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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技術取得模式、組織學習能力與技術移轉績效彼此間之關係；並以知識密集為基礎之生物科技產業為研究

對象。 研究之進行係以登記於華文生技網之我國生技廠商為研究母體，並針對此等生技廠商之高階主管，包括：公司負責

人、企劃經理人及技術研發主管等為調查問卷之樣本抽樣來源。 本研究發放調查問卷合計1127份，問卷獲得回覆且有效之

樣本數為202份；此等有效樣本並經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邏輯斯迴歸分析、及逐步回歸分析等，完成統計學分析之實

證研究與歸納。研究結果顯示：（一）不同的技術取得模式對於技術移轉績效各構面，彼此間並未出現顯著差異性；（二

）組織學習能力中，當知識整合能力越高，生技廠商越會傾向選擇以內部研發或市場交易的模式來取得技術；（三）組織

學習能力中，知識整合能力、學習意圖、吸收能力均會對技術開發績效產生正向影響；對產品製程績效產生正向影響的有

知識整合能力和吸收能力；而對市場競爭績效產生正向影響的則為知識整合能力與學習意圖。

關鍵詞 : 技術取得模式、組織學習能力、技術移轉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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