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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30401:2018《知识管理体系 要求》。
本文件与ISO30401:2018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第8章运行扩展为运行计划和控制(8.1)、研究开发(8.2)、产品/服务提供(8.3)、市场营销

(8.4)、运行保障(8.5)。
本文件与ISO30401:2018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19000、GB/T23703.1和GB/T23703.2(见第3章),以增强实

用性;
———更改了知识的定义(见3.25,ISO30401:2018中的3.25),删除了技能的定义(见ISO30401:

2018中的3.30),增加了知识显性化的定义(见3.34),以适应我国国情;
———更改了知识管理体系的内容,将知识管理体系构成由知识发展、知识传递与转化、知识管理促

成因素变更为知识活动和知识管理保障措施(见4.4,ISO30401:2018中的4.4),以适应我国

的实际情况,增加可操作性;
———增加了运行的内容(见第8章,ISO30401:2018中的第8章),针对各类型组织提供运行计划

和控制、研究开发、产品/服务提供、市场营销以及运行保障的具体要求,以适应我国的实际情

况、增加可操作性。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纳入了ISO30401:2018/Amd1:2022的修正内容,包括相关方、管理体系、纠正、协作、关键知

识、经验教训、行动前审查、知识管理、知识咖啡馆、知识管理体系、组织文化的术语和定义(见

3.2、3.4、3.20、3.23、3.26、3.27、3.28、3.29、3.31、3.32、3.33),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

用垂直双线(‖)进行了标示;
———纳入了ISO30401:2018/Amd2:2024的修正内容,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

双线(‖)进行了标示;
———增加了4.4.2、4.4.3和4.5中资料性的引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5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中科标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市质量和标准化院、浙江好易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陕西首创天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金华市智能

家居行业协会、完美(广东)日用品有限公司、义博通信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华中电力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广州开发区

知识城国际知识产权促进会、北京中科标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理工大学、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岳高峰、王淑敏、王军、曾小凡、夏燕、袁亮、马双斌、李元凤、黄宏霞、徐文渊、

吴丽璇、王育权、谢书鸿、金春华、黄东、高亮、温娜、于跃斌、闫航飞、梁小林、汤峥、吕庭彦、徐凯程、杨青海、
王志民、张伟娟、李威、党晓旭、黄宏霞、陈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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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目的

目前,组织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涌现。知识作为支

撑组织生存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有力支撑着组织的技术创新、质量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资产管理,成为

决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知识管理以组织的知识共享、重用、创新为目标,对知识的识别、创
造、获取、存储、共享、应用等活动进行规划和管理,从而增强组织知识资源开发利用能力。

知识管理的成功实施需要系统的方法进行指导,还有许多众所周知的障碍需要进一步克服,例如经

常与信息管理相混淆;以及许多关于知识管理实施方法的常见误解,例如认为实施知识管理,是简单地

购买软件系统,就可以实现知识管理的价值。
每个组织都需要针对其自身的业务需求和经营环境,精心策划知识管理的实施方法,从而反映其特

定需求和期望。
本文件的目的是制定通用知识管理体系的原则和要求:

a) 为期望优化其知识价值的组织提供指导;

b) 作为内部和外部认可的评审机构组织进行审核、认证、评价和认可的基础。

0.2 知识管理的价值

0.2.1 促进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技术变革的环境下,组织已不能再依靠知识的自发传播、应用跟上不断变化

的时代步伐。相反,组织需要以更快的速度有计划地获取、整合、分享、应用和保护知识;建立管理体

系,通过组织文化、知识库、业务流程、标准体系、信息通信技术等形式固化到组织中去,有助于实现组织

的可持续发展。
当今社会的劳动力流失和流动对组织知识管理和业务运行有重大影响。在许多组织中,关键知识

通常只被专家掌握和/或保留,当组织发生变化或这些专家离开时,知识有丢失的风险;在员工的入职

时,由于新员工原单位职业禁止限制,导致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由于知识分散于不同部门、岗位和关键员

工,导致知识不能被有效地分享和应用。
这需要将组织中的产品研发、销售网络、专利技术、业务流程、专业技能等知识,作为组织资产进行

规划管理、开发利用、保持保护。

0.2.2 提高员工素质及工作效率

工作的目的是产生有价值的结果,有价值的结果来自知识应用。通过将组织的知识运用于业务运

作的各个环节,例如可以提高业务管理水平、产品研发能力、生产经营水平、市场开拓能力、产品附加值、
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加强战略合作,从而建立竞争优势。尤其是对于地理上分散和分权的组织,在多个

地点执行相同的流程并提供相同的服务,可以通过跨组织边界共享实践、专业知识和学习获得巨大

优势。
开展知识获取活动,将促进学习、实践和交流,为组织中人员的专业发展创造机会,促进组织内和谐

发展。通过组织知识的共享与重用,可以提高员工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员工个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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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提升组织的市场价值

知识正成为组织财富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成为组织的核心资产。知识在许多领域尤

为重要:可以作出有效的决策,支持并提高流程效率,创造弹性和适应性,创造竞争优势,甚至可能成为

独立的产品。

0.2.4 促进不同组织之间的协作以实现共同目标

知识是一种无形的组织资产,需要像任何其他资产一样进行管理。知识需要开发、整合、保留、共
享、调整和应用,以便员工能够作出有效的决策并采取一致的行动,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新见解

来解决问题。知识管理是一种通过优化知识使用来提高学习和效率的整体方法,以便为组织创造价值。
知识管理支持现有的流程和发展战略。因此,需要与其他组织职能相结合。

0.2.5 增强用户满意度

通过为用户、社会提供更优质的产品、高效的服务,可以帮助组织提升用户满意程度和社会公众满

意程度。

0.3 指导原则

针对所有相关方的需求,实施并保持持续改进其业绩的知识管理,可使组织获得成功。实施知识管

理遵循以下原则。

a) 领导作用:对领导者、管理者的培训和教育是取得知识管理成功的关键。领导者的支持和参

与,是系统实施知识管理的前提和保障。

b) 战略导向:不同组织由于其行业环境、组织特点、战略选择和知识特征的不同,会导致该组织在

知识管理战略选择上方向和路径不同。因此,组织需要基于对自身经营战略、知识管理现状及

其需求的分析,将知识管理战略融入组织的业务战略之中,以支撑组织战略目标。

c) 业务驱动:组织需要在不同的规划期内,以核心业务为向导,针对业务热点或主题来推进知识

管理,实现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知识流程的有效衔接和互动。

d) 文化融合:知识管理涉及人员、文化、制度、行为模式等多方面的问题。实施时,要抛弃单纯从

技术出发的观念,宜将知识管理思想、理念和方法与组织现有的文化和行为模式相融合。

e) 技术保障:组织要采用适宜的技术设施来保障知识管理的实施,从而在业务或文化角度推进知

识管理时,使知识管理的成果固化和持久。

f) 知识创新:组织要制定制度鼓励员工创新,将知识管理与创新的绩效挂钩,激发员工的创新自

主性。鼓励员工勇于试错,并愿意承担员工创新的风险。在员工创新的过程中,阶段性的创新

成果要通过知识管理来固定、分享和保护。

g) 知识保护:在组织创造、积累、分享和应用知识的同时,要注重组织内部知识的安全保密,维护

好组织知识,保护知识产权,避免因人员的流动、合作伙伴、供应商等因素导致的知识流失与

损失。

h) 持续改进:知识管理作为组织内一项日常管理工作,要定期检查评审,持续改进。

0.4 知识管理范围

不同组织之间的知识管理有所不同。附录A解释了范围,将各种知识状态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
附录B给出了相关的知识管理领域,并将其与相邻学科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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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体系 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为建立、实施、维护、审查和改进组织内知识管理的有效管理体系设定了要求,并提供了指导

方针。
本文件适用于任何组织,无论其类型或规模如何,也无论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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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GB/T19000—2016,ISO9000:2015,IDT)

GB/T23703.1 知识管理 第1部分:框架

GB/T23703.2 知识管理 第2部分: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3703.1、GB/T23703.2、GB/T190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组织 organization
为实现目标(3.8),由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构成自身功能的一个人或一组人。

  注:组织的概念包括但不限于企事业单位、行政机构、代理商、集团、学校、商业银行、合营公司、协会、慈善机构或研

究机构,或上述组织的部分或组合,无论是否为法人组织、公有的或私有的。

3.2
相关方 interestedparty;stakeholder
能影响决策或活动、受决策或活动所影响或自认为受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组织(3.1)。

  示例:包括客户、股东、组织中的员工、供应商、银行家、工会、工作委员会、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或利益集团在内的

社会团体。

3.3
要求 requirement
明示的、通常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求或期望。
注1:通常隐含是指组织和相关方的惯例或一般做法,所考虑的需求或期望是不言而喻的。
注2:特定要求是明示的要求,如在成文信息中阐明。

3.4
管理体系 managementsystem
在组织内建立方针(3.7)、目标(3.8)以及实现这些目标(3.8)的过程(3.12)的相关关联或相互作用

的一组要素。
注1:一个管理体系可能针对单一的领域或几个领域。

注2:管理体系要素规定了组织的结构、岗位和职责、策划、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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