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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知識的經濟時代，本研究結果可以協助企業組織的經營者或專案經理人，瞭解其組織知識創造的情形，並依不同的知

識創造，維持企業組織的競爭範疇。 本研究主要探討知識創造機制及組織學習能力與新產品開發績效之關係，再納入組織

學習能力為調節變項，探討知識創造機制如何影響新產品開發績效。本研究以光電產業為實證研究對象，共發出600份問

卷，實際回收260份問卷，扣除未填寫完整與無效問卷17份，其回收率為40.5%。 本研究透過實證資料的蒐集與統計假說

的驗證分析，(1)知識創造機制的「社會化」、「外化」、「結合」及「內化」對新產品開發績效有正向的影響。(2)組織學

習能力對新產品開發績效有正向的影響。(3) 組織學習能力對知識創造機制的「外化」與新產品開發績效有調節效果。

關鍵詞 : 知識創造機制、組織學習能力、新產品開發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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