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鎖服飾業員工知識架構之研究

吳宜芳、賴志松 ; 張景旭

E-mail: 9701117@mail.dyu.edu.tw

摘 要

　　知識的組合及應用更會因產業類別及所處時點而有不同組合，因此企業所擁有積存之知識能量皆具有其獨特性，亦是

企業於市場環境中所具有之獨特性競爭力，為使企業擁有難以模仿且持久的關鍵競爭力，本研究從知識管理及職能角度切

入，分析該職務之知識內容，以建立台灣連鎖服飾業員工知識管理架構。 　　本研究以連鎖服飾業員工為研究對象，採二

階段探索研究方法，第一階段採用行為事例分析法，訪談九位業界具實務經驗專家，抽出其架構因素；再透過層級分析法

將所抽出之因素架構以問卷方式發放，共發放40份問卷，針對回收之問卷進行一致性檢驗後，共有4份問卷，其一致性比

率(C.R值；Consistency Ratio)大於0.1，予以刪除，因此有效問卷為36份，回收比率為90%。 　　研究發現：在探討連鎖服

飾員工職能之架構上其需考量之因素為：知識方面需考量「商品流行式樣及特色」、「商品材質特性」及「商品保養方式

」；技能方面需考量「主動提供專長服務顧客」、「獨特的衣著風格」、「不合理要求之應對」、「評估客人衣著需求」

及「內部共識取得」；態度方面需考量「生活經驗的分享」、「降低顧客不滿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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