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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知识化趋势下加强银行内部的知识管理 

宫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 本文从数据、信息、知识出发，提出了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和金融

知识化的概念。从金融电子化到金融信息化，再到金融知识化，其关系是层层递

进的。金融知识化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知识是银行业核心竞争力的

来源。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强知识管理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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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tarts from data,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nd discusses financial computerization,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knowledge, with their meanings building up. 

Financial in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Chinese 

banking system. Knowledge acquired in the bank is the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order to succeed in the compet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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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信息、知识 

知识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在今天，经济体系的知识积累使人们意识

到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而且这种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土地、劳动力

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重要程度。与此同时人们对知识的理解和研究也取得了

重要成果，知识重要性的提高和研究成果使得人们对知识的理解更加全面。 

要想明白知识的定义，就必须区分数据、信息和知识之间的关系。 

数据是指一系列的数字、图片、字母等，是关于事件和关于世界的一组

独立的事实，没有特定的环境。在组织中，数据通常指关于事实的结构化的

记录，但数据本身不包含背景和目的。 

信息是捕捉了来龙去脉的内容并加以经验和想法后的产物，是以半结构

化的内容存储的，是编制好的数据、表格、销售统计、有意义的谈话等，有

一定的环境。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信息是赋予了背景和目的的数

据”。 

 首页  论坛  杂志  学刊  专栏  交流  专页 学苑

《管理论坛》杂志 

 
论文投稿

 
关于论文发布证明

相关链接 

 
学术活动厅

 
专家讲座

 
中华管理论坛章程

 
个人专栏

返回首页 > 管理论坛杂志 欢迎您，访客 / 登录



知识是指编制好的信息，是由个人的隐式经验、想法、洞察力、价值以

及判断等组成的，是人们利用经验、学习交流和推断对信息进行有意义的分

析判断而形成的信念和价值观。知识的涵义在于提供将数据和信息转化为行

动之本的准则、观念及原则。 

因此，知识不是数据的简单积累，也不同于信息。信息只是知识的原料，只

能说明某些行动的效果，但并没有告诉未来面对类似的情况如何行动。信息

只有转化为指导未来行动的架构、原则或指南，才能称之为知识。 

二、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金融知识化 

SAP公司全球金融服务业高级副总裁贝尔德先生指出，中国金融业发展将

历经三个过程：第一是电子化，第二是信息化，第三是知识化。目前，我国

的金融业已基本实现了金融电子化，在金融信息化方面，还处在较低的层

次，而金融知识化在我国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以

及金融知识化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以银行业的应

用为主。因此，笔者将以银行业为研究对象，论述中国的银行业从金融电子

化到金融知识化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金融电子化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银

行初步搭起了金融电子化基础框架，逐步形成安全、高效、规范的金融电子

化服务体系，从以微机代替手工操作，实现全国范围内业务联网处理和支付

清算电子化，尤其是90年代末期以后，开始实施业务集中综合处理，利用互

联网技术和环境，开拓网上金融服务，基本实现了业务操作计算机化、支付

结算电子化、信息处理网络化和管理、办公自动化。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

较，我国金融电子化建设仍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从总体上说，完全手工

操作的银行支付体系已经走向消亡，更加讲求速度和安全的现代化电子清算

体系已经建立，大部分银行已基本上完成了或正在继续完成基础性的电子

化。 

金融信息化，是指利用数据仓库和管理系统把金融数据转化为有用的信

息以支持管理决策。银行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是一个具有信息优势的部

门，它每时每刻都在搜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包括票据信息、公司和个人账

户信息、公司和个人贷款信息等等。银行数据仓库是在西方商业银行面临着

从产品到客户的战略转型环境中产生的。应包含银行拥有的、从不同的数据

库和文件系统中提取的各类数据，这些数据全面反映了银行的实际经营情

况，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和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分析经营管

理中的问题，为管理层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环境和工具，使银行增加盈利和

提高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目前我国银行业只是实现了业务信息化，没有实现

管理信息化。银行的人力资源系统、财务系统、各种分析控制系统、评估系

统、客户管理系统都还不到位。对客户的评判只停留在静止的、片面的、主

观的水平上，不能对客户作动态的、全面的、客观的评价和准确、高效的选

择。可以说，中国的金融信息化才刚刚起步，仍处于较低的层次。 

金融知识化，是在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的基础上提出的。随着知识

经济的发展，知识已经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知识资本决定了银行业的竞争

力，“智力资本”是创造收益的实际推动力。因此，知识的生产、传播、交

换和利用将是金融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知识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



管理在银行管理中已经被摆到首要的地位。金融知识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

景下提出的，指以金融知识的识别、获取、分解、储存、传递和共享为核心

的金融企业内部的新型的管理模式，即知识管理模式。它强调对银行所有员

工的经验、知识、能力等因素的管理，实现知识共享并有效实现知识价值的

转化，以促使银行知识化，促进银行不断成熟和壮大。目前，金融知识化在

我国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尚未被中国的银行及其它金融企业广泛应用。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比较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和金融知识的差

异。金融电子化指银行采用先进的系统和设备，应用网络技术和数据技术，

对金融数据进行记录、保存和处理，使银行告别手工记录和纸张文档，金融

电子化侧重于银行的业务信息化；金融信息化强调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

的应用，将银行的金融数据转化为有用的信息以支持管理决策，并且可以从

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金融信息化不仅包括银行

的业务信息化，还包括管理信息化，因此是金融电子化的提升；而金融知识

化则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尤其是隐性金融知识对提升银行竞争力的重要作

用，知识管理已经成为银行的管理模式而取代传统的管理模式。 

从数据到信息，再从信息到知识，其关系是层层递进的。与之相对应，

把金融电子化提升为金融信息化，再将金融信息化提升为金融知识化。其关

系如图1所示： 

三、企业知识理论—金融知识化的理论背景 

企业的竞争优势从何而来？为了有效的解释这个问题产生了不同的企业

理论。 

资源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拥有或能支配的资源，

如土地、设备、资本、人力等。不同企业占有不同规模、不同组合的资源，

就产生了不同的经营规模和效益。 

企业内的资源有多种多样，但并非所有资源都可以成为企业竞争优势，

基于这些考虑，一些学者提出了企业能力理论。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是

“能力的独特集合体”，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的核心能力。正如

哈默和普拉哈拉德所认为的，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多方面资源、

技术、不同技能的有机组合，而不是单纯的企业资源。 



但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能力又是什么决定的？对能力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研究，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隐藏在企业能力背后并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

关键是企业掌握的知识，尤其是很难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的隐性知识以及与知

识密切相关的认识学习。也就是说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现有的

知识存量决定了企业发现市场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企业资源发挥效率的程度

也和企业拥有的知识密切相关。拥有自己核心能力的企业不易被竞争对手仿

效，从而形成独特、持久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理论的基

本观点。 

事实上，无论是资源学派还是企业能力理论都强调企业的能力来源于企

业的“独特资源”，这种“独特资源”不是别的，正是企业所拥有的难以交

易和模仿的知识。可以说资源学派和能力理论最终都走到了企业知识理论这

一轨道上来。 

企业知识理论正是金融知识化产生的理论前提。银行也是企业的一种，

企业知识理论同样适用于银行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也是银行内部独特的知

识体系。21世纪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智慧资本成为金融业发展的

灵魂，金融业的知识含量愈来愈高。中国银行业在与国际大银行的竞争中，

要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取决于各家银行投入运营过程中的人、财、物等有形

资产，而且更取决于银行研究开发并以快捷的方式将研究成果融入金融产品

或金融服务的能力。决定银行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将从传统的机构网点

数量、存贷款业务规模等转为对金融知识开发、创新与有效运用的程度。 

四、加强银行内部的知识管理 

尽管中国的金融业仍处在信息化建设阶段，对金融知识进行有效运用和

管理的意识较薄弱，但是，为了顺应金融知识化的发展趋势，中国银行业应

不断提高知识含量与知识内容，加强对知识的管理，知识管理势在必行。 

知识管理是指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也就是指对各种知识的连续管理的

过程，以满足现有和未来的需求，利用已有的和获取的知识资产，开拓新的

机会。知识管理的实质是对企业中所有员工的经验、知识、能力等因素的管

理，实现知识共享并有效实现知识价值的转化，以促使企业知识化，促进企

业不断成熟和壮大。 

就银行业的知识管理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知识管理的对象是知识，而银行的知识分为显性金融知识和隐性

金融知识两部分。 

显性金融知识指的是银行中已存在的系统知识，是有关客观的、理性的

和技能性的知识，如客户历史信贷数据、金融政策法规、软件、文件等，具

有可记载性和可查阅性两种特征。隐性金融知识通常处于主观的、认识的和

经验的学习范围，它具有高度个人化和隐秘性两种特征，主要指银行的职

员、专家、项目组或实践团体所掌握的未被记载的知识。所以，银行业知识

管理的内容不外乎包括对显性金融知识的管理（体现为对知识本身的管

理）、对隐性金融知识的管理（体现为对人的管理）以及对显性金融知识和

隐性金融知识之间变化过程的管理（体现为知识变换模式的建立）等三方



面。 

第二，银行的知识管理主要体现为对隐性金融知识的管理。 

在银行内部，知识不仅仅是被动地收集数据，或者将信息按某种既定的

方式排列以便于搜索，而且包含了银行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工作

方法和步骤。通常情况下，这些知识往往存在于员工的头脑中，不一定转化

成为文件或数据。比如，有经验的银行个人贷款职员通过几个关键问题，就

可以判断出借贷人的信誉。这一经验就是知识的具体表现。因此，隐性金融

知识在银行内部知识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银行的知识管理主要体现为对

隐性金融知识的管理。 

第三，知识管理过程本身是金融知识的学习、应用、创新和传播的过

程。 

银行积累和利用经验、教训，将银行的独有知识融入到金融产品或服务

及其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构建内部和外部知识网络以促进知识的交流与共

享。 

第四，知识管理以金融知识共享为目标，要求所有银行员工共同分享他

们所拥有的知识。 

五、小结 

本文从数据、信息、知识出发，提出了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和金融

知识化的概念，并对其内涵、特点、区别联系作了详细的论述。从数据到信

息，再从信息到知识，其关系是层层递进的。与之相对应，把金融电子化提

升为金融信息化，再将金融信息化提升为金融知识化。金融知识化已经成为

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介绍了金融知识化的理论依据，即企业知

识理论。知识资本已经成为银行业的第一要素，是银行业核心竞争力的来

源，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强知识管理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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