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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應國際市場需求變化，工具機生產基地逐漸外移，並以中國 大陸為生產重心，如何因應複雜的競爭環境與製造技術挑戰

，除了 價格、品質與功能，同時面臨了時間與速度的挑戰。企業如何以知 識與網路為基礎，應用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

技術整合，突破時間 與空間的限制，快速反應顧客需求，是廿一世紀企業生存的核心關 鍵要素。 本研究以文獻調查與個

案分析方式進行，研究對象以工具機產 業知識管理機制之策略方針、實施過程、資訊平台設計、關鍵成功 因素等。研究

主題以企業流程結合企業核心知識，完整的建構出工 具機的知識管理系統與協同作業模式，以相關文獻理論為基礎作深 

入、詳盡的探討，並擇台灣機械業中具代表性之企業台中精機進行 實證研究，以強化其可行性。並希望研究成果可供企業

建置知識管 理與協同作業之參考指標，及未來學術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 : 知識管理、虛擬團隊、協同作業、工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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