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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的「核心競爭力」多指為技術上的領先優勢，而未來的競爭只依靠技術已無法確保領先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以知識成

為企業維持競爭優勢的基礎。策略的目的在求勝，要勝過競爭對手，關鍵因素為差異化，以往如品質、成本、經濟規模、

顧客服務⋯等，在最佳實務的擴散下，逐漸被其他競爭者模仿，企業意識到差異化不再以有形資產為基礎，而應以無形資

產作為差異的本錢。 本研究首先針對學者、業界與個案的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以完成初級資料的蒐集。再針對個案所處的

產業，依知識管理系統中的知識建構、擴散、儲存、管理制度與企業文化，進行文獻探討、個案分析與命題發展。本研究

發現知識管理的建構過程中，應結合策略規劃，依組織的營運目標與任務的優先順序，建立目標導向的知識管理策略與評

估方式，可以提高資料倉儲建構過程中的效益。並且知識管理的目的必需為企業解決問題並且創造財富，所以企業的知識

管理，應著重於創造企業經營績效的核心知識，檢視並改善系統間的能力，達成以能力為基礎的競爭。其次，不同的產業

有其不同的核心知識，而不同的知識特質與分類，有著不同的建構、擴散與儲存方式，必需透過系統性的規劃與運作，才

得以將其展現，以創造知識的效益 。最後，企業文化於知識管理的塑造上，應體認文化與制度是一體的兩面，一如所有的

管理循環，將是永無止息的改善過程。 關鍵字：知識管理、行銷資訊、學習型組織

關鍵詞 : 知識管理、行銷資訊、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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