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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时代,大量知识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赛博空间中, 但是特定类型的数字

知识只能被特定的数字系统 (程序 )直接使用, 而不能被其它类型的数字系统充分利

用,数字知识呈现相对 /隐性 0特征, 深刻影响了数字知识的共享利用。针对这一问

题,在对管理学和信息科学领域等隐性知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赛博空间隐性

知识概念,从数字化的角度扩展了隐性知识的内涵,以知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数据挖

掘和知识发现、机器学习、用户模型、企业应用集成、网格等方面, 分析了赛博空间隐

性知识的研究现状,并就传统隐性知识和赛博空间隐性知识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辨

析,以及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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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informat ion era, a great deal of know ledge ex ists in cyber space w ith d ig ital

fo rma.t How ever, the particular know ledge can on ly be used by the particu lar dig ita l system

( program ) directly but not by o ther d ig ital application system. The dig ita l know ledge pres-

ents the character of re lative imp lic itness, w hich prevents the further study on the d ig ital

know ledge to be shared. B ased on summarizing the concernedmateria ls o fm anagemen t and

info rmation science dom ain, th is paper puts forw ard and ex tends the concept of cyber im-

p licit know ledge from the know ledge sc ience and eng ineering doma in such as DataM ining,



Know ledge D iscovering, M achine Learning, U serM ode,l En terprise App lication Integration

( EA I), Gr id and so on. The paper ana ly zes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the cyber implicit

know ledge and differs it from the traditional imp lic it know ledge. A t last the further study is

s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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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知识创新与知识资源利

用问题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

推进, 电脑在知识获取、存储、传播、利用和创造中

扮演着越来越来重要的角色. 大量的知识以特定

的数字化形式存在由计算机或网络组成的赛博空

间 ( cyber space)中, 被特定的数字系统所处理和

应用; 但是, 赛博空间中大量的数字知识并没有得

到充分的利用, 对于许多系统而言它们是相对

/隐性0的知识, 显现出来的只是 /冰山一角 0. 因

此,本文力图将数字系统视为独立的认知主体,将

传统的基于人的隐性知识理论延伸到赛博空间,

研究数字化知识的隐性理论用, 为有效发掘和利

用数字知识奠定基础.

1 波兰尼的隐性知识

1958年,波兰尼 (M. Po lany i)在 5个人知识 -

迈向后批判哲学 6中首次提出隐性知识的概念:

/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 即以

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

类型的知识;而非系统阐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

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 0他把

前者称为显性知识 ( explicit know ledge, 亦称名言

知识 ), 后者称为隐性知识 ( tacit know ledge, 亦称

意会知识、默会知识 ) . 显性知识是能够用各种名

言符号加以表述的知识, 隐性知识是那种难以表

述的知识
[ 1]
.

波兰尼之后的学者, 例如德鲁克 ( Drucker)、

野中郁次郎 ( Iku jiroNonaka )
[ 2]
、格里门 ( H. Gr-i

men )
[ 3]
, 国内学者郁义鸿、王德禄、周城雄等人

也就隐性知识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隐性

知识做了进一步细化.周城雄认为:能表述、容易

表述或已经表述的知识就是显性知识;不能表述、

不易表述或还没有表述的知识就是隐性知识
[ 4]
.

知识资源可形象化地描述为一座冰山:结构化的

显性知识是海面上可见的冰山顶峰,海面下隐藏

的大部分冰山是隐性知识.

2 认知 /模块 0与多元智能

官能心理学等学派认为: 心理表现为许多可

以鉴别的机能,不同感官具有不同的机能,每一种

机能都在大脑的一定区域有各自的位置
[ 9]
. 美国

心理学家福多 ( Fodor)继承官能心理学的思想, 提

出认知功能的模块模型: 人脑在功能和结构上都

是由高度专门化并相对独立的 /模块 0组成; /模

块 0由遗传上规定, 具有特殊目的并独立起作用;

每一个模块像一个有特殊目的、具有专用数据库

的计算机,只能加工某些种类的信息并忽视对应

于其他模块的信息
[ 5]
.

目前,模块思想已发展成为多功能的系统理

论,在研究中得到较多学科发现和支持,如卡米诺

夫 - 史密斯 ( K arm ilo ff- Sm ith)从大量婴儿和幼

儿认知发展角度, 建立了 RR ( representat iona l re-

discription)模型,认为人的心理是模块性的,但不

是先天预成的,而是在发展中逐渐模块化的结果;

认知发展是领域特殊性的, 领域是支持某一特定

范围知识的一组表征,而模块是把这种知识和对

它的加工封闭起来的信息加工单元
[ 6 ]

.

1983年,霍华德. 加德纳 (How ard Gardner)在

5智能的架构6 ( F rames ofM ind)一书中提出了著名

的多元智能理论 ( the theory o f M ultiple Inte ll-i

gences).认为,智能是由许多相当独特、相对独立

的信息处理机制构成的, 人类具有七种不同的智

能:语言智能、逻辑 ) 数理智能、肢体运动智能、音

乐智能、空间智能、人际智能和内省智能. 在5多元
智能新视野 6中加德纳指出: /智能是一种计算能

力,即处理特定信息的能力, 这种能力源自人类生

物的和心理的本能,,;人类的每一种核心计算能

力 (即处理特定信息的能力 )的存在,必定伴随着

现行的或潜在的符号系统的产生.而此符号系统对

于使用发展那种能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0[ 7]
.

3 隐性知识的相对性

语言文字属于语言智能的符号系统, 数学公

式和各类图表符号属于逻辑 -数理智能的符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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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从多元智能的角度可以看出,波兰尼的显性与

隐性知识的划分是以能否用语言智能或逻辑 -数

理智能符号系统表达作为标准的, 其隐性知识可

以等价定义为: 个人性的知识能够以语言智能或

逻辑 -数理智能对应的符号系统完全表述的知识

是显性知识,而难以用这两种符号系统表述的是

隐性知识.图 1描述了这种多元智能与波兰尼隐

性知识的对应关系.

图 1 多元智能与波兰尼隐性知识的对应关系

Fig. 1 The correspond ing re lat ion sh ip ofM ultip le In te lligences and Polanyi. s tacit know ledge

  从属于非语言智能或逻辑 - 数理智能的知

识,由于不能够以语言智能或逻辑 -数理智能对

应的符号系统完全表述, 因此被波兰尼认为是隐

性的. 但是这些知识对于其所属的智能系统而言,

却是能够被充分理解、表达和利用.例如,虽然用

语言说出 /如何击中一个网球0是非常困难的, 但

是一个具备正常肢体运动智能的人稍加训练后

/击中一个网球0却不是难事. 打球需要的是身体

运动的知识,难以被语言智能或逻辑 -数理智能

理解运用 ) ) ) 不能表述或不易表述, 但是却可以

被肢体运动智能准确把握和运用 ) ) ) 击中球.

另一方面,一些能够以语言智能或逻辑 -数

理智能对应的符号系统完全表述的知识 (即波兰

尼的显性知识 )却可能难于被其他智能系统理解

和应用.例如著名的 /穆勒 - 莱尔错觉 0. 我们确

切地知道图 2中两条线段的长短相同,但是目测

时总是认为其中的一条比另一条长. 其原因是:实

际测量两条线的长度时,我们使用逻辑数理智能;

目测判断两条线的长度时,我们在运用空间智能.

在这个特殊的情形下, 逻辑数理智能的知识 (长

度相同 )没有被空间智能所理解和运用.

从上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一种类型的知识

能否被充分表述运用与所选择的智能系统密切相

关,不能被某些智能系统清晰表述的知识却可以

被另外的智能系统充分运用,反之亦然.在以能否

充分表述运用来划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时, 应

该把智能系统纳入一个整体考虑, 由此得到相对

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概念: 如果某类知识相对

于某种智能系统而言,可以完全表达和充分利用,

则该类知识就是相对于这个系统的显性知识; 反

之,某类知识相对于某种智能系统而言,难以表达

和利用,则该类知识就是相对于这个系统的隐性

知识.

图 2 穆勒 -莱尔错觉

F ig. 2 Muller - Ly le illu sion

4 赛博空间隐性知识概念

电脑是一种能够按照程序对各种数据进行自

动加工和处理的工具,电脑中的程序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是对人脑智能的模仿, 电脑所处理的数据

是人类知识的数字化表示, 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

的目标是让计算机具有人的智能.

从某种意义上, 人脑的隐性知识理论同样可

以向电脑中拓展, 电脑中结合知识发挥作用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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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立的主体是应用系统, 应用系统与它的知识

一起完成知识管理并发挥效用, 应用系统可对应

于人脑的智能.如图 3,描述了知识处理系统与知

识在管理学和信息科学领域的结合和过渡.

图 3 知识在管理学和信息科学领域的结合与过渡

F ig. 3 Know ledge in the m anagem en t sc ience and

informat ion sc ience in tegration and transition

按照波兰尼的隐性知识理论,电脑中的所有

知识都已经明确编码,因而都是显性知识;在电脑

中不存在隐性知识.但是, 在计算机里存在多种多

样的程序 (数字系统 ) ,各种类型的程序所能够接

收和处理的知识是不同的.比如企业中的 M IS系

统所处理的一般是各种表格数据, 而专家系统所

用的则通常是各种产生式规则.一般而言,表格数

据难于被专家系统直接处理, 产生式规则也难于

被 M IS系统利用.

如果把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程序类比于人的各

种智能,把它们看成认知主体, 那么就会在电脑中

发现与人脑类似的情况. 特定类型的 (数字 )知识

只能被特定类型的 (数字 )智能系统所理解和使

用;对于一种数字系统而言,在电脑中既存在能够

被该系统理解利用的数字知识, 也存在着大量不

能充分理解的数字知识. 借鉴个人隐性知识的理

论,前者称为赛博空间显性知识;后者称为赛博空

间隐性知识.

赛博空间隐性知识存在于计算机或网络系统

中,是人与数字系统遗留下来的资源和行为, 如

W eb、Email、文本、数据库、多媒体以及交易数据

和业务系统等. 赛博空间隐性知识的形式表现为

数据和用户行为两种. 在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数字

化组织中,由于用户的知识结构、经验、个人偏好

的原因,在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心智模

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传统的隐性知识形式.

5 赛博空间隐性知识相关研究

对于传统的个人隐性知识研究一直是理论界

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虽然赛博空间的隐性知识概

念还未见报道, 但是知识科学与工程中已有的一

些研究可以归入赛博空间隐性知识的范畴, 对赛

博空间隐性知识的挖掘、利用等已经有比较广泛

的研究,在一些特定的领域甚至研究有较深入的

研究, 下面从五个方面予以诠释.

5. 1 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

知识发现的目的是从数据中发现知识, 数据

挖掘 ( Data M ining )是知识发现中的一个特定步

骤.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 知识发现可分为 KDD

( Know ledge D iscovery in Databases)、W eb挖掘等.

数据挖掘作为辅助人类决策支持和分析的工具,

属于赛博空间隐性知识显性化范畴,它从大量的、

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

据中, 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 但

又是潜在有用的, 目标明确的信息和知识的过

程
[ 8]

.李兴森把通过数据挖掘技术获得的知识称

为智能知识 ( In telligent Know ledge ), 认为它是通

过人机交互的处理后具有记忆、识别、自我更新和

消亡等智能特征的有价的知识
[ 9]

.

5. 2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也称自动知识获取,它是使计算机

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 以获取新的知识或

技能, 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

身的性能.具有自适应学习功能的系统能够通过

用户对求解结果的大量反馈信息自动修改和完善

知识集,并能在问题求解过程中自动积累和形成

各种有用的知识.例如, 通过学习已知数据集 (样

本信息 )的特征和结果 (学习目标 )度量建立起预

测模型来预测并度量未知数据的特征和结果. 在

这一过程中,关于目标的知识是显性的,但如何达

到这一目标却是隐含的 ( know- how ) , 需要通过

采用类似于传统的 /试验 - 失误 - 学习 0的隐性

知识获取方法来建立预测模型.

5. 3 用户模型
用户模型是对某一用户行为、兴趣倾向的描

述,是个性化信息检索的核心技术. 建立用户模型

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 也是赛博空间隐性

知识的一种利用;如通过智能 Agent技术捕捉用

户的意图,利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对用户的操

作指令进行 /挖掘 0分析, 从而获得用户的需求、

偏好、背景知识、用户的交互和检索行为等.

5. 4 企业应用集成

企业应用集成 EA I ( Enterprise App lication

Integration) 将两个或更多的数字系统无缝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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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据、功能和应用的共享
[ 10]

. 如果把赛博空

间类比于人类社会,赛博空间中相关的应用系统

(赛博个体 )集合就可以视为一个组织, 从而 EA I

的核心就可以理解为个体赛博空间隐性知识向组

织显性数字知识的转化和共享. 这种转化可以发

生在语法的层面,也可能发生在语义的层面.

5. 5 网格

网格 ( G rid)按照发展的阶段可分为计算网

格、数据网格、信息网格和知识网格等. 计算网格

是指对网络上各种节点设备计算和处理能力的共

享,其处理的是二进制代码;数据网格和信息网格

是指对网络上数据和信息的共享; 知识网格则强

调对网络知识的共享, 它把网格技术的思想运用

到知识管理领域,能使用户或虚拟角色有效地获

取、发布、共享和管理知识资源,并为用户和其他

服务提供所需的知识服务,辅助实现知识创新、协

同工作、问题解决和决策支持
[ 11]

.

网格也可以视为由赛博个体组成的赛博组

织,其主要目的也是实现个体数字知识资源在组

织内的共享.但是,在网格组织中个体赛博空间隐

性知识向组织显性数字知识转化的时候与 EA I

不同. EA I中的转化发生在系统集成时, 而网格中

的转化发生在赛博个体加入网格时.

6 研究展望

目前,人们已经意识到隐性知识是企业创新

的源泉,能够不断为企业带来竞争利益.对于基于

人的隐性知识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和热

点,波兰尼个人隐性知识的内涵、特征、类型、度

量、作用、获取、共享和创新等方面都有了较深入

的研究.对于对赛博空间隐性知识的挖掘、利用等

也有比较广泛的研究,赛博空间隐性知识的内涵、

特征、类型、度量等基本理论还未见开展,对于赛

博空间隐性知识的利用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对于

一些特定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下一步,赛博空间

隐性知识的研究需从认知科学、心理学、管理学、

教育学和哲学等相关学科吸取营养,结合知识管

理、知识工程、人机交互、知识发现、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研究数字知识的基本理论问题,建立赛博

空间隐性知识理论框架, 解决赛博空间隐性知识

在不同维度的测评问题, 发现赛博空间隐性知识

的利用模式,总结出赛博空间隐性知识的理论、方

法和技术机制等.

参考文献:

[ 1]迈克尔# 波兰尼. 个人知识 - 迈向后批判哲学 [M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 2]野中郁次郎, 竹内弘高. 创造知识的企业 [ M ] . 李 萌,

高 飞, 译.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 3] G rim enH ara ld. Tacit Know ledge and the Study of O rgan-i

zation[M ]. Berg en: LOS- Center, 1991.

[ 4]周城雄.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概念辩析 [ J]. 情报理

论与实践, 2004( 2): 127- 129.

[ 5] Jerry Fodor.心理模块性 [M ] .李 丽,译. 上海: 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 2002.

[ 6] Annette Karm iloff- Sm ith. Beyond M odularity: A Deve-l

opm ental Pe rspectiv e on Cogn itive Science [ M ]. Cam-

bridge: M IT P ress, 1993.

[ 7]霍华德# 加德纳. 多元智能新视野 [ M ]. 沈致隆,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8]李  阳, 蒋国瑞.两种重要的知识管理技术: 数据挖掘

和知识发现 [ J] .情报杂志, 2007, 26( 3): 53- 54.

[ 9] 李兴森. 智能知识及其管理模式研究 [ D ].北京 :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8.

[ 10] Pau l Johannesson, E rik Per jons. Design P rinc ip les fo r

Application Inte rgration [ C ] / / Internationa l Con ference

on Advanced In fo rm ation System, Springer, 2000.

[ 11] H a i Zhuge. Sem antic g rid: scien tific issues, in frastruc-

tur, and me thodo logy[ J] . Comm un ications of the ACM,

2005, 48( 4) : 117- 119.

47第 24卷第 1期            刘志明等:赛博空间隐性知识内涵及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