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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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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投入KM愈多的國家競爭力愈高

對KM推動成效的認知(愈高分愈佳)

KM投入的努力程度(愈高分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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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字體WEF2005成長競爭力指標排名前20,藍色為前30

壹、計畫緣起(2/2)

資料來源:OECD 對會員國知識管理實施狀況調查,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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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政機關推動知識管理狀況

有推動ＫＭ計畫之

行政機關

績效表現

業務單位 幕僚單位 績效較佳 績效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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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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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較好的行政機關中有76%由單位首長或副首長擔任CKO
一、行政機關KM推動成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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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政機關推動知識管理狀況

知識分享

70.9150

預期程度

87.67757
肯定程度

84.2925

支持程度

78.8850

實質效益

74.6750

主管支持推動
87.5000

推動資源足夠
75.5200

相關獎勵措施
59.8950

希望趕快落實
88.5425

期待帶來效益
85.9375

參與知識社群活動
61.4575

分享工作知識
63.5425

有助於知識管理推動
85.4175

抱以支持態度
85.9375

有助業務執行
83.8550

方便同仁使用
82.2925

單位績效改善與提升
75.5200

新進同仁快速上手
73.4375

作業流程改善
73.9575

同仁工作效率提升
75.5200

參加教育訓練機會增加
75.5200

參加教育訓練意願增加
72.3950 

常使用電子資料庫
75.5200 

0.4038

0.7227

0.0551

0.389

0.8909

0.4419

0.544

0.176

0.7953

0.7107

0.8646

0.6598 0.4748

0.779

0.775

0.8666

0.9368

0.9069

0.9055

0.7859
0.8869

0.9217

0.8875

0.161

二、行政機關KM推動成效－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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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建議推動模式
G KM

G KM 推動委員會

建立學習機制
－知識流通與加

值

建立分享機制
－知識匯集與再利
用建立實務社群、採擷隱性知識

導入學習型組織
建立工作學習文化

建立e-learning系統與知識化流程

建立創新機制
－促進組織知識的運用與決策支援

效能

建立知識庫與知識流程
建立實務社群
建立分享文化
建置KM基礎平台KM Portal與K 
flow

強化實體與虛擬社群運
建立外部知識交流網
建立外部知識交流網
發展智慧資作本

政策品質提升、施政滿意提
高

1. KM認知推廣
2. KM核心人員培訓
3. KM推動策略發展先導

推廣

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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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獲得認同：文化促動

團隊、目的、策略、計畫

建立先導模式：

知識流程、社群、資訊系統

驗證推廣：

運用更新、制度建立

第一階段
先導啟動

第二階段
模式建立

第三階段
驗證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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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一階段工作內容 -

獲得認同
1.成立執行委員會
2.成立專案團隊
3.訪談中高階主管
4.研擬推動策略、目的
5.規劃教育訓練與文化活動

第一階段
先導啟動

第二階段
模式建立

第三階段
驗證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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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一階段注意事項 -

創造清晰且有形的價值並與組織的目標
結合（KPI）
找出熱心且有力人士共同來發展知識管
理

尋找機會推薦KM以獲得認同
選擇先導方案（ownership ）
尋求資源來支援此一方案

尋求IT部門的支持，運用現有工具支援
活動

第一階段
先導啟動

第二階段
模式建立

第三階段
驗證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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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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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一階段案例：成立執行委員會 -

知識長 綜理管理局知識管理事宜

會議、工作進
度、聯繫

決定知識管理相
關策略、目標、
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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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一階段案例：成立專案團隊 -

知識長知識長

專案辦公室
（執行秘書）

專案辦公室
（執行秘書）

知識流程組
企劃組等

知識流程組
企劃組等

企業文化組
人事室

企業文化組
人事室

資訊技術組
資訊室

資訊技術組
資訊室資訊室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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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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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分
析

系
統
設
計
安
裝

上
線
測
試

資
料
建
檔

諮詢委員
（外部專家）

諮詢委員
（外部專家）

先
導
單
位

示
範
領
導

分
享
經
驗

先
導
單
位

示
範
領
導

分
享
經
驗

先導工作群
待定

先導工作群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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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推動目標 建立知識分享機制 建立知識學習機制 建立知識創新機制

推動目的 知識彙集與再利用 知識流通與加值 革新與創建知識

推動內容 建立知識架構
建立知識庫
建立知識流程
建立知識管理機制
形成分享文化

導入學習型組織
隱性知識採擷技術
建立實務社群
發展領導模式
形成學習工作文化

供應鏈知識管理
顧客知識管理
國際化知識管理
創新管理
形成創新的文化

IT內容 文件電子化
知識入口網頁

e-知識流程
e-Learning

企業智慧網
建立協同作業環境

推動知識
管理效益

提高知識擴散範圍
縮短知識找尋時間
知識系統化儲存
聰明複製

改善知識獲得管道
提高學習意願
建立學習團隊
隱性知識分享

激發組織創意
擴大知識交流對象
革新－產品、技術
、經營模式等

肆、推動步驟
-第一階段案例：- CPC 導入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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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啟動會

（3小時）
知識管理啟動會

（3小時）

試行檢討會

（3小時）
試行檢討會

（3小時）

績效衡量

（3小時）
績效衡量

（3小時）

學習型組織

（6小時）
學習型組織

（6小時）

知識庫管理

（3小時）
知識庫管理

（3小時）

系統規劃檢討會

（3小時）
系統規劃檢討會

（3小時）

期中檢討會

（3小時）
期中檢討會

（3小時）

最佳典範

（3小時）
最佳典範

（3小時）

社群經營

（3小時）
社群經營

（3小時）

隱性知識採擷

（3小時）
隱性知識採擷

（3小時）

知識策略共識會

（6小時）
知識策略共識會

（6小時）

知識文件盤點

（3小時）
知識文件盤點

（3小時）

知識資訊系統規劃

（3小時）
知識資訊系統規劃

（3小時）
文化變革

（3小時）
文化變革

（3小時）
知識流程管理

（3小時）
知識流程管理

（3小時）

肆、推動步驟
-第一階段案例：教育訓練與相關活動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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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二階段工作內容 -

調撥資源推動先導方案
1.執行知識盤點
2.探討知識缺口
3.制定知識加值流程
4.訂定知識文件管理辦法
5.規劃知識社群運作模式
6.規劃知識管理資訊平台
7.知識管理軟、硬體設施之規劃

第一階段
先導啟動

第二階段
模式建立

第三階段
驗證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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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各知識流程 ‧產出資訊
‧知識流程負責人 ‧使用者

1. 知識流程分析

‧知識等級‧機密等級

3. 知識價值分析

‧報告類　‧作業範本‧規則
‧定期報告‧資訊類　‧教材

4. 知識分類設計

‧文件編號‧文件名稱
‧知識類型‧存放位置
‧發行單位

2. 知識盤點

‧客戶別 ‧單位 ‧日期
‧產品別 ‧作者 ‧類別

5. 設立知識索引

‧知識關鍵字建置

6. 知識索引標準化

‧知識管理流程‧載入文件
‧流程相關人員
‧審核、權限、簽核
‧知識等級評比
‧知識生命週期管理

7. 制定知識管理辦法

肆、推動步驟
-第二階段工作：KM導入流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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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二階段工作：盤點、繪製知識地圖

法規法規法規 工安工安工安

教育教育教育 刊物刊物刊物 輔導輔導輔導 服務服務服務

活動活動活動

勞資勞資勞資 營建營建營建 工商工商工商 企劃企劃企劃

管理局核心能力管理局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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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二階段工作：知識文件建立流程

建立
文件檢索

規範
安全機制資料庫資料庫

產生
MetaDataMetaData

繪製
知識地圖

知識文件
分類盤點

知識文件
分類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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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二階段工作：文件屬性表 -
文件名稱：
作者： 核准放入知識庫者：

文件摘要：

關鍵字 ___ ___ ___ ___ ___

檔案有效期限：□10年 □5年 □3年□1年

類別
□計畫□合約書□簽呈 □函 □公告□報告 □紀錄 □表格 □其他
_______

文件密等：
□極機密 □機密 □密 □普通

可分享部門：

層級：□一般 □科長以上 □處長以上 □

權限：□可閱讀 □可修改 □可存檔 □可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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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二階段工作：訂定知識文件管理辦法

text
text
A分類
文章

分類
架構管理

維護成員
管理

線上多類別歸檔
致贈謝函

全文檢索

授權核發

文章調閱者

text
text上傳文章

text
text
B分類
文章

類別瀏覽

點選取閱
之規章

線上暫存區
歸檔功能

系統認證
登入

系統認證
登入

文章上傳者 文章分類
系統維護者

文章歸檔者

Management

文件調閱

版本更新
速遞

文章上傳區

合適
歸檔

無合適歸類
通知上傳者

我的
知識庫

我的
文件清單

文件保全

版本管理
text
text
好文章
分類架構

文章暫存區

正式文件區

1. Metadata
動態欄位

1. Metadata
動態欄位

4.版本控制4.版本控制

2.知識簽核流程2.知識簽核流程

5.5.知識入口知識入口

訊息訂閱訊息訂閱

個人知識樹個人知識樹

調閱申請調閱申請

回饋註記回饋註記

3.知識生命週期3.知識生命週期推薦文件推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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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二階段工作：規劃知識社群運作模式

網羅核心團隊網羅核心團隊

＊主題專家
＊領導者
＊編輯者
＊協調者

建置虛擬社群建置虛擬社群

＊管理機制
＊服務機制
＊分享機制
＊創新機制

主題選定主題選定

建立運作模式建立運作模式

＊跨部門重要議題
＊專案性議題

＊主題研討
＊案例觀摩
＊網路分享與討論

服務與擴展服務與擴展

＊整理並提供知識服
務
＊管理知識工作流程
＊吸引新成員
＊建立與其他社群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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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二階段工作：規劃知識社群運作模
式(續) -

虛擬社群活動

管理機制 創意機制 服務機制 分享機制

‧會員管理
‧會員登錄
‧連絡人名冊
‧會員績效統計
‧喜愛指數

‧點子分享
‧問題探討
‧閱讀人數
‧版主
‧發言人

‧新知報抱
‧開會通知
‧活動訊息
‧好事連連

‧知識分類
‧資料索引
‧好站相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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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二階段工作：規劃知識管理資訊平台
-

工
作
平
台

工
作
平
台

知
識
平
台

知
識
平
台

資
訊
平
台

資
訊
平
台

學
習
平
台

學
習
平
台

社
群
平
台

社
群
平
台

知識管理資訊系統架構知識管理資訊系統架構

工作環境：處處可用、時時能用、人人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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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二階段工作：規劃知識管理資訊平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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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M Portal 4.0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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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入口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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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二階段注意事項 -

工作流程與知識加值流程整合

再發防止：知識價值鏈
經驗傳承與聰明複製
典範文件篩選查閱
標竿典範應用

讓知識的提供者與使用者共同討論

建立過濾品質與分享知識的過程
語彙分類、標準化、管理規則

第一階段
先導啟動

第二階段
模式建立

第三階段
驗證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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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三階段工作內容 -

第一階段
先導啟動

第二階段
模式建立

第三階段
驗證推廣

IT軟硬體到位
將KM嵌入營運模式中
配合KM制度調整部們的職責與預算

監控KM的健康狀態（點閱率、滿意度）

配合KM策略調整、績效評估與獎賞

配合基層的需求調整KM工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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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三階段工作注意事項 -

第一階段
先導啟動

第二階段
模式建立

第三階段
驗證推廣

分享文化：避免部門本位主義
持續不斷的推動與改善

放進使命、日常管理或評估程序中

訓練提供知識鬥士、facilitators、CoP
leaders、CKO
內部網路展示、編輯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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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人、組織、流程、科技

KM = Knowledge Management

知識環境

知識社群 K-創造
K-分享

KM 流程

知識市集 :
知識分享平台

KM 組織

成功的科技人文知識管理系統

知識創新、分
享流程與業務
流程整合

員工創新分
享知識的網

路.

.知識交換場所：
技術平台、
交換工具、

服務等軟硬體設施

價值觀、文
化、領導、
獎勵、認同

特定的
推動團隊

肆、推動步驟
-第三階段工作：KM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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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三階段工作－成效評量 -

KM
組織
團隊

知識環境

知識市集

知識社群 K 創造

K 分享

KM 關鍵流程

流程績效：
知識的週轉率

知識社群評量

(社群成效與對
公司的貢獻)

價值評量
(員工與企
業價值觀吻
合度)

KM成熟度評量
成功率與使用

率
(取&放)

平衡計分卡
(IC & KM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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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步驟
-第三階段工作－知識社群運作績效 -

0
20
40
60
80
100

掌握組織價值

高階支持度

分享文化與激
勵

行政效率與聲譽

資訊工具滿意度

跨組織溝通滿意度

內容品質

工作能耐

人員融洽流暢

改善目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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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知識管理是工作習慣

月結整理 及時整理知識

片面、少數人的工作 全員KM

專案結束後才出現的經驗

專案進行中即可產生知識

部門別KM 價值鏈KM，協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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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感謝、敬請指導誠摯感謝、敬請指導

知識管理領航．價值創新推手
CPC Creates Knowledge and Valu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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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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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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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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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項
牽
引
提
升
動
機

獎
項
牽
引
提
升
動
機

KM

推
動
模
式

建
立
公
部
門

KM

推
動
模
式

建
立
公
部
門

廣
宣
活
動

辦
理
教
育
訓
練
及

廣
宣
活
動

辦
理
教
育
訓
練
及

管
理
服
務
團

成
立
公
部
門
知
識

管
理
服
務
團

成
立
公
部
門
知
識

KM

評
量
機
制

建
立
公
部
門

KM

評
量
機
制

建
立
公
部
門

促進KM技術服務業之發展促進KM技術服務業之發展

公部門 KM 普及，行政服務價值創新公部門 KM 普及，行政服務價值創新

工業局 (KM實務經驗、技術服務支援)

研考會( 政策擬定、管考權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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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陳泰明
學歷：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

現職：中國生產力中心協理

工作經歷：
• 中國生產力中心知識管理產品經理

• 工業局產業知識管理輔導與推廣，計劃主持人

• 知識管理顧問經驗：

士林電機、華新麗華、亞旭電子、閎泰企業、味
全食品、東洋製藥

行政院農委會、工業局、勞委會

聯絡方式：0272@cp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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