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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世界產業經濟受到國際化、自由化與民營化潮流之趨勢， 企業界之經營型態及管理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為了在這

動盪且 競爭激烈的不確定因素之下，企業應不斷學習，同時進行知識管理 來提升組織的核心能力，減少外來競爭的負面

衝擊，以持續進行變 革，提昇產品品質，增進生產力，追求更大的發展空間與取得產業 的競爭優勢，才能繼續生存。 本

文係探討國營事業民營化變革學習與技術能力之關係，以台 電公司員工為對象，針對民營化變革學習之廣度與深度作為理

論基 礎，加以研究分析，並將其轉換為變革技術能力之系統。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乃為探討國營事業民營化變革中，其現

況與 問題、了解在民營化變革中企業的各項學習構面及其影響程度、組 織在進行變革的過程中，探討對於組織學習能力

之影響，並如何將 組織學習的知識與技能順利擴散、創新以及提昇組織的經營管理模 式、分析研究結果並提出建議，以

作為國營事業在民營化變革過程 中的參考。 本研究結果及發現，綜合整理下列數點結論： 一、台電無論各階層，大多對

於學習深度與廣度都有中等以上的認 知，而且認為學習這件事本身對於員工的技術能力上有明顯的 關係。 二、台電員工

的認知程度上，學習廣度之「外部學習」較「內部學 習」為高；學習深度之「單圈學習」較「雙圈學習」來得高。 三、

民營化變革中的學習廣度與深度越強與認知程度越高，員工的 技術能力的認知也就越高，而且成統計上的顯著相關。 因

此，本研究針對台電公司在推動民營化變革過程中，提出以 下建議以供參考： 一、增加學習深度與學習廣度，以加強在

民營化變革中的技術能力。 二、瞭解員工實際需要，針對台電公司之核心價值進行有廣度與深 度的全面性學習，並建立

學習型環境。 三、充實員工並與其進行良性對話，進行適當組織變革以因應外 界環境變化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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