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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Guthrie(2001)認為隨著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使得有形資產的

重要性式微，並且逐漸轉移到依賴知識與智慧資本。知識儼然成

為企業競爭的利器，現今成功的企業不再只是單靠固定資產來獲

取利益，資訊與知識已經是企業成功的主要資源。傳統以有形資

產作為企業價值已逐漸式微，取而代之是將知識內化於組織的人

力資本、結構資本與顧客資本，藉以發揮槓桿效益，創造企業核

心競爭力。 

知識管理是企業競爭的重要策略，在企業內部能整合企業有

用的知識，將所有企業內部流程或組織中員工的無形知識，利用

一個有效的方法與機制，使其成為有形的知識，並且快速的在內

部分享，經過不斷的學習、反饋與加值，使企業成為具有創新能

力的有機體，對外則能與顧客以各自的知識價值輸出鏈，形成另

一個更龐大的知識價值鏈體系，企業便得以將知識的價值整合，

並發揮最大效益，真正成為企業持久之競爭優勢。 

在二十一世紀新經濟時代中，因為 IT 技術的急速發展、資訊

傳輸的公開化及快速化，知識以幾何倍數在成長，且隨著 IT 技術

完全融入銀行、保險、證券和外匯等金融行業，金融業的效率大

幅提升。不可諱言，銀行業的知識需求越來越高，未來發展趨勢

之一，就是智慧資本。而銀行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產業，在產業

的技術層面上，是服務業中最具科學化的行業，為了滿足消費者

的需求，必須靠著各種專業知識與資訊技術的結合運用，是一個

典型必須藉由知識蓄積，進而轉化為企業競爭力的產業；而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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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功能層面上，它則兼具金融、服務、經濟、社會等多方面且

複雜的功能。 

近年來，在金融自由化與國際化政策的影響下，銀行經營環

境已產生了十分明顯的變化，由於過度的競爭，銀行業者普遍面

臨了業績的壓力。在充滿不確定性，也充滿高度危機的經營環境

下，銀行要永續經營，除了各家銀行投入運營過程中的人、財、

物等有形資產，更取決於銀行對無形的智慧資本的管理能力，而

Walsh, Enz and Canina(2008)亦認為服務導向的企業，應致力於管

理智慧資本，投資於人力資本、結構資本與顧客資本，將提高組

織價值。例如加拿大皇家商業銀行及北歐 Skandia 金融保險公司，

已成立專責單位，負責推動智慧資本的管理工作。 

由前述，更可確認銀行業乃知識密集的產業，而吳安妮(2002)

也提出，就知識型企業而言，知識的創造、累積、共享與整合是

創造公司價值的主因，為達到企業永續經營之目的，企業內部智

慧資本的創造、管理、衡量與評價是未來企業競爭的重要觀念。

另外，Tayles, Pike and Sofian(2007)實證認為智慧資本在創造與維

持企業的競爭優勢以及股東權益上，有顯著的影響。因此，銀行

業者如何利用知識管理蓄積智慧資本，以因應競爭日趨激烈的動

盪環境，值得深入探討。 

回顧過去有關於智慧資本的相關文獻，大多以智慧資本與組

織績效為研究焦點，較少有探討智慧資本與知識創造之研究，然

而智慧資本與知識的關係非常密切，智慧資本是由知識所產生，

舉凡包括經營團隊素質、員工專業技能、員工向心力與創造力、

具競爭優勢的研發創新能力、企業創新文化、顧客規模、顧客忠

誠度、知名商標品牌、策略夥伴合作關係以及市場佔有率等，都

是能創造企業價值的無形來源。 

另外，曾俊堯(2004)以問卷調查方式，探討經營管理者對智慧



- 3 - 
 

資本的認知與管理情形，研究發現國內銀行業者幾乎已知道銀行

智慧資本管理的重要性，但真正開始了解者僅占少數。因此，本

研究將根據理論基礎、實證研究、邏輯推理以及專家共識，並配

合知識創造與智慧資本的層面，加以比較分析，探討發展知識創

造與智慧資本間完整的關係架構，期使銀行經營者能從認識智慧

資本，進而重視智慧資本，並強化智慧資本，在知識經濟的世代

中，提升銀行競爭力。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過去臺灣地區對於銀行業之探討主題，較少剖析知識創造對

智慧資本之影響，然而，在國內金融業與國際接軌的潮流下，有

效地管理智慧資本，使其發揮最大綜效，實為我國銀行業之重要

任務。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將探討國內外學者們，

先前針對知識創造與智慧資本的實證研究，歸納出知識創造與智

慧資本重要之影響變數，建立一個綜觀的研究模式。故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為： 

一、 建構銀行業知識創造與智慧資本之關聯模式。 

二、 探討銀行業智慧資本中各要素之間的關聯性。 

三、 藉由知識創造與智慧資本之關聯模式的建立，並提出管理上

的建議，以期提供我國銀行業參考，有效管理內部的智慧資

本，進而達成公司之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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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首先確認研究方向，接著確認研究動

機與目的，再針對研究目的，經由文獻的考察，來建立本研究

的觀念性架構。其次在研究規劃階段，根據研究架構發展出研

究問題，在確定研究對象與研究設計後，確認各變數的衡量指

標，開始著手設計實證問卷，進行問卷訪談與回收、資料分析

以及解釋分析結果，最後，提出結論與建議。本研究流程如圖

1-1 所示。 

一、 資料蒐集與文獻探討 

進行研究相關的文獻蒐集與探討，建立研究理論基礎。 

二、 建立研究架構與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建立研究架構與問題，包括

定義各衡量變項。 

三、 編製問卷、進行專家效度評鑑以及修改問卷 

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針對所要探討的各類變數設

計問卷後，進行專家效度評鑑，經由專家指導，修正問卷內

容，以提高問卷效度。 

四、 問卷調查 

依據專家效度評鑑後，修訂成正式問卷，再進行問卷發

放與回收。 

五、 資料分析與討論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利用統計軟體，進行資料分析與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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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結論與建議 

從資料分析、解釋以及研究發現，得到研究結論，並提

出管理上的建議與後續研究方向。 

 
 

 

 

 

 

 

  

 

 

 

 

 

 

 

 

 

 

 

 

 

 

圖 1-1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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