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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基本概念 

知識管理是指組織有系統、明確地對其知識資產進
行充分地探索(Explore)與運用(Exploit)，以提升
組織內知識相關工作的績效，並達到報酬的極大化。 

是一個整合及系統性的概念 
 知識管理依靠於有效地領導力與協同合作的知識型文
化(文化) 

 知識的管理能夠從組織群體被定義、辨識、獲取、組
織、散佈，並經由完善的規章制度及辦法執行(流程) 

 資訊科技環境有助知識型文化及流程的運作(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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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知識管理工具在知識管理的功能 

知識社群 

專家黃頁 

知識地圖 

是指組織內以電腦化及在線上儲存的某一 
領域相關之知識、經驗、文件及專業技能 
等，且這些知識都已經過整合、過濾、索 
引、分類等加工及提煉的過程。 

由組織中一群有相同興趣、共同需要解決 
的問題、對某主題有興趣的人組成，對組 
織目標有高度的貢獻，並協助組織達成目 
標(Wenger et al., 2002)  

是指組織內專精於某一領域知識、經驗及 
專業技能等的專家名單及其專長簡介，經 
過索引、分類等方式以電腦化及在線上通 
訊的方式提供互動聯繫方式。 



知識管理評量機制與系統 

 可藉此掌握對知識管理觀念及其主要精髓與關鍵活動。 

 提供知識管理成熟度的進程概念、協助企業診斷「知識
管理成熟度」。 

 可瞭解國內企業推動知識管理的發展現況，以制定適當
政策加以引導或扶持。 

 經濟部工業局系統  

知識管理評量網站： 

http://km.ekm.org.tw/KMPP2011/Web/KMAssessm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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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關鍵領域的內涵_1 

關 鍵 領 域 內                        涵 

1 知識管理策略  組織能夠全面性地連結知識資源及策略性需求的方法。  

2 知識管理推動  提升且促進知識管理執行的單位、規章和機制。  

3 知識管理評量  
評估對知識管理解決方案(KM solutions)的需求，包括知
識發現、知識擷取、知識分享、知識應用，以及其對個
人或組織的績效。  

4 智慧資本  
指員工的知識、經驗和智力，以及存在組織資料庫、系
統、流程、文化和經營哲學中的知識資源。  

5 知識辨識及分類  
辨識有關產品、服務、營運流程的內隱及外顯知識，並
加以分類。  

6 知識分享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如：討論、辯論、共同解決問題），藉由這
些活動，一個單位（如：小組、部門）會受到其他單位在內隱及
外顯知識的影響。  

7 知識擷取  
擷取存在人、物件或組織實體裡的內隱或外顯知識。  

8 知識儲存  
儲存在工作執行和決策活動中，所觀察到的結果、因果關係及例
外等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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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關鍵領域的內涵_2 

關 鍵 領 域 內                        涵 

9 知識應用  
個人利用其他個體所擁有的知識，並不需要實際獲得或學習
此知識。  

10 知識創造與創新  

創造是指持續地自我超越的流程，跨越舊思維進入新視野，
獲得新的脈胳、對世界的新看法以及新知識。 

創新是指「新想法、新流程、新產品或服務的產生、認同並
落實」或「相關單位採納新的想法、實務或物件」。  

11 知識保護  保護內隱和外顯知識，免於受到塗改、利用和惡化。 

12 知識學習與訓練  
學習是指透過更好的知識及理解以改進行動。 

訓練的結果是造成學員能力的提升（如：知識和技能的獲得
），並且提供維持知識及技能的基礎。  

13 最佳實務  
一項可以產出優秀結果的實務，此實務是透過有系統的甄選
程序，並且能夠成功地被示範。  

14 實務社群(CoPs)  
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在特定的實務上互相分享及學習，以達到
策略性目的。  

15 資訊科技基礎  包括資料的處理、儲存、通訊科技與系統以及資訊的管理。  

16 知識管理系統  
管理組織知識的資訊系統，亦即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系統以
支持並增強知識創造、儲存、淬取、移轉及應用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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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份研究調查結果 
 Research Trends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alyzing 

the Past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Yogesh K. Dwivedi, 

Krishna Venkitachalam, Amir M. Sharif, Wafi Al 

Karaghouli, and Vishanth Weerakkody) 

 全球性資料，於2011年發表。 

 調查年份涵蓋34年(1974–2008) 

 共1043篇研究論文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statu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0: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degree theses(Changling 

Li, Fengjiao Guo, Ling Zhi, Zhiping Han, Feifan Liu) 

 以大陸資料為主，於2013年發表。 

 調查年份涵蓋5年(2006–2010) 

 共1416篇碩博士論文(碩士論文:1243篇，博士論文17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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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otal of 89 Web of Science ®  Subject Categories have 

published research on KM. 

 Subject area [N = 89] Record 

count 

% of 

1043 

1 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S (電腦科學、資訊系統) 222  21.28% 

2 COMPUTER SCI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電腦科學、人工智慧) 221  21.19% 

3 MANAGEMENT (管理) 
 

200  19.18% 

4 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  

 
172 16.49% 

5 COMPUTER SCIENCE, THEORY & METHODS  

 
129  12.37% 

6 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  

 
124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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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area [N = 89] Record 

count 

% of 1043 

7 COMPUTER SCIENCE, SOFTWARE ENGINEERING 70 6.71% 

8 COMPUTER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69 6.62% 

9 BUSINESS  (企業管理) 63 6.04% 

10 ENGINEERING, INDUSTRIAL 59 5.66% 

11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52 4.99% 

12 ENGINEERING, MULTIDISCIPLINARY 38 3.64% 

13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32 3.07% 

14 COMPUTER SCIENCE, CYBERNETICS 27 2.59% 

15 MEDICAL INFORMATICS 22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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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Record count % of 1043 

2002 141 13.52% 

2005  136 13.04% 

2004 122 11.70% 

2003 116 11.12% 

2001 106 10.16% 

2006 105 10.07% 

2007 95 9.11% 

2000 78 7.48% 

1999 40 3.84% 

1998 28 2.68% 

2008 23 2.21%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on KM has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aft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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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化 外化 

內化 結合 
內隱知識 

內隱知識 

外顯知識 

外顯知識 

知識螺旋圖(NONAKA) 

Nonaka, I. and Takeuchi, H. (1995) 

The Knowledge Creating Comp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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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cord count % of 1043 

USA 321 13.52% 

UK  162 13.04% 

GERMANY 104 11.70% 

TAIWAN 64 11.12% 

CANADA 51 10.16% 

PEOPLES R CHINA 44 10.07% 

AUSTRALIA 39 9.11% 

ITALY 30 7.48% 

NETHERLANDS 30 3.84% 

AUSTRIA 29 2.68% 

KM research in the field across the 1043 publications identified covered a total of 

55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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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百分比 

個案研究 26.8% 

問卷調查 16.9% 

文獻回顧 15.4% 

發展架構 14.5% 

訪談法 11.9% 

數學模式 4.8% 

內容分析(文獻) 2.6% 

田野調查(觀察) 1.8% 

其他 5.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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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研究類別以「資訊科技、 系統」為大宗。 

 研究數量從2002~2008年呈現下降趨勢。 

 研究國家以美國為首，台灣第四、大陸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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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研究發現_研究議題(前10名)_碩士論文 

議題 篇數 百分比 

Corporate Management (企業管理) 206  17%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管理科學與科
技) 

 148  12%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企業管理) 114 9% 

Education Technology (教育科技) 100 8% 

Information Science (資訊科學) 97 7% 

Computer Applied Technology (電腦應用科技) 56 4% 

Software Engineering (軟體工程) 42 3% 

Library Science (圖書館科學) 40 3% 

Technology Economy and Management (科技經
濟與管理)   

36 2% 

Project Management (專案管理) 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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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研究發現_研究議題(前10名)_博士論文 

議題 篇數 百分比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電腦科學與科技) 63 36% 

Corporate Management (企業管理) 22 13% 

Technology Economy and Management (科技經濟與
管理) 

22 13% 

Mechanical Manufacture and Automation (機械製造
與自動化) 

6 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科學與科技管
理) 

6 3% 

Computer Software and Theory (電腦軟體與理論) 5 3% 

Information Science (資訊科學) 4 2% 

Computer Applied Technology (電腦應用科技)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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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研究發現_研究單位(前10名)_碩士論文  

學校 篇數 百分比 

Jilin university (吉林大學) 64  5%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華東師範大學) 44 4% 

University of Tianjin (天津大學) 43 4% 

Shandong University  (山東大學) 42 4% 

University of Chongqing  (重慶大學) 38 3%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Dalian( 大連理工大學) 37 3%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上海交通大學) 36 3%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學) 34 3% 

Beijing Jiao tong University (北京交通大學) 32 3%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東北師範大學) 3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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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研究發現_研究單位(前9名)_博士論文 

學校 篇數 百分比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Dalian (大連理工大學) 19 11%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學) 14 8% 

Jilin university (吉林大學) 13 8% 

University of Tianjin (天津大學) 11 6%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武漢理工大學) 9 5%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上海交通大學) 8 5% 

Tongji university (同濟大學) 7 4% 

Harbin industrial university (哈爾濱工業大學) 6 3% 

Central China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華中科技大學)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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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研究發現_主要關鍵字_1 

關鍵字 
次
數 

關鍵字 
次
數 

Knowledge sharing (知識分享) 118 Knowledge map (知識地圖) 26 

Tacit knowledge (隱性知識) 67 Knowledge economy (知識經濟) 25 

Knowledge staff (知識工作者) 55 Core competitiveness (核心競爭力) 21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知識管理系統) 53 WEB 2.0 21 

Ontology (知識本體論) 41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資源管理) 21 

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個人知識管理) 35 Learning organization (學習組織) 20 

Intellectual property (智慧資本) 35 Enterprise culture (企業文化) 19 

Knowledge innovation (知識創新) 31 Workflow (工作流程) 19 

Explicit knowledge (外顯知識) 30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智慧財產管理) 17 

Knowledge transfer (知識移轉) 29 Cust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顧客知識管理) 17 

Project management (專案管理) 29 Strategy (策略) 17 

Knowledge base (管理基礎) 28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模糊評估) 16 

Performance evaluation (績效評估) 28 Knowledge-based enterprise (知識型企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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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研究發現_主要關鍵字_ 2 

關鍵字 
次
數 

關鍵字 
次
數 

Data mining (資料探勘) 15 Enterprise (企業) 11 

Knowledge service (知識服務) 14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中小型企業) 10 

Library (圖書) 14 Career management (職涯管理) 10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顧客關
係管理) 

13 Database (資料庫) 10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績效管理) 12 Mechanism (機制) 10 

Influence factors (影響因素) 12 Incentive mechanism (動機機制) 10 

Office automation (辦公室自動化) 12 Incentive (動機) 10 

Knowledge acquisition  (知識獲取) 11 Analytic hierarch process (層級分析法) 10 

Wiki 11 Management (管理) 10 

Electronic government affairs (電子化政府) 11 Management mode (管理模式) 10 

Blog 11 Psychological contract (心理契約) 10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組織結構) 11 University library (大學圖書) 10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組織學習) 11 Supply chain (供應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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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研究發現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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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議題 

 碩士以「企業管理」為大宗。 

 博士以「電腦科學與科技」為大宗。 

 研究關鍵字 

 碩士以「知識分享」為大宗， 「隱性知識、 
知識工作者」為次， 「知識管理系統」再其
次 。 

 研究數量從2006~2010年呈現下降趨勢。 

與全球趨勢
比較 

與全球趨勢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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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知識管理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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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知識管理推動之初，組織推行知識管理
之目的以解決問題為主。 

2. 目前組織推行知識管理之目的已漸漸轉為與
組織策略相呼應之知識管理策略，例如 

 增進核心能力 

 塑造文化 

 善盡社會責任 

 維護市場占有率 

 其他 

 

  

  



台灣知識管理演進小結 

知識管理推動重點_分享(解決問題) -> 學習 
-> 創新 

知識管理推動層次_個人 -> 組織內部 ->組
織間 ->產業內(例:供應鏈知識管理)->跨產
業(例:雲端產業應用、知識長交流會) 

知識管理推動單位_產業、政府、學界 

知識管理策略之演進 

 解決問題 

 與組織策略相呼應之知識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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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型文化 科技 流程 

知識文件 專家 社群 

工程技術深化 

產品技術改進 

醫療品質與評鑑 

職能與 
教育訓練 

供應鏈知識管理 

產業知識管理 

雲端資料:海量、
安全、加值 

雲端應用:隨時、
隨地、快取 

雲端裝置:跨平
台、跨載具 

產業鏈 跨產業 
組織 

個人 -> 組織內部  

分享(解決問題) -> 學習  創新(與組織策略調

準之知識管理策略) 

組織間->產業鏈 

以知識經濟建構 
台灣產業基礎 

跨產業 

提升整體產業利基 

政府科技政策的大力推動
與經費補助 

http://www.kyc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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