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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國內連鎖加盟體系的營運成長與所具備的經營知識Know-how都有長足的進步，但在應用系統的完整性及知識含量

上還是有成長的空間，而顧問業在發展加盟連鎖時屬於知識管理應用程度相當高產業，如何持續發展經營know-how 已成

為企業或顧問業成長經營與培植核心競爭力方面重要的關鍵要素。 本研究採用個案分析法，依據文獻理論，試圖探討連鎖

加盟企業知識應用之方式與本論文個案公司所經營成功管理的理論系統，並歸納出其運用模式，以利顧問業持續性從事知

識管理的有效應用。 企業必須重視核心競爭優勢並活用知識管理的機制，如加盟制度與營運管理經營知識，除外部因素，

如顧客或競爭者因素造成不斷更新外，經營者自發性改善意圖，也成為知識管理不斷應用之動力。本研究另外發現， 企業

內皆有透過專案組織機制，創造解決問題方法，建立知識的創造、儲存、分享與更新之機制，使內隱知識透過外顯後能轉

變成可順利傳承的外顯知識，並加以書面化。並施以完整教育訓練、職務輪調計畫、提案改善與獎勵制度加上經營者改善

意圖的執行力，促使企業知識管理活化應用以掌握社會趨勢的演變並滿足客戶的需求。而另外亦發現企業內對於知識管理

的建制與應用較無系統化，本研究依據以上發現而歸納出顧問業在發展加盟連鎖時知識應用的模式，期許這一模式能提供

同類型企業知識應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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