策略虽能高效筛选相关文献，但检索词因过于精准

可能导致查全率有限。文献排除标准包含：在文献类型

方面，排除摘要、新闻、书评、传记、社论、更正等非研

究性文献；在文献语言方面，排除非英文文献和2000
年之前的文献。

3 文献内容分析

本文提出基于类型理论的个人知识管理研究框架，

尝试从个人知识管理理论（what）、个人知识管理的动

因（why）、基于相关主体的个人知识管理（who）、社交

网络环境下个人知识管理（where）、个人知识管理系统

演变（how）五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

3.1 个人知识管理理论发展

PKM理论研究以文献调研为主，研究成果多已形成

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本文根据其思想流派从技能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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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论、技术论和目的论来探讨PKM理论发展过程。

技能论认为PKM由实际操作层面中一系列的技巧

和方法组成，Avery等对PKM的定义被奉为经典，他将

PKM视作更好地解决问题、作出决策、开展知识工作的

七项能力（检索信息、评价信息、组织信息、信息协作、

分析信息、表达信息和信息安全保护）[3]。以其思想为理

论基础，相关学者提出PKM还应包括时间管理、基础设

施管理、组织性工作等方面的技能[4]。随着社交网络发

展成熟，社交能力被纳入PKM的技能体系[5]。

过程论将PKM视作知识转移的连续过程。过程论

思想由Efimova提出，即PKM是个人、社群、思想三者

间的交互过程 [6]。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该学派对其

进行细化描述，主要包括PKM是知道个体拥有何种知

识、如何组织、如何调动、如何利用其达到目标及如何

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知识的过程[7]，是识别、获取、开发、

共享、利用、评估知识的过程[8]，也是个人了解信息、观

察、想法的有序过程[9]。

技术论强调技术工具在PKM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集中于对技术工具的总结和分类[10]。技术论源于Tsui
提出的PKM应以技术为中心[11]，该学派以提高知识工

作者生产力为研究目的，认为PKM是将技术、个人能

力、实践、方法联系起来的理论框架[12]。技术是关键部

分，利用恰当的技术工具是高效地进行PKM的基础，

技术工具使用会极大地影响最终成效。

目的论学者主要进行PKM意义探究，早期研究尚未

脱离组织知识管理视角，从组织知识工作者的角度提出

PKM，使个人工作更高效、创造更多自我价值并对组织

更有价值[3]。随着PKM理论体系建立与完善，学者从个

人角度提出PKM能促进更有效地认知、沟通、协作、创

造、解决问题、管理社交网络等[13]。随着知识经济到来，

社会竞争加剧，学者普遍认同PKM能促进个人知识应

用、能力发展，进而提高工作效率和个人竞争力[14-15]。

简言之，技能论、过程论、技术论、目的论四个思想

流派从不同侧重点对PKM进行理论阐释，四者相互关

联、相辅而行，共同构成完整的PKM理论体系。

3.2 个人知识管理的动因

数字时代赋予PKM新动因，成为PKM研究领域发

展的不竭生命力。从个体角度看，PKM有助于应对个人

信息、知识的盈余，在知识型社会中提高个人核心竞争

力，满足个人知识分享需求，并提升基于移动环境的碎

片化学习效果，这四方面构成当前PKM的主要动因。

（1）应对个人信息、知识盈余。随着互联网时代到

来，信息量与知识量迅速增长，个人被盈余的信息和知

识包围，PKM成为知识学习不可或缺的技能。面对信

息盈余，PKM辅助个人鉴别有价值的信息、分析并挖掘

其中价值，并将其吸收、转化为个人知识[16-17]；面对知

识盈余，PKM辅助个人高效地进行知识识别、采集、吸

收和应用，提高学习知识的效率，实现个人知识库的丰

富和知识体系的完善[18-19]。

（2）提高个人核心竞争力。在当前知识型社会中，知

识是个人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个人需要不断寻找新知识、

新经验，不断学习并更新自我知识体系来应对不断变化的

环境，进而保持个人竞争力、创新力以赢得成功[20-21]。PKM
帮助个人有针对性地吸收必要的知识，培养个人终身学习

的习惯和意识，为个人的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奠定基础，

从而提高个人专业技能和竞争力，促进个人发展[13, 22]。

（3）满足知识分享需求。在知识型社会中，个人知识

分享为知识贡献者带来收益并促进个人知识学习[23-24]。随

着社会网络发展和共享经济崛起，知识分享已成为一种

热潮。同时，知识分享、知识问答平台为个人知识分享提

供便捷途径，激发个体产生浓厚的知识分享意愿[25-26]。知

识分享是PKM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高PKM的水平有助

于提升个人知识分享的效果，更好地满足知识分享需求。

（4）提升碎片化学习效果。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

以及社交网络的发展，基于移动设备的碎片化学习成

为新型学习方式。个人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知识也多为

碎片化形态，若不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将为学习者深度

学习带来障碍[27-28]。因此，亟待将PKM引入碎片化学

习，个人加强对碎片化知识的组织、整合，与原有知识

体系和知识库进行联系，以提高碎片化学习效果。

3.3 基于相关主体的个人知识管理

因相关主体职业、工作性质不同，PKM呈现差异

化形态。当前基于相关主体的PKM研究结合问卷调研、

实验、访谈等方法，以教师、学生和组织中知识工作者

三大主体为研究对象，立足当前存在的问题和阻碍，从

主体PKM特征出发，进行方法和策略研究。

3.3.1 教师个人知识管理

教师PKM依赖于存储、利用团队知识和智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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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性过程，其促进个人职业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

教学领域发展[29]。研究认为，教师作为负责知识创造和

传播的专业工作者，利用信息工具进行PKM将在培养

教师专业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0-32]。制约教师PKM
发展的因素包括PKM意识缺失、个人知识独占意识较

强、缺乏知识平等交流共享的平台或条件、隐性知识

占据过大比例等[29-30]。对于提高教师PKM能力的策略

研究，相关学者提出开展PKM意识与技能培训、建立

PKM平台及知识库、创建激励机制等方法[29-30]。

3.3.2 学生个人知识管理

学生通过PKM对知识进行分类，并根据知识在隐性

与显性状态间的转换需要创造各种知识、增加知识储备，

有助于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33]。学

生PKM存在的问题包括缺少系统性知识框架、未能实

现知识分享、隐性知识不足、欠缺知识评价工具等[34]。

学生进行高效的PKM策略包括提高PKM意识，选择恰

当的知识管理工具，建立个人知识体系，进行知识分享、

应用及创新，注重多维评价与反思学习等[34-35]。

3.3.3 组织中知识工作者的个人知识管理

基于组织中知识工作者的研究主要指企业环境下

知识工作者的PKM。组织中知识工作者的PKM水平影

响组织实施知识管理的成败，强化PKM是发展组织知

识管理的基础[36-38]。相关研究证实，PKM与个人价值及

组织价值密切相关。个人利用组织知识来增加个人知

识，组织利用成员知识来构建具有重要竞争优势的组

织知识库资源，组织的知识创新也建立在富有创造性

的个人PKM基础上[13, 14, 39]。PKM与组织知识管理相辅

相成，对组织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3.4 社交网络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

3.4.1 Web 2.0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

Web 2.0的发展给网络信息的生产、组织、传播与

利用带来巨大变革，同时也为PKM提供新思路。一方

面，Web 2.0的技术应用促使PKM新模式的产生，促进

个人与他人的协作与分享，提高个人学习和认知能力，

有利于形成创新思维，促进个人发展[18, 40]。典型的技

术应用如Wiki和Blog具有开放性和协作性，可促进个

人知识的创造、组织、分享、显隐性转换，激发个人知

识创新[34, 41]；社交网络服务建立人与人的社交网络或

社交关系连接平台，个体在人际交往时经常产生非正

式的学习活动，从而促进知识分享[42]。另一方面，Web 
2.0的技术应用作为建立并维护个人关系网络的有效工

具，促进个人知识网络形成并提高PKM效果[43]。基于

知识生态理论的研究表明，知识工作者利用社交网络

工具能更好地维系人际关系，在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

的过程中形成个人知识网络，利于个人知识管理[44]。

3.4.2 移动学习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

随着计算机、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

应用，远程教育实现从数字化学习到移动学习的发展。

相较于数字化学习，移动学习是一种无监督、无指导的

个人自主学习过程[45]，面对丰富的电子学习资源，个体

需针对个人学习特点对知识进行选择、鉴别、组织、吸

收等，使移动学习中的PKM面临更大挑战。相关研究

者探讨了在移动学习环境下PKM的策略，包括进行自

我知识需求分析、选择恰当工具、建立并不断更新维护

个人知识库、进行知识应用与知识创新等[8, 46]。有学者

提出移动学习产品应根据学习者偏好、难易程度、学习

目标等因素提供个性化知识以降低自主学习和PKM难

度[45]；此外，学习者倾向于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移动学

习，当有突发学习需求或灵感时，可选择移动设备随时

随地进行知识检索，若不及时储存碎片化知识，将无法

对其价值进行深层次挖掘，从而难以形成对个人知识体

系有价值的系统性知识。因此，移动学习环境下的PKM
需关注碎片化知识的采集、存储和加工[21, 46]。

综上所述，社交网络环境下的PKM机遇与挑战并

存，Web 2.0技术的应用极大程度地促进个人知识交

流与共享，在与他人观点碰撞的过程中完善个人知识

体系；但社交网络环境中大量碎片化知识源要求个人

在进行自主学习时，注重知识存储并将其有效地融入

个人知识体系。

3.5 个人知识管理系统的发展

个人知识管理系统（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PKMS）作为辅助个人进行知识管理的重要

工具，引起国外学者广泛关注。有学者利用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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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围绕PKMS的设计与开发进行大量研究，通过

提高PKMS性能以最大化提升PKM的效率和水平。基

于对PKMS的核心思想分析，本文提出PKMS发展演化

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个体阶段（Individual）、交互阶段

（Interactive）、集成阶段（Integrative），简称“3I”。

3.5.1 个体阶段

早期PKMS具有区别组织知识管理系统的本质特

征，即以“个人”为核心，强调个体在PKM中的角色。其

主要功能是辅助个体对其知识库的构建和管理，是一

种封闭的个人管理过程，不具备与他人交流、分享知识

的环节。此阶段较典型的PKMS包括电子概念地图、电

子笔记本、文献管理系统等。电子概念地图能可视化

PKM过程（包括获取、组织、表达、评价、利用知识），

主要支持知识的组织和表达，即可视化呈现某领域内

的概念、知识，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47-49]；电子笔记本

帮助个体记录生活和工作中各种形式的信息、知识，帮

助用户对个人知识有序组织[16]；文献管理系统用于辅助

学者对文献知识的管理，高效识别文献特征，有助于促

进学者对文献内容的学习和吸收[50]。

3.5.2 交互阶段

“交互”指个体间的交互，包括知识交流、共享与

协作。PKMS在该发展阶段的特点是提供交互功能，扩

展知识获取途径、提高知识获取效率，使个体在知识交

流、共享与协作过程中实现知识传递与知识价值增值。

以交互为特征的PKMS面向协同环境，即群体内的成员

都配有同一系统，实现群体内个体的知识交流、共享和

协作[51]。面向学生的PKMS是其中的典型应用，Li等设

计学生PKMS，在管理学生个人日常学习活动的同时，

通过在线聊天与同学沟通分享知识、传输学习文件，促

进知识交流[15]。Shukla等针对学者设计开发文献注释

管理工具，通过分析学者对文献的注释内容（如下划

线、高亮文本、标签等）对文献进行排名和分类组织；

此外，学者可与同行进行知识交流、共享知识库，辅助

学者进行高效知识管理[50]。

3.5.3 集成阶段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的

发展，PKMS进入新阶段，本文将其归纳到集成阶段。

“集成”指在个体间知识交流、共享与协作的基础上，

利用前沿信息技术实现对个体知识的综合、组织、分

析、挖掘，以集成新知识和建立更完善的知识体系形式

反馈给个体，提高PKM智能化水平。针对学术会议环

境，Windhager等开发了可视化会议分析系统，通过分

析会议内容、参与者时间表及个人兴趣提供会议推荐，

促进个体对知识源的识别；通过分析会议参与者的相

似性网络，为参与者推荐学术交流伙伴，帮助建立个人

知识网络[52]。以协同环境下的PKM为关注点，Schmitt
基于模因论和商业基因论设计开发创新性的PK MS
“Knowcations”，辅助团队成员更好地进行学术、专业

领域的知识管理，提高个人和团队绩效[53-57]；Zhen等设

计个人知识推荐系统模型，通过计算成员间兴趣、知识

需求的相似性，将成员的个人知识推荐给其他人员，旨

在促进协同环境下的成员高效创造、分享个人知识[58]。

“3I”发展阶段体现出PKM研究视角从个体层面

向协作层面转变的过程，即从个体闭合的知识管理过

程发展为以知识交流和共享为核心的交互式知识管理

过程。此外，当前先进的信息技术支持知识分享、知识

整合、知识挖掘等功能的实现，使PKMS成为辅助个人

进行高效知识管理的重要工具。

4 总结与展望

4.1 研究总结

本文对国外个人知识管理相关研究进行梳理，重

点阐述个人知识管理理论、个人知识管理动因、基于相

关主体的个人知识管理、社交网络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

理及个人知识管理5个主题的研究进展，主要得出以下3
点总结。

（1）在研究视角上，从个体层面向协作层面转变。

PKM发展初期，其主要表现出区别于组织知识管理的

特点，即关注个体层面的知识管理过程，而不考虑与

他人交互、共享问题。典型应用如电子笔记本、概念

地图等，其主要功能是辅助个体对个人知识库的构建

和管理，是一种封闭式的PKM。随着PKM理论的发展

及相应技术成熟，知识分享与协作被视为PKM的重要

技能和关键过程。该研究视角重点关注协同环境下的

PKM，群体内个体使用PKMS进行个体间知识分享与

协作，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个人知识，促进个人知识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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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激发个人知识创新，提高PKM效率。

（2）在研究内容上，从理论研究到实践研究转变。

早期PKM的研究集中于PKM技能、过程、价值与意义

的理论阐释，并探讨PKM与组织知识管理的关联。随着

社交媒体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研究内容转向社交网络

环境下的实践应用。包括利用Web 2.0技术（如Wiki、
Blog）辅助PKM的方法，在移动学习环境中进行PKM
的策略，以及应用新兴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进行多种类型的PKMS设计与开发研究。

（3）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方法向多种方法相结

合转变。PKM早期研究主要使用文献调研法探讨PKM
的内涵与意义。随着PKM领域内容的逐渐丰富，相关学

者开始结合问卷调研、实验、访谈等方法探讨在不同环

境下各主体（如教师、学生等）的PKM行为，进而提出

相应的方法和策略；或结合系统工程的方法与思想开

展PKMS设计与开发研究，为个人进行知识管理提供高

效工具。

4.2 未来发展趋势

PK M是与个人发展、时代发展紧密联系的交叉

学科，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与知识经济的变革，

PKM的内容需不断更新以保持持久的活力。自PKM提

出至今，相关学者已围绕该主题进行广泛探索，取得突

出研究成果，未来的研究需在已有理论和实践经验上，

进一步深入、拓展与创新。根据对现有研究的分析与总

结，本文提出未来的5个研究方向。

（1）个人知识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对于PKM主体，

相关文献集中于教师、学生和广泛知识工作者的PKM，

未来的研究可将从广泛定义下的知识工作者群体做进

一步细分研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各种职业

人员都需要PKM，以促进职业发展。为适应职业要求，

PKM呈现不同的特征和形态，因此基于广泛意义上的

知识工作者PKM研究不具有主体针对性，其适应性也

有待商榷，需要学者进一步地进行主体扩展研究。

（2）个人知识管理的绩效评价。个人在进行PKM
时受自身和客观条件影响，将产生不同的成效，绩效评

价能评估PKM作用，反映当前管理水平，为进一步调

整PKM策略和方法提供依据。绩效评价是PKM必不

可少的环节，当前关于绩效评价的研究极少，通过构建

PKM评价机制，为个人知识管理提供测评依据将是未

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3）个人微知识管理。个人微知识管理作为一种新

方式和新理念，是社交网络环境下PKM的拓展。微内容

是互联网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网络平台产生的社会

化、碎片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元。微知识蕴藏在

大量微内容中。微知识是知识的子集，可尝试将PKM
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个人微知识管理，以PKM技术手段

为支撑，对微内容中的微知识进行有效开发、管理和利

用（如云笔记可作为有效的工具帮助个人记录、管理微

知识）。很少有学者关注个人微知识管理，本文认为该

主题具有深入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将会成为未来的重

要研究方向之一。

（4）基于云存储的个人知识管理。随着云计算的

发展，云存储作为一种新型存储方式将提升PK M效

率。个人通过建立私人云盘，对非共享的大量个人知识

进行存储、组织及管理；共享云盘为多个体知识资源的

整合提供平台，便于个人知识的交流、共享与协作，有

利于个人知识的获取和学习。云存储在带来便捷的同时

也存在安全风险，尤其是企业的知识工作者选择在云

盘中存储企业内部工作信息和知识，若发生泄露可能

将对企业造成较大损失，基于云存储的PKM安全问题

应得到重视。

（5）前沿信息技术与个人知识管理系统的紧密结

合。技术工具是高效PKM的基础，如何利用日新月异的

信息技术手段改善PKM的实施效果是重要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促进PKM的智能化发展（如基于嵌入式神经

网络和模式识别技术的智能搜索引擎），使个体迅速有

效地检索知识；对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的智能自动分类、

理解、组织，有助于知识发现和知识扩展；分布式人工

智能的多代理技术将应用于协同环境下的PKM。云计

算及云存储技术给个人提供随时随地访问各种知识资

源的渠道，实现知识资源的整合与集成，以支持个体对

知识的利用或重用，并为用户提供分享知识的技术支

持。语义网作为Web 3.0的核心，将互联网变成巨大的

知识库并实现基于语义层面的知识匹配，利于个体知

识的获取与协同合作。此外，可视化技术用于知识的表

达是提高知识可用性的重要方法。前沿技术与PKMS
的紧密结合已呈现初步探索的形态，将会是未来值得

深入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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