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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的生產型態下，製造業的海外生產比率日益提高，越南政府自1980年代推動改革開放，2002年以來持續保有高經

濟成長率，迄2006年台商在越南累計投資金額已成為其第一大外資國，2007年越南正式加入WTO後，將吸引更多外商投

資外，企業投諸大量人力、物力及資源進行研發，希望透過創新反應於企業績效上，如何使組織成員透過學習來引發創造

力，來提升組織競爭優勢，都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越南台商製造業組織學習與知識管理能力對

創新績效之影響，係採用問卷調查法，並以越南台商製造業負責研發之高級主管為主要對象，以便利抽樣方式發放問卷

計620份，回收問卷243份，扣除無效問卷38份，共回收205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33.1%。 本研究提出四項假設，並運

用問卷調查方式來進行驗證，研究結果發現，越南台商製造業組織學習對知識管理能力有正向影響、知識管理能力對組織

創新績效有正向的影響、組織學習對創新績效有正向的影響、知識管理能力對組織學習與創新績效之相關具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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