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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計畫 

 

一、報考動機 
 
(一)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 
 
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企業組織為了繼續生存和保持競爭力，莫不尋求因應之

道。而「人」是組織的核心，在經濟的發展上，不論是屬於制度層面的改變、生涯環

境的變化，抑或是技術上的革新，所驅使一切的動力皆源自於「人」，唯有擁有充裕

的優異人力資源方能使組織快速應變，所以企業以「能力」作為取才標準的情況將會

更加普遍。此外，企業與機構本身亦需要不斷的學習，因只有以知識為主的學習型組

織才能在當今瞬息萬變的環境下茁壯成長、維持競爭力。由此可知，隨著台灣走上真

正的知識經濟社會，工作者知識與能力的提升將會是關鍵。 
 
學習的方法很多種，有些人參加研習課程汲取專業知識，學習工作技能；也有些人透

過自我研修，閱讀專業書籍、書報期刊。不論是經由何種管道，只要抱持終生學習的

決心，培養專業技能，增強自己的競爭力，相信都一定能在未來有好的發展。而即將

完成大學學業的我，選擇畢業後直接進入研究所學習，希望能加強自己的專業知識，

培養自我專業技能。因為唯有不斷追求新知、持續學習、充實自己、提升自己的競爭

力，才能因應環境劇烈的改變，順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 
 
(二) 企業用人唯才的趨勢 
 
在現今如此競爭的環境下，企業漸漸以「能力」做為選才的優先考量，而要想在眾人

中脫穎而出，就必須先建立自己的優勢與能力。這莫不讓我深深感受到擁有專業知識

和技能對一個人在職場上的關鍵性，也激發我繼續讀研究所的動機。希望能在研究所

階段培養專業能力並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有助自己未來在社會上的發展。 
 
(三) 本身對管理領域的興趣 
 
1. 源自修習管理課程所產生之興趣 
在國貿系就讀的過程中亦有接觸管理領域的課程，特別是管理學和行銷管理兩門課的

修習，使我漸漸對管理產生興趣。將此二門課的學習心得分述如下： 
 
(1) 管理學 



受到老師啟發式的教學引導，使我開始對管理產生興趣。老師非常鼓勵學生思考、發

言，而我也多能把握機會在課堂上發表意見，並在課餘時間請教老師。此外，老師亦

會將管理理論應用到實際情況，讓我感覺到管理其實是如此地親近，在生活中隨處可

得。且由於老師的要求，我也第一次進行較具研究論文模式的報告撰寫，並學習到如

何設計問卷以及分析所得的資料。 
 
(2) 行銷管理 
老師的教學方式常能引人入勝，進入行銷有趣的地方，並常常舉實例佐證，帶動上課

的氣氛，因此引發我的學習興趣。此外，老師也是非常著重報告的訓練與撰寫，而在

做報告的過程中，我也進一步地學習如何進行環境分析、SWOT 分析、市場區隔、目

標市場、定位、4P 等等的分析與問卷設計，逐步訓練自己的邏輯思考能力。在此附上

一份具代表性的行銷學報告，是對速食業做產業分析。 
 
2. 源自幹部社團體驗所產生之興趣 
在求學歷程中除了擔任過多次的主要幹部，辦過許多活動外，於課業方面的小組討論

也多能領導組員進行討論，使我漸漸對管理萌生興趣。特別是大學三年來的各項團體

體驗，讓我對組織行為產生特別的興趣，想要更深入去學習與了解。而「人」是一個

組織內最重要的元素，由於辦活動的關係讓我有更多機會與人產生互動，與人接觸頗

多，並覺得人與人相處深具複雜性和挑戰性，因此也對人力資源管理產生極大興趣。 
 
(四) 學習環境誘人 
 
政大企研所的師資堪稱一流，加上有完善的設備、豐富的教學資源，給與學生舒適的

學習環境。而與企家班一同學習亦是政大企研所吸引人的地方。所上開設的課程完整

，包含了眾多領域，像是政策與管理、生產管理、企業自動化管理、行銷管理、人力

資源管理、科技管理、財務管理和國際企業管理，提供充分的修業選擇。以上這些優

勢都深深吸引著我。此外，我認為一個人必須先有強烈的興趣與學習動機，再輔以優

良的學習環境，才有辦法培養出自己的專業能力、建立己身的競爭優勢。若一個人沒

有學習意願，即使身處再好的環境、給予再多的資源，也都無法使其有所成就。所以

我的強烈學習動機再配合政大企研所優越的學習環境，相信定能培養出自己的專業知

識和技能，在將來成為一傑出的管理人。 
 

二、學習計畫 



　　                                
 
(一) 以大學所學課程為基礎 
 
大學所學的課程中，除了全校共同必修科目外，學生將其大致分類如下： 

　　  
 
(二) 自我能力評估 
 
1. 放眼天下的國際觀 
在現今地球村的時代，國際觀的培養極為重要。而本身在大學是國貿系，經過三年的

薰陶，除了修習和國際貿易有關的理論、實務和法規等相關課程，培養出較深刻的國

際觀，並在老師的引導下，逐漸能將理論配合實際運用。 
 
2. 組織、領導等管理經驗 
眾多的幹部與辦活動經驗，使得我在管理方面有很多親身的體驗，雖然是在嘗試錯誤

中學習成長，然而這種體驗將是更為深刻，也讓我不至於再重蹈覆轍。 



 
3. 外語溝通能力 
語言能力的培養亦是極為重要，而我在求學階段仍始終保持對英文的學習，並另至語

言進修補習班學習日語，以期有更完善的語言溝通能力。 
 
4. 電腦能力 
寒暑假時會安排自己學習一些有用的電腦應用軟體，除了基本的Office 軟體（Word、
Excel、PowerPoint…）外，還包括美工繪圖、資料庫、網頁設計、影像處理等等的，

多方充實自己。 
 
(三) 研究所入學前的準備 
 
在正式進入研究所前，我還會做下列的準備以期能為自己打造更穩固的基礎。 
 
1. 修習心理學與社會學 
在大學還未畢業的這段時間，我打算繼續修習心理學與社會學，如此佐以已修過的管

理學，方能達到進入管理領域的基本要求。因為我覺得要管理一個組織、管理人，其

中的複雜度與所牽涉層面之廣，相信並非管理學單獨所能應付的。而心理學、社會學

和管理學三者觀念的結合，相信能對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提供較完整的概念。 
 
2. 加強第二外語 
英語雖然接觸多年，但對於一些較專業領域的用法仍然涉獵不深，因此我於大四選習

商業應用英文，希望多充實自己在商業及管理領域的英文用法。另外，我也將繼續地

球村的日語和英語課程，並計畫在研究所入學前參加TOEIC 英文檢定。希望將來英、

日語能成為我除了母語之外，有利的溝通工具。 
 
3. 進一步學習電腦 
在知識經濟時代的潮流下，有一項重要的特質，就是迅速掌握知識，才能獲得致勝的

契機。知識經濟就是有效利用資訊的經濟活動，而面對今日資訊的快速流動、電腦的

出現著實對人類資訊的掌握產生極大的助益、逐漸成為一個現代人日常生活所必備的

工具。為了讓自己能與時代保持同步接觸，我打算繼續修習一些網路與商業應用軟體

，除了有助於掌握即時訊息，相信對未來做研究時亦能有所幫助。 
 
4. 多閱讀管理方面的雜誌書籍 
閱讀是吸收新知非常好的來源，所以我也打算再多花一些時間閱讀有關管理方面的商

業書籍，增加對此領域認知的深度與廣度。 
 
(四) 研究所入學後 
 
時代的潮流瞬息萬變，社會的分工越趨專業化，而人與人、人與事之間的群體互動關

係亦越來越強。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國際間及企業間競爭激烈的環境之下，如何



建立獨特的不敗競爭優勢而能永績經營下去已是企業界相當重要的課題。而在自然資

源十分有限的台灣，所唯一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即是「人」。在環境的趨

勢下加上自己於求學過程中所產生對組織行為和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興趣，因此除了

修習必修課程以利自己能有全面性的觀念外，將會朝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領域做更深

入的學習。所計畫修習的課程如下表： 
 

　　          

 
三、未來規劃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台灣正面臨了產業型態的轉變，由原本的勞力技術密集轉

變成高科技產業，而高科技人才及基層勞動力的缺乏，使我國在面對外來的競爭壓力

下，欲積極提昇國家競爭力的過程中遭逢到瓶頸。而過高的失業率以及日益增多的勞

資爭議亦是急待解決的問題；台灣目前正積極爭取建立亞太營運中心，除了在行政效

率上、通訊運輸的軟硬體設備上以及法令的建全上須加緊改善外，高科技人才及國際

化管理人才的培育亦扮演了相當關鍵性的角色。…由以上種種可知，台灣在未來是否

能再創造經濟奇蹟，人力資源的有效開發運用著實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由上述可知，未來台灣產業對於有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知識的人才將會產生極大的需

求。此外，企業組織為因應時代變遷也必須做必要的改造與調整，因此在組織方面的

專才未來亦會極為搶手。所以對於未來的規劃，我將分成三個階段逐步完成，並致力

達到最終目標。 
 
(一) 短程 
   
在研究所先對各領域做廣泛的涉獵與學習，再針對自己較有興趣的組織及人立資源管

理領域作更進一步的了解和研究，逐步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因應未來的需求，並致

力培養下列的能力： 
 
1. 發掘問題、研擬問題、界定問題、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2. 獨立研究之能力 
3. 充分的表達能力 
4. 外語溝通能力 
5. 組織、領導等專業管理能力 
6. 具正確的國際觀 
 
(二) 中程 
 
於研究所畢業後，我打算先投入企業界，希望能運用自己在組織和人力資源管理領域

所學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致力於引導組織改造以順應時代的變遷，並妥善運用人力資

源，協助企業改進管理績效，促進企業成長，建立並維持組織的競爭力，成為一專業

的管理人。 
 
(三) 長程 
  
「學無止境」，企業人唯有不斷追求新知、培養自我專業技能、持續學習，才能因應

環境劇烈的改變。所以若發現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我也會透過各種進修的管道再繼續

充實自己。對於未來，我先勾勒出一個大方向，然而還是會時時刻刻不斷地對自己做

細部微調。 
 
(四) 總結 
 
多方面的涉獵與學習，是受本身的求知慾和好奇心所驅使。然而在現今全球環境的趨

勢、國內企業環境的現況與未來需求下，還必須培養自己更專精的知識和技能，才有

辦法在未來脫穎而出。我希望能依循自己的讀書計畫藍圖，配合本身自我充實和自我

學習的特質，一步步為自己的能力奠基，期勉自己不但要學得廣，也要有所專精，逐

步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讓自己能深具專業知識、世界觀及擁有豐富經驗，成為一位



具備洞察力、決策力及行動力的專業管理人才。終而達到我的最高目標－終身學習，

並創造己身「被利用而不可被取代的價值。」 
　 

研究計畫 

 
一、 研究題目 
 
「知識分享意願與員工激勵制度的關聯性－以美商大都會人壽為例」 
 
二、 研究背景 
 
誠如野中郁次郎與竹內弘高在其合著之＜創新求勝＞一書中所言的：「知識時代的來

臨，代表工業革命時代的結束，也代表了經濟因素的改變。競爭不再靠物質設備，不

再靠資金，而是靠腦力和運用知識的能力來決勝負。」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是資訊和知識的世代，而能有效利用資訊就是知

識。換句話說，知識經濟就是有效利用資訊的經濟活動。在新世紀下，知識已成為了

資產一部份，亦即所稱的「知識資產」(knowledge assets)或「軟性資產」(soft 
assets)，並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生產要素，如自然資源、勞力、資金等。而「知識資

產」主要包括「人」及「資訊」。在急遽變遷的環境下，企業組織唯有能迅速掌握知

識，才有辦法助其創造財富、獲得致勝的契機。也因此，「知識管理」已成為二十一

世紀企業競爭與經營管理的重要策略，且隨之而來的企業改造趨勢也將是無法可擋。 
 
在不斷改變的市場形態中，企業的優勢是依賴那些懂得適應環境的人，運用技能、知

識和經驗這些智慧資產來發掘新機會。任何企業與機構唯有擁有充裕的優異人力資源

方能快速應變當今瞬息萬變的環境，也因之人力資本成為知識管理的中心。由此可知

，「知識管理」和「知識員工」等概念已是當今企業為保有競爭力所必須採納接受

的。 
 
三、 研究動機 
 
西元2001 年是台灣「知識經濟社會推動元年」，知識經濟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產經重

要項目。而在全球化的知識經濟高度競爭下，業界也更需要做好知識管理，以維持企

業組織自我的競爭力。在此種背景認知下，加上得知第12 屆品質優良案例得獎企業中

，知識管理部份是由美商大都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獲獎，因此引起我對該企業究

竟如何成功地推動知識管理產生興趣。 
 
適逢知識管理成為全球性風潮，加之多個國際知名企業因推動知識管理確實收到脫胎

換骨之效，美商大都會人壽為確保其競爭優勢，亦決定早日推動知識管理。才短短一

年的時間，該公司的知識管理系統即從無到有，並榮獲今年度品質優良案例獎。實行



知識管理的要訣，除了要由高級管理層帶領外，還要在內部建立知識製造、分享及傳

授的文化。但在進行過程中，諸如組織成員對變革的抗拒、對變革的態度、變革的性

質與速度還有成員的適應狀況等眾多因素，都極有可能影響變革的成效。然而美商大

都會人壽在導入知識管理的過程，竟能在短短一年內就成功，相信一定有其獨到之處

，因此引發我對其作更深入研究的動機。又大學時曾修過保險學課程，對保險業有較

整體性的認識，相信此亦有助於我在此領域的分析研究。 
 
四、 研究目的 
 
知識管理大致包含了知識取得、知識創造、知識累積、知識分享、知識流通等等的程

序，每一部分對於知識管理的成功與否皆有其關鍵性。然而企業組織能否有效管理及

運用其知識，最重要的關鍵仍在企業組織內部的成員，願不願意將其個人的知識與他

人分享，因此知識分享成為研究知識管理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

員工知識分享意願和員工激勵制度之間的關係，探討不同的激勵制度是否會影響員工

的知識分享意願，俾以提供企業在建立知識分享機制時的參考。 
 
五、 研究架構 
 
(一) 了解知識分享的定義、動機及途徑 
(二) 區分員工激勵制度所包含的方法 
(三) 分析不同的激勵方式對知識分享意願所造成的影響 
(四) 個案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