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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性的企業經營趨勢，新科技不斷地推陳出新，資訊快速的取得，改革創新的速度，在進入21世紀的各種變化的市場壓

力下，創造高價值的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將深深地改變企業經營策略（Business Strategies）。現代的企業

經營者已經深深體會到：企業組織唯有能夠快速地學習，知識創新，才將是企業建構長期競爭優勢的唯一關鍵因素。 建立

知識管理資料庫所達成組織在知識創造與分享的效益上，將不僅僅是提昇企業組織的競爭力，更是在同業間取得競爭優勢

，在競爭策略中求生存的必要條件。本論文從蒐集與研讀相關文獻與理論基礎，在策略、人員、流程與科技的四個研究構

面架構下，分別從兩個個案深入探討，去分析組織在建立知識管理資料庫的關鍵成功因素，以及歸納出幾點重要的啟示；

促使組織的知識管理策略目標與設計方向，確實達到企業資源整合與協同作業的目的，以及創造高價值的智慧資產與擴展

知識營運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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