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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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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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思维造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蓝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行之知识产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中科标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柴颖娟、岳高峰、鹿宇明、王志强、王淑敏、徐霞、沈仁奎、黄德毅、黄征宇、王双、

李婳婧、王志民、邵光保、裴飞、金春华、吴庆海、谢秋琪、戚菲。

Ⅰ

GB/T41306—2022



引  言

  通过学习、实践或探索所获得的认识、判断或技能,能够帮助人们决策与行动。知识具有系统化、结
构化的特征。知识是人类理解与学习的结果。知识的价值,在于优化人们的决策与行动。相对于组织

知识、团队知识而言,个人知识管理注重个体发展而进行知识的识别、获取、应用、保护和管理等活动。
个人知识管理是知识管理领域的重要分支,也是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知识服务内容。

在知识型社会,人们更加注重知识的学习,实现个人发展。个人知识服务是围绕个人发展愿景,分
析个人知识的需求,为个人提供知识的识别、识别、开发、加工整理、交易交付、评价等服务。个人知识服

务对于个人知识技能的提升,对于有经验的专家实现知识分享和转移,对于促进知识交易,形成知识市

场,促进知识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互联网提供的个人知识服务,能够推进知识资源的分

享、共用,有助于实现信息公平,对知识型社会的开放创新也有促进作用。
本文件致力于为基于互联网的个人知识服务提供通用的总体框架,界定知识服务过程中的相关概

念,提出了个人知识的概念,个人知识服务的流程环节和相关质量和知识产权要求,有助于形成良好的

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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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个人知识服务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互联网的个人知识服务的概念、知识产品、知识服务、机构与人员以及知识服务

平台等通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互联网为个人知识提供的知识服务或知识产品的设计、开发、测评和改进等,也

适用于基于互联网的个人知识服务平台系统的设计、开发、测评和改进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知识服务 knowledgeservice
以知识产品为核心开展知识的识别、开发、质量检测、交易和交付、客户支持、评价中的服务活动。

3.2 
个人知识服务 personalknowledgeservice
面向个人提供的知识服务。

3.3 
知识产品 knowledgeproduct
通过个体人员或组织的创造性活动产生的智力成果。

3.4 
知识服务平台 personalknowledgeserviceplatform
提供知识服务的网络信息平台。

3.5 
知识生产者 knowledgeproducer
提供知识产品的组织或个人。

3.6 
知识工作者 knowledgeworker
围绕知识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开展相关工作的人员。
注:知识工作者包括知识服务平台经营服务人员、知识生产者、平台技术人员等。

3.7 
知识经营者 knowledgeoperators
通过知识服务平台从事知识服务经营活动的组织或个人。

3.8 
知识使用者 knowledgeconsumer
使用知识产品的个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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