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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申論題部分 

擬答： 

一、學者有謂 21 世紀乃是知識經濟的年代，因此知識管理成為公私部門咸皆需戮力發展的目標之一。在知識管理的

概念中，知識是不同於資料或資訊的，其中最大的差異在於「簡化」的程度，知識是一種能將資料或資訊轉化為

有效行動的思考架構，它是一種資訊、經驗、價值以及專業知識的混合體，能幫助使用者評估與整合新的資訊與

經驗，並且能適用於許多未來不同的情境。 

知識管理的意涵： 

知識管理是指有計畫與系統性地建立、分享、應用與更新知識，以提升組織的效能與成本效益，組織應用資訊

科技之方法，配合組織結構、組織文化等之特性，對組織中的知識進行蒐集、組織、儲存、轉換、分享及運用

之過程。 

實現知識型組織的策略： 

知識的轉化： 

學者 Nonaka 與 Takeuchi 認為，知識管理的主要內涵就是知識轉化的過程，而轉化的主要目標即是個人、團

體或組織間之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知識管理的轉化策略，如果從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的循環歷程觀察，大

致上可分為共同化、外在化、連結化及內在化等四種策略。 

知識管理的成功要素： 

Davenport 與 Prusak 認為知識管理若欲成功，應具備下述九點要素： 

知識導向的文化。 

技術與組織結構。 

高層主管的支持。 

具備經濟效益或是產業價值。 

過程導向。 

明確的目標與用語。 

有份量的獎勵措施。 

應具有某種程度上的知識結構。 

多重的知識移轉管道。 

知識型組織的塑造做法 

我國學者孫本初認為，管理者若欲將組織型塑成知識型組織時，必須採行下列做法： 

完善的教育訓練計畫。 

建立誘因機制。 

提供知識分享的途徑。 

協助成員與專家接觸。 

型塑樂於學習的組織文化。 

設置知識執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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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世紀末由英、美等國引領的政府再造運動提供了許多行政革新的具體方向和實際作為，使公共行政邁向嶄新

的領域，深究此一波行政革新的基調，乃是將企業的創新和變革精神注入政府當中，形成所謂「企業型政府再造

模式」。 

企業型政府的形成及其內涵 

由於現代化的持續性發展，傳統的公共行政管理方式已面臨著失靈的困境，不但已無法符合當下人民的需求，

而且其以服務為目的的宣誓卻也轉成對民眾生活上的不便與桎梏，因此一連串改革的呼聲便蜂擁而至。Osborne

和 Gaebler 兩人就曾指出這重建政府的壓力現象係來自社會大眾，而這可從底下三個特徵中看出： 

政府的科層系統所提供之服務已不能滿足社會大眾對公共服務在質與量上日益成長的需求。 

由於社會大眾對政府之服務範圍的擴大與多元化要求，雖使政府的服務成本提高了許多，但卻未見其服務效

率及效能的提升，相對看來卻反而下降了。 

自始以來，社會大眾日益地對科層系統產生不信任感，因此使得他們認為即使政府增加了運用的經費，也將

是無益的、無效率的。 

由此可知，重建政府組織成為了一項必然的工作，而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或主張便是強調著政府之公務人員必須

要以「企業精神」的方式來處理公共事務，唯有如此才能符合社會大眾的需求。因此在 Osborne 與 Gaebler 所

合著的《新政府運動》一書中，就強調指出要「在政府公共部門中引進企業精神」，只有透過企業精神的導引

而使政府轉型邁向企業型政府時，政府的服務品質及其生產力才會有所提升。 

企業型政府的核心理念：具創新企業精神的企業型官僚 

學者李懷適（E. Lewis）在《政府的企業精神：官僚的政治權力論》一書中，舉出企業型官僚的五項共同行為

特徵： 

企業型官僚善於運用組織內部的資源及力量來實現公共目標。企業型官僚將目標致力於，透過組織實踐公共

利益，而不是傳統型官僚一心求升官進等。如：牟雪書就是以獨特的「共同願景」（shared vision），重整紐

約都會區的公園景觀以及運輸系統。 

企業型官僚對某些社會關注的領域學有專精。企業型官僚善於運用傳播媒體、國會聽證會，以及其他各型會

議來倡行其專精的領域，在「理」與「勢」方面，成為某些公共政策的代言人。例如，胡佛擅長犯罪統計資

料之應用與解讀，李克河掌握海軍核武戰備之脈動，牟雪書則對紐約的公園建築與都會橋樑，暸若指掌，無

人能出其右。 

企業型官僚能夠積極運用組織中的影響力來獲得成功，而不只是像傳統型官僚消極地坐視文官體系漸趨腐

化，一籌莫展。李懷適指出，企業型官僚在其生涯裏終將體會出，龐大複雜的公共組織是進行社會、政治、

以及經濟改革，最有力的工具。這是由於公共組織能提供龐大資源及政治權力，不僅可保護企業型官僚不受

內部反對勢力的牽制，還能對其他外部勢力施壓，爭取奧援。 

企業型官僚善於運用民意市場（public opinion market），建立「捨我其誰」的形象。企業型官僚能善用自己

的知識及能力，塑造專業形象，以及民眾對他解決問題的信心。例如，李克河讓大眾相信，唯有將核子科技

引進海軍，讓潛艇能長期在海底作業，方能建立「真正的潛艇戰力」。 

企業型官僚會設法拓展專屬的公共政策範圍，即盡量設法延伸所屬組織的影響力範圍，以獲取更多資源以及

支持。雖然此作法會悖離代議政府的民主程序，但卻能有效地降低組織的不確定性、增加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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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型政府的落實：引領公部門之創新變革 

為能真正落實企業型政府精神，帶動公部門創新與變革，雷文與珊卓（Levin and Sanger）提出以下八項利於組

織創新發展的環境要素前提： 

可包容錯誤：從過去具體的成功經驗中發覺，那些能適切包容錯誤的部門，行政人員較能發揮企業家的創新

精神。 

主動與冒險：想要提高政府施政績效，必須相信業務單位和中層管理者豐富的創造力，並支持主動冒險的精

神，畢竟他們是最接近顧客（人民）的行政人員，也是最了解顧客需求的人。 

適當的授權：為了能有效執行創新任務，應給予組織成員較充分的行政裁量權，以實際績效結果為課責標的，

而非設置過多管制門檻。 

分析與評估：分析的主要任務，在於創新方案實施中加以衡量評估，以達到方案設計的精益求精；評估則是

藉由反饋系統，持續不斷地探索創新方案的執行狀況，遇有錯誤立即修正。 

彈性的組織：政府在進行革新時，如果不能對既有組織結構加以調整，層級節制的官僚體制仍將以無數的法

規和過度的管制繼續壓制可能激發創新的潛在資源。 

內滋性激勵：如果企業型官僚可創發一個環境，讓幕僚和業務機關的成員都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角色，確

知自己的重要性，以及了解個人執行任務的價值，那麼這就是一種創新的環境，一種遠超過物質的精神與專

業報酬。 

外在擁護者：許多的創新方案是政府部門無法獨立完成的，必須藉由公部門與企業部門合作來促成。此外，

政府財政資源日益困難，而社會資源豐沛，如能正確引導，將成為創新方案成功的關鍵資源。 

良好的形象：創新方案的創導，能夠獲得外部的擁護支持，經常有賴於機關部門或創新方案，塑造成積極進

取的公共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