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北大學企管系推動知識管理
之作法及經驗分享



國立臺北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碩士班介紹



企業管理學制

學士班 :
二班共120名/年
進修學士班 :
二班共120名/年
博士班 :
分四組共15名/年

規模



企業管理學制

碩士班:100名/年
一般生62名 (三峽)
國際雙學位15名/年
另有文、理、商、法科四管道招生47名/年

在職生38名 (台北)
第二碩士組12名/年
經營管理組26名/年

EMBA班:30名/年



碩士畢業條件

於修業期間內完成規定的學分數。

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學位論文。

唯須先通過系上的學科資格考，始得提
出學位論文口試。



資格考

九十六年五月十六日第五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自96學
年度入學新生適用）

本系碩士班學科考成績認定得採下列任一
種方式為之：

(1)學科考試；
(2)論文發表及校內知識庫內容。



創新

訂定論文方向

閱讀相關的期刋、文獻

確定論文題目

完成論文

｢學而不思則罔，思而不學則殆｣
--- 論語。為政篇



學生期刊論文閱讀報告
知識庫系統介紹



簡報大網

學校學習重點

學校的學習流程和知識取得

系上的知識庫建立和分享



知識的時代

以前
失敗為成功之母
無學習對象，無知識管理

目前
成功的人是不走別人失敗的路
知識管理

成功的人是不可走別人成功的路
智財權

成功的人是要走出自己的路
研發管理



資料、資訊、知識、智慧

智慧
透過應用
創造價值

知識 開創價值

資訊
整理以傳達意念

資料 顯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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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隱知識

主觀的概念
不易口語化與形式化
無法用文字來說明
不易分享、需要自己領會
透過個人的經驗、印象、熟練的技術、
文化、習慣等方式表現
例如
騎腳踏車、打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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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顯知識

能客觀加以捕捉的概念
具有語言性與結構性
能用文字清楚的說明
易於分享
例如
文件：報告書、手冊、電腦程式

方法：二等分一個任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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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的結構

腦中的知識(內隱知識)

結
構
化
程
度

低

高

聲音與影像

一般文字文件

HTML 文字文件

結構化的文字 (XML)

結構化的資料庫

分類的資訊

正式的知識(邏輯表示)

李書政 知識管理：理論、評估、應用

麥格羅．希爾 p.138



知識源和知識

知識是使人或機器能夠解決問題的能力

知識是用以解決問題的---活的

書存有知識，但需經人萃取並用以解決問題
者，才是知識，故書為『知識源』

用以解決問題的邏輯法則或電腦程式是知識
。

李書政 知識管理：理論、評估、應用

麥格羅．希爾 p.136應用論觀點



知識學習

學校學習的重點為知識「內部化」

分享

聽

看

感覺

思考、內化

說

寫

知
識
源

知
識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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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基礎

知識基礎，創造個人知識的完整技巧。

人類在知識基礎方面的【知識外顯化】
是十分不足的。

只是冰山的頂端，那些廣大且未具形式
的知識基礎，在無形中流逝。

如，我們可以留下莫札特的作品（冰山的頂
端），但是他創造傑出作品的能力（知識基
礎）卻顯然因死亡而消逝。

Thomas Housel & Arthur Bell   McGraw Hill Cp.6-7
Measuring and Managing Knowledge 2002-05



知識的消失

知識也可能因為過度的運用（僵化）
而容易死亡。
如果一個組織過度僵化於某些主張、觀點
、議題、和程序方法，那麼知識也會因為
過量僵化而失去價值。

Thomas Housel & Arthur Bell   McGraw Hill Cp.9
Measuring and Managing Knowledge 2002-05知識消失



重大知識創新

重大創新總是在不眠不休的努力下
突然產生意外的結果。
碩博士論文之撰寫
意識在長期的浸泡與某種領域中所獲得的
結果。



組織知識建立流程



組織學習組織學習

•• 一個機制，嘗試錯誤、測量活動產出的一個機制，嘗試錯誤、測量活動產出的
回饋，以創造了新的標準運作程序和反回饋，以創造了新的標準運作程序和反
應企業經驗的企業流程應企業經驗的企業流程

••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s an area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s an area of 
knowledge within organizational theory knowledge within organizational theory 
that studies models and theories about that studies models and theories about 
the way an organization learns and the way an organization learns and 
adaptadapts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學習性組織學習性組織

Peter Senge defined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as dynamical systems that 
are in a state of continuous adaptation
and improvement. That is, organisations
that are adapted for maximum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that build 
feedback loops deliberately to maximize 
their own learning.



個人知識與組織知識

知識
種類

個人知識
(Individual Knowledge)

組織知識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歸屬於個人的知識與智慧
＊個人可再利用、活用
＊難以共享

◎感覺、嗜好
◎經驗、體驗
◎人脈
◎創意.靈感

◎研討資料
◎技術與專業知識
◎顧客資料、人物簡介
◎帳簿類.提案書.
業務手冊

◎方法論與工具

◎設計圖、設計
圖、手冊集

◎智慧財產權

＊有助於組織創新
＊易於與他人共享
＊組織資產、穩定

定
義

實
例



個人與組織知識的結合

資訊科技促成新的處理方式
做到過去不可能的事

將個人知識累積，和組織知識彙整

建立累積、分享的管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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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管理重要元素架構圖

KM=( P + K )S

Share=分享Share=分享

知識管理架構知識管理架構

Knowledge:知識
資料.資訊.知識.智慧

Knowledge:知識
資料.資訊.知識.智慧

People:人
知識運載者

People:人
知識運載者

Technology(+):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協助知識管理
的建構

Technology(+):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協助知識管理
的建構



知識相關活動

需要獲取、累積、擴散、產生、應用、修正
知識取得
彙整、搜尋

知識累積
知識產生
推理

比對、類比

知識分享
知識擴散應用
解決知識性問題

26



知識管理不是…

不只是蒐集過去數據的資料庫

不只是文件管理

非僅僅檢索蒐集而來的資訊

而是能讓組織不斷進行自我改造的綜合
性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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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管理分類

知識產生知識產生

知識取得知識取得 知識分享知識分享組織價值

知識性問題之解決知識性問題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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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管理的價值

知識取得

知識性問題之解決

知識分享

知識產生

高

策
略
影
響

低 高變革

29



知識來源的分類

「經驗」產生的知識
過去一般談論的專家系統

透過人在活動之中產生知識

很多屬於「內隱式tacit」知識

關鍵：
如何從知識源取得知識

如何將知識外顯呈現，以資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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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取得的程序

和組織程序整合

在流程中產生文件，直接擷取

就源擷取、一次輸入
否則，成功率不高

重複輸入的錯誤、遺漏和時效皆不能滿足需
求

流程結束，文件自動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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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累積和使用

文件累積的目的在於取用

文件標準化

分享
能提供異時異地取用

不重複製作和保留相同資料、資訊和知
識

傳統文件存檔方式，無法有效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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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儲存方式



儲存知識的媒體

基因 (DNA)
80億年前開始有生命體

無法再寫入 (ROM)
直接繼承

腦 (Brain)
250萬年前

可寫入 (RAM)
有學習的能力

CACM 2000 August

儲存知識的五種媒體



儲存知識的媒體

硬體 (Hardware)
會使用工具，製造工具 (Tool Maker) 
藉由工具、儀器傳承知識，改進知識

書 (book)
公元7000年中國有竹簡…
在600年前紙便宜後，才有重大影響

軟體 (Software)
50年前開始
多媒體、超文字 CACM 2000 August

儲存知識的五種媒體



儲存知識的媒體的選擇

基因 (DNA) 和硬體 (Hardware)
只能放 (put) 一次
腦 (Brain)
只有自己知道，可以假裝忘記了

書 (book)
可以有效的保留知識

軟體 (Software)
可以執行

CACM 2000 August

儲存知識的五種媒體



知識的儲存

產權化知識
智慧財產權

儲存在人身上的知識
具專業技能的人

嵌在機器工具的知識

隱藏於複雜作業系統和社會體制的知識
對『母舅』的地位尊崇

吳思華, 台灣產業研,第四期,2001年6 月
Knowledge Economy,Knowledge Capital and Knowledge



學生期刊論文閱讀報告

使用歷程



自建網頁系統

提供檔案儲存

提供欄位查詢

需使用 html的語法
以表現圖、表等

無法提供相關文件



自建網頁系統



委外客製

以e-learning 軟體，委外客製化

解決需使用 html 的問題
可以了解學生使用情形

加入Web2.0的功能，同學可以加入討論



委外客製



使用KM套裝軟體

使用具彈性的套裝軟體
格式

具自動分類和連接

建立知識的web
多面向的搜尋



使用KM套裝軟體



套裝軟體 +新功能

於使用後，提供領域的需求，新增新功
能。

文件內容的格式標準
各校可以交流

增加領域的變數定義

增加各變數的衡量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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