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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資訊科技的發展衝擊大型企業存在的因素，層級節制的台中

市政府的組織方式也受到空前挑戰。整個地球村的面貌正在迅速

改變，知識、學習及研發創新已逐漸成為主流價值與核心，傳統

型政府的運作模式已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對內外在環境的複

雜、動態與多元性，政府在形態上與功能上均須有所因應。 

     以民主角度而言，政府乃人民透過自由意志託付，爲人民提

供服務的體制，因此，一個好的政府必須滿足人民的需要，而非

政府「想要」、「方便」的服務。政府必須必須重新思考現有的

組織型態、施政模式是否能能提供人民需要的服務，如何能在嶄

新的環境中，重回施政的正軌。 

     知識為組織的生產要素之ㄧ，組織掌握知識的能力愈強，愈

能強化自身永續發展的機會。 Beckman 及 Zimmermann 指出，政

府機構本質上卽為適用知識管理的組織，而其成敗將影響施政品

質。 1 史美強和廖興中則認為，對私部門而言，有效的知識管理

可使組織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生產，但對於公部門而言，有效的知

識管理或許能有效提升政府效率，惟效率提升並非政府最終目

的，知識管理畢竟只是手段，提供民眾需要的服務才是市政府存

在的意義。 2  

                                                
1 Beckman, T. Implementing  th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in  Government,  presented  in  the  10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Federal  Quality. 1997  

 
2 史 美 強 、 廖 興 中 〈 知 識 經 濟 、 網 絡 社 會 與 治 理 模 式 之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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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今日，產業逐漸由勞力密集轉型為知識密集，「知識」

儼然成為企業獲利的主要來源，比爾．蓋茲在《數位神經系統》

中指出知識與網路不但是未來企業的基礎，更是未來競爭成敗的

主因。許多研究指出，在實行知識管理的過程中，組織文化爲其

是否能成功之關鍵因素之一。 3  

但相較於知識管理其它領域之研究，對於組織文化和知識管

理相互關係的研究並不多，對於實行知識管理，組織文化必須進

行何種調整及實行知識管理後，組織文化因而產生了何種改變方

面之研究卻付之闕如。而台中市政府是一個服務型的機關，其有

效推動知識管理可達成以下幾個目的： 4  

（一）提升政府整體的知識存量與價值。 
（二）增進政府組織群體與個人的知識學習能力。 
（三）促進行政組織內部的知識流通，以提高成員獲取知識的效

率。 
（四）充分發揮行政部門內個別成員的知識能力，並開發其潛

能。 
（五）協助政府發展以民衆滿意爲依歸的專業行政能力與決策品

質。 
（六）透過知識的運用，提升服務品質及創新服務的績效，形塑

政府整體良好的對外形象。 
（七）指引政府內部知識創新的方向，協助民間更有效率達成目

標。 

                                                                                                                                                   
「 知 識 經 濟 與 政 府 施 政 學 學 術 研 討 會 」 ，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政 策 研 究

基 金 會 主 辦 。 台 北 ， 民 90.4.14 ， 頁 10 。  
3 曾 美 娘 ， 〈 企 業 導 入 知 識 管 理 對 組 織 成 員 影 響 和 關 鍵 成 功 因 素

之 研 究 〉 ， 碩 士 論 文 ， 台 北 科 技 大 學 商 業 自 動 化 與 管 理 研 究 所 ，

民 92.6 。  
4 黎 家 銘 ， 〈 政 府 部 門 推 動 知 識 管 理 之 關 鍵 成 功 因 素 探 討 － 以 高

雄 市 政 府 爲 例 〉 ， 碩 士 論 文 ， 民 92.7 ， 頁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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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形成有利於創造新知識的政府新文化觀與價值觀。                

                第 二 節   研 究 動 機  

Peter F. Drucker 曾說過，知識是後資本主義社會中最有價值

的經濟資源，而非勞力或資本；並於《後資本主義社會中》一書

中，提出「知識是優勢的唯一來源」，以及組織「知識員工」之

觀念，組織的知識管理問題再度引起重視。 51999 年微軟總裁比

爾‧蓋茲也在《數位神經系統》一書中，明確指出未來企業是以

知識與網路爲基礎的企業，未來的競爭則是知識與網路的競爭。
6  

     不過若只追求知識的數量，即使知識量大到多到無法消化、

整理，也只會成爲困擾現代人普遍性的結構問題；我們亦常爲了

完成某項工作，找不到完整的資訊作判斷，因爲零散的、片段的

資訊無法提供決策的重要資料，這促使我們殷切期待一個更好的

解決方案。這也就是知識管理蔚爲風潮的原因，但在實務上，知

識管理不單是技術的問題，也是組織與文化的問題。 

近年來，因爲網路的快速興起，使得知識管理的發展應用更

爲便利，因而日漸受到重視。科技在知識管理上最有價值的功

能，在於拓展知識的普及範圍，以及提升知識的傳播速度。近代

經濟的發展，就來自於生產力長期的累積與有效的應用。近年以

來，由資訊通訊科技所引起的技術變革，早已深入大衆的生活， 
改變了人類生活與生產的模式，並在二十一世紀也將成爲影響各

                                                
5 劉 常 勇 ， 「 幾 個 有 關 知 識 管 理 議 題 之 初 探 」 ， http ：

//www.cme.org.tw/know （ 2003 ） 。  
6 樂 為 良 譯 、 Bill  Gate  著 ， 「 數 位 神 經 （ Bussiness @the  Speed  of  

Thought ： Using  a Digital Nervous  System ） 」 ， 台 北 ： 商 業 週 刊 出 版 ， 民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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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九九六年 ｢ 經濟合作開發組織」 (OECD) 發表了〈知識經

濟報告〉，認爲以知識爲主體的經濟未來將全面改變世界的經濟

發展形態。 7 知識已成爲生產力發展與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其

後，知識經濟，就一直受到各國學者與政府的高度重視。所謂知

識經濟，就是直接建立在知識的能力與效率，使其經濟力大於傳

統的資本、土地的經濟力。而政府機關作爲國家的行政組織，如

果能有足夠有效的知識管理的機構設置，對於國家的競爭力將產

生重要影響。 

隨著政府對於資訊電子化的推動以及網際網路的盛行，電子

文件環境逐漸日趨成熟。在此環境下，使用者所面對的不再是資

料取得的問題，相反地，卻是手握龐大的資料，不知如何從中找

出有用的資訊。因此，如何充分地運用各種收集而來的資訊與知

識去發掘問題與解決問題，是目前朝向電子化政府目標的重要工

作。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政府組織內最重要

的資產是無形的「知識」。因此，如何透過有效的集中式管理提

升知識的價值、有效幫助工作成員簡化工作流程、相互分享知

識、彼此學習與交流，進而提升市政府工作成員整體服務效率與

品質，乃是政府所面臨的重要關鍵議題。 

過去多數的政府機關多被認爲是僵化、刻板的科層組織 , 成
員間大多屬於各自爲政的狀態，也往往較欠缺主動汲取新知、分

享知識的習慣。在這種組織中的成員大多認爲知識是個人價值的

表徵，如果與他人分享知識，相對的可能降低本身的價值性，因

                                                
7 卓 鴻 賓 ， 〈 台 灣 中 部 地 區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知 識 管

理 相 關 之 研 究 〉 ， 碩 士 論 文 ，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工 業 教 育 研 究 所 ， 民

93.1 ， 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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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願與他人分享其本身所有的知識。 

以台中市政府府內各單位業務性質相異，但站在一個市府團

隊的整體立場來看，單位主管的領導風格、工作成員間彼此溝通

協調的情形、員工的價值觀及自主性、對組織的認同、人員的工

作士氣、單位間的整合、非正式的組織、支援部屬的態度、衝突

的容忍度、酬賞制度等組織文化內涵，對於推動知識管理工作都

會產生影響。組織成員面對這種變革所抱持的態度及想法，亦會

影響其執行知識管理工作的成效。 

更何況組織文化本身即爲組織成員的行爲規範之一，這通常

也是不成文的規定。組織文化與知識管理之間，到底有何關係 ?
組織文化這種組織不成文的規範，固然可以影響知識管理，但是

其成因爲何，如何使得組織文化有助於知識管理，哪些組織的因

素對知識管理是正面的影響，哪些組織因素會形成負面的影響，

此間有若何的關聯性？值得探討與研究，此為本文研究之動機之

一。  
雖然政府組織文化具有與工商企業相異的特色。但是台中市

政府組織文化卻有其特色，值得用來探討與研究知識管理工作的

影響，此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二。 

 
 

第 三 節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壹、 研 究 目 的  

在知識經濟的大背景下，知識管理成爲政府職能的重要內

容。組織文化對知識管理又必然有影響，同時組織文化的缺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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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組織的現實狀況。這種缺失是由政府組織的有別於工商企

業的特色造成的。所以在宏觀層面上，本文從政府組織的特色出

發，來探討推動知識管理工作所受到的影響及其如何調整改進知

識管理工作，並進而改善政府組織文化的相關因素，並尋求解決

之道。 

政府機構具有明顯的層次性，其職能也因層次而體現出不同

的內容，有抽象和具體之分。本文將選取台中市級政府作爲研究

和探討的對象，因爲其層次適中，其政府職能中既有較多的決策

的內容，較更高層次的政府而言，職能又相對具體，對知識管理

工作既有大局的把握，又有具體細節的考慮。本文欲瞭解台中市

政府員工對市政府組織文化的認知，探討台中市政府組織文化影

響知識管理的情形，提出具體結論與可行建議，以供改善政府組

織文化 , 並促進知識管理職能的實現。 

貳、 研 究 問 題  

知識管理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作爲熱點問題廣泛地體現在工商

領域，知識管理的實施必然受到組織文化的影響。對於影響知識

管理的組織文化的研究也相應的集中於工商領域，如“企業文

化”一詞就早已流行於工商企業界，組織文化病並未能在公共行

政領域引起人們的重視。究其原因，模糊的組織目標和較多的制

約因素嚴重的影響使命感的形成，並進而削弱了機構領導者培養

組織文化的熱情和能力。 

而實際上，長期以來已經有不少政府機構的領導者開始有意

識的創建了組織文化，並利用它來加強對組織內部的管理和保持

組織對外的獨立性。當知識經濟成爲全球的發展趨勢，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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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升到國家競爭力的高度時，研究政府的組織文化及引導其對

知識管理產生有利影響就具有了更爲現實和重大的意義。 

政府組織文化具有與工商企業相異的特色。從市政府組織文

化的特色來探討知識管理工作及其所受到的影響，是本文問題的

出發點，也是本文的創新之處。 

 

第四節 研 究 架 構  

本研究係經由學者理論及相關研究之文獻探討，再透過實際

訪談所得及筆者所了解的台中市政府組織文化的特色，來相互印

証市政府的組織文化為何。亦從學者對政府公部門推動知識管理

的實況，來分析有待改善和應注意、借鏡的地方；另亦探討市政

府本身的組織文化在推動知識管理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及影響程

度，並就推動知識管理工作時對市政府組織文化有何衝擊，進而

因應採取的策略如何？同時在就市政府如何活化組織和行政革新

的措施等，期望能藉此研究探討尋求組織文化與知識管理的關聯

性，同時尋求兩者之間如何平衡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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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組織文化對組織知識管理的影響之研究架構 

 

 
 
 
 
 

 
 
 
資 料 來 源 ： 筆 者 自 繪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任何研究都會有它的限制，謹就本研究的限制陳述如下： 

一、研究資料上 
台中市政府隸屬於中華民國，雖為其政府治理之一環，惟每

一地方政府囿於地域、社會民情、歷史背景、人文景觀等因

素，會有差異性存在，倘以台中市政府爲主要研究對象，所

探討的原理、結論，也許未必適合其他公部門。 

二、研究對象上 

筆者服務於台中市政府，雖然在研究過程力求中立，但是所

研究對象與主題皆以市政府爲主，難免流於主觀情感、思維

固定，以致影響客觀性。 

台 中 市 政 府 推 動
知 識 管 理 的 策 略  

台 中 市 政 府 活 化
組 織 與 行 政 革 新
的 措 施  

 組 織 文 化  

政 府 推 動 知 識 管
理 的 現 況  

對 組 織 知 識 管 理

之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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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節   章 節 安 排  

     本研究分爲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概略說明本文研究背景及

動機、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研究架構、研究限制、章節安排。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由於各家研究背景不同，對組織文化與知識

管理的見解亦各有創見 , 由學者專家對組織文化的類型，同時反

思市政府的現況與其相互吻合的程度。接續談到組織文化的功

能，探討市政府的組織文化特色。另就知識管理的意涵，藉此來

檢視市政府的組織型態，對推動知識管理所引起的衝擊與轉機。

並談到知識管理的模式及影響知識管理成功的因素，作為市政府

推動知識管理工昨時之重要參考。同時探討常見組織文化助

（阻）力，對推動知識管理的影響，期盼藉著知識管理工作的推

動，來重塑良性的組織文化，亦以學者的看法來檢視市政府的組

織文化與知識管理之間的互動關係。第三章從市政府現有的組織

規模，利用知識管理工作的推動，使成員擁有知識的寶庫，不斷

的學習與知識分享。以我國政府公部門推動知識管理的近況，及

其發現有待努力的地方為借鏡，期望能對市政府推動知識管理過

程中，能夠引起重視。接著敘及市政府推動知識管理的策略與運

作，以企業界推動知識管理所面臨的困難及解決之道，提醒市政

府應注意之處。由此知識管理的推動工作，將其融入市政府的組

織文化中，進而帶動活化組織與行政革新的工作。第四章為調查

研究，從研究方法中探討本研究所採取的深度訪談、文獻、參與

觀察法的實質內容：訪談對象的選擇方式：訪談問題的設計：訪

談方法等，從訪談中了解到理論上影響組織文化的因素、知識管

理的因素、組織文化影響知識管理的分析，印證理論與實務的契

合。第五章研究結論 , 就理論及相關研究、實地訪談結果，提出

研究發現及如何改善台中市政府組織文化 , 並促進其知識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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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具體結論和可行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