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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管理的科技架構： 

1. 知識管理系統（KMS）：組織實現知識管理的平台，其目標是透過將組織

中的各種知識資源整合為動態的知識體系，以促進知識創新，從而最終提

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可分為： 

(1) 結構化知識系統（SKS）：針對結構化知識，強調快速搜尋、正確性與

易於了解。主要 IT 如知識庫、文件管理系統、EIP、搜尋引擎。 

(2) 半結構化知識系統：針對數位化卻沒有標準格式的知識。主要 IT 如文

件探勘、文件搜尋、概念導向搜尋、e-mail 分類、線串分類。 

(3) 知識網路系統（KNS）：支援內隱知識，注重人與人的交流。主要 IT

如專家黃頁、知識地圖、社會網路。 

2. 知識工作系統（KWS）利用 IT 協助知識工作者更容易、有效與省力的創

造新知識，例如提供視覺化、分析能力與溝通搜尋來減少知識工作者的負

擔，主要 IT 如 CASE、CAD、VRS。 

3. 智慧型技術：又稱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gence, AI），為由硬體或軟

體所組成，以電腦為基礎的系統，能執行某些具備人類智慧才能達成的行

為。主要的 IT 與功能如下： 

(1) 專家系統、案例推理、智慧型代理人：提升問題解決的速度、品質與

自動化，執行危險或麻煩、重複的工作。 

(2) 類神經網路：進行預測、分類，協助判斷。 

(3) 基因演算法：最佳化問題。 

 挑戰與成功因素： 

 挑戰 成功因素 

組織面 1. 結構：知識分享的空間或組

織結構不適合分享。 

2. 文化：缺乏組織知識分享的

文化。 

3. 人員：員工害怕分享後失去

競爭力以及預期對方不會回

報。 

4. 流程：組織分工愈細，知識

分布愈零散就愈複雜，再加

上產品生命週期縮短、過去

的知識快速過時。 

1. 結構：扁平化、網路型組織，

團隊、授權、權責分明的知

識管理角色結構。 

2. 文化：有知識導向的文化。 

3. 人員：對知識要有積極正面

的態度，有好奇心、願意學

習；高階主管支持。 

4. 目標：使用清楚明確的目的

用語，區分資訊與資料。 

管理面 1. 知識大部分是無形、內隱

的，且具個人化色彩，不像

有形資產或資料清楚明確，

因此很難管理。 

2. 缺乏獎勵知識分享的酬賞制

1. 績效衡量：KM 與經濟績效及

產業價值結合。 

2. 酬賞制度：必須具體明確，

如考績、薪資、升遷。 

3. 專案管理：由先導計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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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3. 缺乏知識分享的績效考核制

度。 

入，學習有經驗後，再逐漸

擴大。 

技術面 1. 知識的非結構化、非量化，

較難以 IT 來作支援。 

2. 沒有方便知識分享的設備。 

3. 知識分享設備穩定度不足。 

1. IT 普及，有多重知識轉移管

道。 

2. 知識儲存：標準化、有彈性

的儲存結構。 

 管理策略： 

 編碼化策略 

（Codification Approach） 

個人化策略 

（Personalization Approach） 

問題型態 相似性高、重複性高 創新、唯一、非重複性 

知識形態 外顯知識 內隱知識 

IT 策略 儲存經驗法則 支援溝通、互動達到分享 

IT 工具 知識庫、專家系統 專家黃頁、知識地圖、群組軟

體 

解決方式 豐富的知識儲存與分享 密集的專家面對面溝通 

經營策略 提供成熟、標準化的產品或服

務，形成規模經濟，降低成本 

融合知識發揮綜效，提供創新

的產品或服務 

實例 醫療決策系統 

電腦組裝檢查專家系統 

癌症視訊會議會診 

 

 

 

範例 8：KM 定義 

 

102 中央 

解答：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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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9：KM 價值 

 

99 成大 

解答：E 

 

 

範例 10：知識定義 

 
98 台北 

解答：D 

 

 

範例 11：KM 循環模式 

 

98 中正 

refine：精煉 

disseminate：散佈 

解答：D 

知識管理週期模式（Turban） 

1 建立知識 (create knowledge) 

2 獲取知識（capture knowledge） 

3 精煉知識 (refine knowledge） 

4 儲存知識（store knowledge） 

5 管理知識（manage knowledge） 

6 散佈知識 (disseminat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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