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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3703《知识管理》包括以下部分:
———第1部分:框架;
———第2部分:术语;
———第3部分:组织文化;
———第4部分:知识活动;
———第5部分:实施指南;
———第6部分:评价。
本部分为GB/T23703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术语与语言内容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蓝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

中心、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艳琦、邢立强、贾晓霞、岳高峰、郭秀婷、史立武、朱虹、吕学强、葛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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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知识正逐渐成为当今组织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意味着当代社会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但

是,知识管理的基本概念和框架模型在我国目前还缺乏统一的认识。GB/T23703的本部分界定了基

于知识的组织文化的概念、特征、与知识管理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了基于知识的组织文化建设的有关内

容和若干方面,为开展适用于知识管理的组织文化的研究、培训、学术交流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我国组织

开展适用于知识管理的组织文化建设提供指导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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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
第3部分:组织文化

1 范围

GB/T23703的本部分给出了知识管理与组织文化之间的关系、基于知识的组织文化特征,并提供

了若干开展基于知识的组织文化的方法与工具。
本部分适用于以组织文化为基础推进知识管理的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3703.2 知识管理 第2部分: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3703.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知识管理与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在探索适应外部环境和整合内部资源的过程形成的,得到组织全体成员普遍

接受,包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团队意识、思维方式、工作作风、心理预期和团体归属感等。因一贯运行

良好而被认为行之有效,并且被当作感知和思考的途径传递给组织新成员。
组织文化是知识管理成功与否的关键。知识管理的实施要根据具体的组织情境,采用不同的知识

管理战略和工具去适应组织文化,进而在实践过程中渐进地营造基于知识的组织文化。在基于知识的

组织文化中,强调通过学习来构建组织的持续竞争优势。与正式组织结构采用的行政命令方式相比,非
正式组织结构更有助于知识在个体、团队和组织之间的传递与共享,更有助于创造新知识。

5 基于知识的组织文化特征

5.1 信任

员工、团队、组织之间的信任是知识交流与共享的前提。在基于知识的组织文化中,信任是知识传

递得以高效进行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隐性知识的扩散过程中。信任包括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信任、以
能力为基础的信任以及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等。没有相互信任,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组织之间都难以

真正地交流和共享。

5.2 共享

合作共赢、共同分享。正是组织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使得组织能够将内部分散的知识契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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