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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因應加入WTO後，安泰銀行知識管理發展趨勢。首先分析銀行業加入WTO後發展方向與趨勢。之後，進

一步瞭解我國銀行業在人力資源管理之現況，以及未來知識管理的發展趨勢。最後歸納與整理出安泰銀行的知識管理與人

力資源管理架構，為銀行內部的知識管理活動找出相對應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而本研究結論為： 一、在知識取得方面

，來源包括顧客、同業、異業、學術研究機構等。取得方式包括人員交流、彼此合作、策略聯盟、購買等。 二、在知識創

造方面，透過成員共享討論、內部知識管理、教育訓練等，將知識加以應用與創新，提升知識層次。 三、在知識儲存與整

理方面，公司大多利用文件與知識管理資料庫等方式，將知識應用創造的結果與寶貴的經驗加以整理儲存，累積在組織內

。 四、在知識移轉與擴散方面，將組織的知識透過教育訓練、人員交流、資料庫等不同管道，使知識流通移轉的涵蓋面更

廣，不僅加強知識使用，而且亦有利於知識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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