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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汽車零組件，在台灣汽車工業歷經半世紀的發展，汽車 零件業具有少量多樣、彈性製造之優勢，目前已成為亞洲地區

的 零件供應中心。 Drucker(1993)認為知識經濟社會中，基本的經濟資源不再是 資本、土地或勞力技術而是知識

。Davenport and Prusak(1998)認為 知識市場必須建立彼此的信任上，才能有效地傳遞知識。 Garcia-Murillo and

Annabi(2002)認為企業最重要知識來源為顧 客。如何讓顧客願意與企業分享知識，使企業創造出顧客知識， 轉化成為公司

的資產，以提昇企業經營績效，是當今企業所必須 要重視的關鍵性議題之一。 調查對象以汽車零件業為研究母體，進行

實證研究。本研究 以問卷調查方式針對業者進行資料蒐集與研究。回收114 份有效 問卷，並運用因素分析、多變量分析與

結構方程式進行研究實證。 研究結論發現： 1. 關係行銷對於知識創造有顯著正向影響。 2. 知識創造對經營績效有顯著正

向影響。 3. 知識創造對關係行銷與經營績效具有完全仲介效果。

關鍵詞 : 關係行銷(relational marketing)，顧客知識創造(customer knowledge creativity)，經營績效(operat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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