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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一世紀為知識爆炸的年代，在這知識大量生產的時代中，如何能有效的掌握、運用並儲存知識，將是日後企業獲得競

爭優勢最主要契機。而世界各國的學者，也開始提倡知識經濟，開啟了知識經濟的熱烈討論話題。當中也預告了知識經濟

社會的來臨，而各國企業也紛紛以知識管理，作為建立企業競爭優勢策略之一。 當知識管理在企業廣泛被運用的同時，軍

事後勤機構亦如火如荼展開，知識系統之建構以圖提升工作績效，唯知識系統之建構是否如預期能實際運用於工作當中而

提升知識管理績效，而且影響的過程中不同的組織核心能力，又將如何影響依知識管理所創造的知識管理績效是本研究的

探討目的，期以釐清知識管理、核心能力對績效之影響，提升聯合後勤司令部各基地廠庫在建構知識管理系統及有限資源

合理分配之參考。 經由問卷的施測，並經過各項統計數值的分析後，驗證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得知三者間具有顯著的

正向關係，因此知識管理的推行將有助於組織核心能力的培養。研究所驗證之假設結果將可供日後聯合後勤司令部在知識

管理與組織核心能力之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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