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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競爭及產業之經濟型態，已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而改變，在知識成為產業升級及競爭的主要核心動力後，組織的架

構亦隨著知識累積的程度而轉變。在組織導入、執行知識管理的同時，講求的也正是全員參與，藉由管理者的支持，進而

推及組織內各同仁，最終達成預定的目標。 本研究即嘗試歸納出一套完整且有效的知識管理導入模式，使其適用於軍事生

產機關中，除此之外，希能再進一步，由目標管理中完整的激勵或是目標設定模式，整合出一套具體可行的架構，使一體

適用於相類似的公營機關。經研究結果得到如下結論： 一、軍事生產機關若實施知識管理，並將知識管理機制運用於營運

管理上時，高階主管的支持程度，攸關知識管理導入的成敗。 二、對於現行經營環境上已建置完成的知識資料，需有效分

類並運用，如此於導入知識管理以及知識管理系統等相關資訊應用軟體時，才能適切的將兩者融合運用，並縮短建置期程

。 三、抗拒知識共享的文化因素，經常是執行知識管理的最大障礙，因此，藉重以往目標管理中的激勵方式，重新訂定適

當的激勵機制，方能有效整合知識管理與目標管理的執行模式，並進一步的引導內部成員融入情境，主動分享知識，擴散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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