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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際網路不受時空限制，尤其近年來各類網路社群提供人們知識分享的平臺，其成功吸引人們分享知識之箇中因素值得我

們深入了解。然而，以往知識分享議題大都侷限於企業組織內部知識管理領域探討，較缺乏網路上開放性架構之知識分享

研究，本研究以知識交易市場理論為基礎，並參考其他知識分享理論萃取出相關認知因素，「Yahoo！奇摩知識＋」知識

分享者為對象，透過My3q.com網站發布問卷，有效收集332位使用者資料，並使用相關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影響人們

知識分享意願的認知因素。研究結果發現，促使人們上網分享知識的主要因素包括外在誘因（實質回饋、有用性）與內在

動機（易用性、利他、互利、信任）。研究結果的討論與管理上的意涵將可提供給相關學術與實務管理者參考。

關鍵詞 : 知識分享意願 ; 知識交易市場 ;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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