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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下的知识流动：企业如何应用

SECI 模型促进创新
郭一唯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  100191

摘      要  ：   在数字化时代，企业必须进行转型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本文探讨了 SECI 模型（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内在化）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应用，旨在通过知识管理促进企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阐释了数字

化工具和平台在 SECI 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知识流动和创新的策略。研究表明，SECI 模型在数字化转型

中具有关键作用，有效知识管理能加速知识流动和创新。文章最后提出策略，帮助企业优化数字化转型，构建支持持

续创新的知识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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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digital age, enterprises must transform to adapt to the new market environ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SECI model (soci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composition, internalization) i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iming to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knowledge managemen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role of digital tools and platforms in the SECI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strategies to 

promote knowledge flow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SECI model plays a key role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ffective knowledge management can accelerate knowledge flow and innov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trategies to help enterprises optimiz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build a 

knowledg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ontinuou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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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范围内企业很多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压力 , 尤其是中小企业 [1]。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涉及技术应用，更

关乎企业文化、战略和运营模式的深刻变革。在此过程中，有效地进行知识管理对企业实现创新、提高效率、适应市场变化至关重要。

因此，优化知识管理策略成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企业需构建与数字化转型相匹配的知识管理体系，确保知识的创造、传

播和应用能够高效进行。知识作为企业的重要资产，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知识管理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作用，并探索如何通过 SECI 模型优化这一过程。研究重点在

于揭示知识流动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性影响，以及如何构建支持知识共享和创新的知识生态系统，以增强企业竞争力。通过本

研究，企业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知识管理的最佳实践，促进组织内部知识流动，加速创新过程，从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发展。

一、相关理论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概念最早由Patel和McCarthy（2000）[2]

提出，当时这个概念未被明确定义。国外学者 Fitzgeral（2013）[3]

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对企业各部门业务进行改造，例如将数字化

工具与运营、销售等传统业务流程进行融合，简化业务操作并

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此后有学者指出，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在于

运用数字技术，将企业内部及外部的数据资源转化为可利用的知

识，以支持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从而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同时

减少资源消耗，加速企业创新进程，进而促使企业实现价值的最

大化 [4]。

陈红等（2022）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化升级为

基础，进一步作用于公司核心业务，从而改变企业原有的商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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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5]。企业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过程中，数字技术为企业生产的

各个环节赋能 [6]，通过不断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本质即利用数字技术的赋能升级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个战略

管理视角（Fitzgerald 和 Kruschwitz，2013）[7]。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即企业将数字技术与企

业的各个业务环节结合起来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过程，这一过程

涉及将各业务流程与 AI、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结合，实现

业务数字化、数据化，旨在提升企业竞争力与绩效水平，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二）知识管理

刘冀生 [8] 等认为知识管理应该是一种战略手段，企业的核

心战略能力应该是是知识管理能力，并提出了知识管理战略的概

念。国内学者左美云 [9] 对国内外企业的知识管理研究做出了总结

归纳。知识管理可以被总结出3个流派。技术学派认为，针对信息

和数据的管理就是知识管理。行为学派认为一个动态循环的知识

流转、转化过程才能被称为知识管理，本质上知识管理还是对于

人的管理。综合派认为知识管理不止针对信息和数据进行管理，

还涉及对人进行管理，并且需要把人与信息进行关联，将信息处

理能力与创新能力结合。企业知识管理旨在能够利用采用信息系

统与股票期权等技术上的条件支持与实质性激励，和通过设计、

构造完善的组织架构，包括企业文化的建设，来挖掘企业各层级

固有知识、引导员工知识创新，实现整个企业的动态知识共享，

并将这些流动的知识共享应用到实际当中，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

力，为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做保障。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知识管理不仅是整合与利用企业

内外部知识资源的关键，更是推动企业创新和发展的驱动力。通

过有效的知识管理，企业能够优化决策，加速技术革新，构建灵

活、创新的经营模式，从而提升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综上

所述，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实施离不开知识管理的战略支持，企业

应高度重视并加强知识管理体系的建设。

（三）SECI 模型

SECI 模型即“知识螺旋模型”， 是日本管理学家野中郁

次郎和竹内弘高提出的知识创造模型 [10]，旨在描述知识创造过

程中的动态循环。这个模型包含社会化（Socialization）、 外

在 化（Externalization）、 组 合 化（Combination） 和 内 在 化

（Internalization），它们相互关联并形成一个连续的知识创造和

转化过程。

社会化是知识从显性向隐性转化的过程，在社会化阶段，成

员通过模仿、实践和亲身体验，学习组织的文化、技能和知识。社

会化有助于知识的传承和个人能力的提升；外在化是将隐性知识转

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通过对话、讨论和反思，个人能够将内在的

思考和经验表达出来，形成可以共享和记录的显性知识；在组合化

阶段，显性知识被系统化和结构化，形成新的知识体系。这个阶段

涉及到知识的整合和重组，通过数据库、手册和制定标准流程等方

式，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和应用；内在化是显性知识转化为个人隐

性知识的过程，通过学习和实践，个体将显性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理

解和技能，为进一步的社会化和创新打下基础。

这四个阶段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动态的知识创造循环。社会

化和外在化是知识的生成和表达阶段，而组合化和内在化则是知

识的传播和应用阶段。SECI 模型强调知识在不同形式和个体之间

的流动和转化，是知识管理过程中的重要部分。通过有效地应用

SECI 模型，企业可以更好地管理其知识资源，加速知识的流动和

转化，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

（四）SECI 模型促进企业的知识创新机制

SECI 模型促进企业知识创新分别体现在四个阶段。社会化阶

段强调知识的个人化传递，新成员吸收组织文化和隐性知识，为知

识创新奠定基础；外在化阶段借助数字化工具，如知识管理系统促

进知识的可视化和共享；组合化阶段利用信息技术整合分散的显性

知识，形成系统化的知识库，为跨部门协作和决策提供支持，加速

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内在化阶段通过培训和学习，帮助员工将显性

知识内化为个人能力，进而激发新的创意和解决方案。SECI 模型的

这一动态循环过程促进知识的流动和转化，并且能为企业构建持续

创新的知识生态系统，从而推动组织的知识创新。

二、数字化工具与 SECI 模型的结合

在数字化时代，为保持企业竞争力，必须利用数字化工具来

促进知识的创造、共享、整合和应用。SECI 模型作为知识管理

的关键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的方法来理解和促进知识流

动。接下来将探讨数字化工具如何与 SECI 模型相结合，以支持知

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一）数字化工具在 SECI 模型中的作用

数字化工具，包括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客户关系管

理（CRM）、知识管理系统（KMS）、协作平台和大数据分析工

具等，已经成为现代企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工具在 SECI

模型的每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化阶段，数字化工具通过提供虚拟协作空间，促进员工

之间的隐性知识传递。例如，通过在线学习平台，新员工可以快

速融入企业文化，学习必要的技能和知识。

外在化阶段，通过知识可视化和概念图工具，员工能够将隐

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这种转化是知识创新的第一步，有助于

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组合化阶段，数字化工具如内容管理系统（CMS）和文档共

享平台，使得知识的整合和重组变得更加容易。这些工具支持跨

部门的知识整合，有助于促进新观点和解决方案的产生。

内在化阶段，通过个性化的学习推荐系统和智能搜索引擎，

员工可以快速找到并吸收新知识，实现知识的内化和应用。

（二） 数字化工具促进知识流动的机制

数字化工具对促进 SECI 模型中的知识流动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等协作平台加强员工之间的交流与协

作，为社会化过程提供便利，从而促进隐性知识的传递和共享。

云存储和在线文档编辑等技术手段，使得知识的共享和传播更加

迅速和广泛，加速知识的组合化过程。

搜索引擎和推荐算法的应用可以帮助员工快速发现和获取所

需的显性知识，提高知识发现与获取的效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揭示知识之间的潜在联系，促进新知识的创

造，从而推动知识的整合与创新。通过在线培训和模拟环境等数

字化学习工具，员工的持续学习和技能适应得到支持，加速知识

的内在化过程。

（三） 挑战与优化策略

尽管数字化工具为知识流动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但在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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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数据安全、技术接受度、信息过载

等。为了克服这些挑战，企业需要通过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

措施，确保知识共享过程中的信息安全；定期组织培训和教育，

提高员工对数字化工具的认识和使用意愿；智能过滤和个性化推

荐的应用可以减少信息过载，提高知识获取的效率；同时，企业

需要根据员工的反馈和使用情况，不断优化和升级数字化工具，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四）小结

数字化工具与 SECI 模型的结合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知识

管理平台，有助于加速知识的流动和创新。通过有效利用这些工

具，企业不仅能够提高运营效率，还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

持领先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需要不断评估和优化其知

识管理策略，确保数字化工具能够在 SECI 模型的每个阶段发挥最

大的效用。

三、基于 SECI 模型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一）构建知识共享的企业文化

构建知识共享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领导层的

支持和示范对塑造积极的知识共享氛围至关重要，应通过领导者的

实际行动来强调知识共享的重要性。在建立与知识共享行为相挂钩

的激励机制的同时确保这些措施与组织战略目标相契合，从而激发

员工分享知识的积极性。培养开放、包容的沟通环境，让员工能够

自由地交流想法和经验，也是促进知识自然流动的关键。

企业也应创造一个鼓励创新和尝试新想法的环境，实施快速

原型开发技术，利用敏捷开发方法快速测试和迭代新的想法和解

决方案。同时，允许失败的存在，鼓励员工从失败中学习，并将

这些经验转化为组织的知识资产。

（二）利用数字化工具优化知识管理流程

知识的收集与存储方面，通过知识管理系统（KMS）和内

容管理系统（CMS）等工具，企业可以捕获和存储组织内外的知

识，确保知识的可访问性和持久性。知识的检索与传播方面，搜

索引擎的优化和智能推荐系统的建立可以提高员工检索相关知识

的效率，加速知识的传播。知识整合应用方面，企业可借助大数

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分散的知识资源，为决策提供有力支

持，促进知识的内化和应用。

（三）促进跨部门协作

知识流动过程需要跨部门协作支撑。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建

立跨部门项目和团队，企业可以鼓励不同背景和专业知识的员工

之间的协作。利用数字化协作平台，如企业社交网络和项目管理

工具，支持团队成员之间的实时沟通和协作，提高协作效率。最

后，企业应鼓励员工从不同部门和团队获取知识，以增加组织的

知识多样性，促进创新思维的产生。

（四）强化员工能力发展

企业应为员工提供持续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帮助他们掌握

必要的技能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利用在线学习管理系统

（LMS）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支持他们的职业发展和知

识更新。同时，鼓励员工进行自我驱动的学习，根据员工个人兴

趣和职业目标进行自我提升，以促进个人和组织的知识增长。

（五）小结

基于 SECI 模型的数字化转型策略需要企业在文化、流程、技

术、人员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企业

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和利用知识资源，加速知识的流动和创新，从

而在数字化时代中获得竞争优势。这些策略的成功实施则需要企

业不断地评估和调整，以期在市场变化时能够及时调整并适应，

在不断更新迭代的技术环境中跟上浪潮。

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的更新，更是组织文化和运营模式的

深刻变革。企业必须采取全面和系统的策略，以确保知识管理与数

字化转型的同步发展，构建一个真正支持创新的知识生态系统。

四、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下企业如何应用 SECI 模型促进

知识流动与创新。研究发现，SECI 模型通过社会化、外在化、组合

化和内在化四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知识创造循环，对企业的

知识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工具的引入，为 SECI 模型

的每个阶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加速知识的流动和转化。

基于文章探讨内容，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应构建知识共

享的企业文化，利用数字化工具优化知识管理流程，促进跨部门协

作，并强化员工能力发展，这是实现知识创新的关键策略。企业应

重视领导层在知识共享中的作用，建立与知识共享行为相挂钩的激

励机制，同时创造一个鼓励创新和尝试新想法的环境。

未来，企业应继续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利用 SECI 模型进行知识

管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

新兴技术的发展，企业可以进一步集成这些技术到 SECI 模型中，

以实现更高级的知识自动化管理和智能决策支持。同时，企业也需

要关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伦理和安全问题，确保知识管

理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企业需要建立一个灵活、开放的知识生态

系统，不仅能够快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且能够促进内部知

识的自由流动和创新应用。通过这样的生态系统，企业能够持续

地提升其竞争力，并在数字化时代中实现长期的成功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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