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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探討技術學習理論和技術移轉活動之關係，將技 術學習區分為內部技術學習理論(個人學習、功能內學習、功能

間 學習、多層級學習)和外部技術學習理論(顧客學習、競爭者學習、 網路學習、制度學習)，分別分析對技術移轉成效的影

響；亦分析 內部技術學習配合外部技術學習對技術移轉成效影響；亦分析內部 技術學習配合外部技術學習對技術移轉成

效的影響。 以93 年投審會赴大陸投資名單，並配合2003 年「天下1000 大」企業，以高科技產業為主要研究對象，將樣本

分為半導體業、 電子業、光電業、資訊業，採用線性迴歸分析法，探討各業別中內 部技術學習、外部技術學習、內部技

術學習配合外部技術學習對技 術移轉成效的影響。 結果顯示：半導體業，內部技術學習及外部技術學習各衡量變 數和技

術移轉間，呈現正向相關，內部技術學習配合外部技術學習 對技術移轉影響，優於只有內部技術學習或只有外部技術學習

；電 子業，內部技術學習的衡量變數和技術移轉為皆為正向相關外，外 部技術學習的各衡量變數和技術移轉間，皆呈現

正向相關，內部技 術學習配合外部技術學習對技術移轉影響，優於只有內部技術學習 或只有外部技術學習；在光電業中

，所得到結果和半導體業類似； 資訊業中，內部技術學習及外部技術學習的衡量變數和技術移轉 間，皆為正向相關，而

內部技術學習配合外部技術學習對技術移轉 影響，優於只有內部或只有外部技術學習。

關鍵詞 : 內部技術學習、外部技術學習、技術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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