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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在面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下，創新即是企業提升競爭力的關鍵因

素。因此，世界各國便積極進行創新的培育，以求在多變的時代中強化

企業的競爭優勢，進而提升獲利能力。本研究嘗試以組織創新氣候、社

會資本與知識分享為前因變項，組織績效為結果變項，再輔以組織創新

能力為中介變項進行研究。 

本研究以國內創新育成中心內進駐企業之創業主為研究對象，採用問

卷調查法進行實證研究，有效回收問卷為 141 份。由分析結果顯示，組

織創新氣候、社會資本與知識分享對組織創新能力皆有顯著正向影響，

組織創新氣候、社會資本與知識分享對組織績效皆有顯著正向影響，而

組織創新能力對組織績效也有顯著正向影響；此外，組織創新氣候、社

會資本與知識分享也會透過組織創新能力之中介效果影響組織績效；最

後就本研究之研究結果進行討論，並提出理論與實務意涵以供相關單位

或企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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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enterprises facing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nnovation is a key factor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nations have actively conducted and encouraged innovatio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company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changing era, in 

turn, enhance profitabilit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nstruct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limate,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sharing as antecedent variables,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is outcome variable, and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s mediator variabl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launched to collect data,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to the business owners who station in incubation centers.  After the 

empirical analyzing within 141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climate,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sharing has 

positively effects on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climate,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sharing have positively 

effects on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Moreover,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h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and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climate,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sharing. Finall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and provided for relevant organization and company. 

Key word：Organization Innovation Climate,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Sharing ,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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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

的；第三節則敘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第四節列述本論文架構。茲將各

節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創業型經濟是一種建立在新創事業基礎上的一種經濟型態，

比管理型經濟更適合在目前的經營環境下發展。隨著科技技術的革命性發

展，創業型經濟中生產要素的流動成本大為降低，導致面臨的競爭市場更

為瞬息萬變，促使競爭的關鍵轉為資訊、知識和創業家精神等核心要素。

創業型經濟的特質是企業能夠對知識加以創新的應用，表現出創新發明多、

專利多、中小企業多，創業、自組織與多樣化是創業型經濟的重要特徵。

創業型經濟中一般都是創新性產品，因促進新需求不斷的產生，創新的不

斷湧現，可以提高開發能力並運用在不同地方上(MBA智庫百科, 2013)。這

樣的經濟體型態使得台灣創業者越來越愛創業，由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機

構評比指出我國連續3年(2012-2014)排名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EDI)

是全球前10大，且名列亞洲之首。此外，台灣創業者對創業期待指數是世

界第一，由此可知台灣創業者對於創業是相當的期待(陳宥臻, 2013)。 

所以，創業與創新行為是近年經濟體中非常重要的競爭力，因為它不

僅可以擴大企業整體、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促進科技進步，並提供許多

社會機會(Lieberman & Montgomery, 1988)。創業與創新行為有賴創業家去

進行。因為創業家是創新的啟動者、組合者、成功者，並將一切過程連結

起來並成功實踐(Tidd, 2001)，也是企業整合各方資源和能力，創造企業最

大價值的關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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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個組織的創新氣候之良窳與組織之技術突破的數量有相當大

的關係(Tesluk, Farr & Klein, 1997)；而組織外部的環境因素影響或是組織

內部提供方法、工具與資源都有可能促使員工產生創新的想法或行為

(Bharadwaj, 2000；簡文娟，1999；王連杰，2007)。目前研究者在組織創

新氣候的研究中大多是探討組織創新氣候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係(蔡啟通

與高泉豐，2004)；也有研究者提出組織創新氣候可能會影響其企業績效

(王連杰，2007)。換句話說，組織創新氣候能夠促使員工更有創造力，使

組織有更好的組織創新能力，不斷使企業競爭優勢更強大，進而增加其企

業績效。但是組織創新氣候影響組織績效的研究並不多見；因此，本研究

將探討組織創新氣候如何影響組織績效，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過去，社會資本與關係網絡的研究日益被重視。多數研究者強調社會

資本為行為者在其鑲嵌的社會關係網絡之中可獲得關係資源(Coleman, 

1990；Nahapiet & Ghoshal, 1998；Lin, 2001; 吳茲瑩，2007)。探討社會資

本的各個構面與資源交換創造間的觀點(Gupta &Govindarajan, 2000；楊台

寧，2009)或知識分享觀點(林妙雀，2009)。近年來，探討社會資本與創業

之間的關係，也逐漸被重視了(吳茲瑩，2007；葉千禎， 2009；李婷，2011)。

相關研究認為社會資本是社會參與之社會關係結構與內涵，藉由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信任、規範，產生解決問題之能力並有利於組織的創業成效(王

婉如，2008；李婷，2011)。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社會資本對組織創

新能力與組織績效的影響，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二。 

在知識分享相關的議題上，有研究者提到知識是企業組織維持長久

競爭優勢的重要性(Davenport & Prusak , 1998)。也有研究指出知識是一種

獨特的無形資源，並藏在團體之中供參與者使用(Huseman & Goodman, 

1999；Zack, 1999；DeLong & Fahey, 2000；Knott, 2003)；並且自發性的

分享其自身的知識，並協助解決問題且幫助其成員學到所需的知識(陳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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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洪廣朋、曾建銘，2008；謝如梅、方世杰、劉常勇、蔡馥陞，2009)。

企業若能將知識有效的創造、應用、分享與保留，將可利於創新行為的

產生(Nonaka & Takeuchi, 1995；Dixon, 2000；Lee, 2001)。目前對於知識

分享的相關研究，大部份僅從單一觀點出發，即探討意願的議題(吳建平，

2006；毛筱艷、羅娸禎，2010)及知識分享能力的議題(方世杰、蔡馥陞、

邱志芳，2004)。這樣的觀點可能導致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本研究將知識分享之意願與能力整合，並進一步探討知識分享對

組織績效的影響，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之三。 

在市場競爭激烈下，創新儼然成為當代企業能維持競爭優勢最重要的

策略性手段(張瑩, 2005；黃義俊、王湘捷, 2010)。而成功的創新不僅來自

於前所未有的創意，也可能是來自於改良過後使其產品或服務的功能發揮

的淋離盡致，成功付諸實踐以達到創新特性，而提高企業的獲利能力

(Hoffman, 1999；Damanpour, 1996)。因此，探討組織創新能力是一個重要

議題，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之四。 

那根據波士頓顧問公司自 2004 年開始就針對全球知名企業之 CEO

進行調查，其 2012 年調查結果顯示，不分地區和產業，越來越多的企業

執行長將創新列為企業經營的優先要務；在全球各企業強調創新的重要

性之外，創業型的經濟型態也是方興未艾，國內政府單位與學校單位也

鼓勵創業的政策下，故本研究將以國內各大專院校育成中心之進駐廠商

與各區軟體中心之進駐企業為調查對象，希望藉由實證來瞭解影響組織

績效的因素為何，並提供未來新創之企業制定決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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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經由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希望藉由實證來瞭解影響組織績

效的因素為何，並提供未來創業者制定決策之用；因此提出本研究目的

如下。 

一、探究組織的組織創新氣候與組織創新能力之關連性。 

二、探究組織的社會資本與組織創新能力之關連性。 

三、探究組織的知識分享與組織創新能力之關連性。 

四、探究組織的組織創新氣候與組織績效之關連性。 

五、探究組織的社會資本與組織績效之關連性。 

六、探究組織的知識分享與組織績效之關連性。 

七、探究組織創新能力與組織績效之關聯性。 

八、探究組織創新氣候、社會資本、知識分享是否會透過組織創新能

力的中介影響而間接影響組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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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在研究流程中，首先確立本研究之方向，進而發展研究動機與主要

研究目的。其次，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整理與回顧，歸納統整相關的

變數，建立本研究的觀念性架構。觀念性架構完成後，再發展本研究之

研究假設，接著進行研究方法及問卷之設計，並確認研究對象與抽樣方

法，隨即運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實證資料，待問卷回收完成後，根據

回收之資料加以整理，利用統計軟體進行資料分析，進而針對所得之研

究結果加以說明與解釋。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對實務界之管理意

涵，並說明對於後續研究之建議。茲將本研究之研究流程繪製如圖 1-3-1。 

圖 1-3-1  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之確認 

相關文獻之回顧與整理 

確認研究主題與研究架構 

發展研究假設 

決定研究對象與研究設計 

問卷設計與發放 

問卷回收 

資料分析 

解釋分析結果 

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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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五大節，而各章節的主要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流程與本論文

之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主要蒐集國內外有關組織創新氣候、社會資本、知

識分享、組織創新能力與組織績效等變數之相關文獻，經由分

析並彙整出本論文所需要的理論基礎。 

第三章 研究方法，依據本論文相關文獻的探討，建立研究架構，說明

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與衡量，建構研究假說、問卷設計與資料

蒐集，說明各資料分析方法。 

第四章 研究分析，是進行研究問卷的發放與回收作業，針對有效問卷

透過資料分析各研究方法予以驗證，並將其分析結果進行說

明。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針對實證後的結果予以分析、整理，進而歸納出

結論與建議。最後，說明本研究的限制與建議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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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創業主，您好： 

我是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感謝您撥冗填答問卷。這是一份學術

性問卷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組織創新能力與組織績效的影響因素。本研究內容屬於較新

的研究領域，其研究結果將可為學術界與實務界帶來非常重要的貢獻，而您的協助將對本研

究的進行提供莫大的助益。您所填答的內容資料主要供學術研究分析之用，絕對不做個別揭

露或其他用途，敬請放心作答。若是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您可以利用以下之聯絡方式直接

與我們聯絡，在此衷心感謝您的熱心協助！ 

敬祝您 鴻圖大展萬事如意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楊敏里博士 

研究生：張簡有正敬上 

e-mail：turbo99686@yahoo.com.tw  

聯絡電話：0978875183 

「組織創新氣候、社會資本與知識分享對組織績效之影響-以組織創新能

力為中介變數」問卷 

 

【第一部份】組織創新氣候 

請就貴公司實際的情況填答，在適當的位置勾選，並請逐項填答，謝謝！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們公司重視人力資產，鼓勵創新思考。 7 6 5 4 3 2 1 

2.我們公司的工作內容可以有自由發揮的空間。 7 6 5 4 3 2 1 

3.我們公司能夠提供誘因鼓勵創新的構想。 7 6 5 4 3 2 1 

4.我們公司有良好的工作環境，可以幫助員工產生創意的靈感與啟發。 7 6 5 4 3 2 1 

5.我們公司鼓勵嘗試與錯中學習的任事精神 7 6 5 4 3 2 1 

6.我們公司崇尚自由開發，意見交流溝通順暢。 7 6 5 4 3 2 1 

7.我們公司的員工在提出創新方法時，可以得到主管與同事的支持與肯定。 7 6 5 4 3 2 1 

8.我們公司的主管能以身作則並適當的授權，讓員工發揮創新所長。 7 6 5 4 3 2 1 

9.我們公司會提供充分的進修機會、鼓勵員工參與學習活動來增加創意思考。 7 6 5 4 3 2 1 

10.我們公司的員工需要創新方面協助時，可以獲得有效的協助。 7 6 5 4 3 2 1 

11.我們公司會提供充分的設備、資料與資訊以協助員工創新上的需要。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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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社會資本 

請就貴公司實際的情況填答，在適當的位置勾選，並請逐項填答，謝謝！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們公司與合作企業會保持必要的聯繫（例如，雙方彼此拜訪、開會、信件或

電話的溝通）。 
7 6 5 4 3 2 1 

2.我們公司與合作企業進行正式與非正式(例如，聚會、電話)的資訊交換。 7 6 5 4 3 2 1 

3.我們公司想要與合作企業接觸是很容易的。 7 6 5 4 3 2 1 

4.我們公司與合作企業間彼此是公平與公正。 7 6 5 4 3 2 1 

5.我們公司與合作企業間對待彼此是互相信任的。 7 6 5 4 3 2 1 

6.我們公司與合作企業間彼此是誠實以待的。 7 6 5 4 3 2 1 

7.我們公司與合作企業間雙方願意貢獻所需資源於彼此的關係中。 7 6 5 4 3 2 1 

8.我們公司與合作企業間雙方願意分享不同的經驗於彼此的關係中。 7 6 5 4 3 2 1 

9.我們公司與合作企業會繼續保持良好關係。 7 6 5 4 3 2 1 

 

 

【第三部份】知識分享 

請就貴公司實際的感受填答，在適當的位置勾選，並請逐項填答，謝謝！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們公司員工會互相協助，改善現有問題。 7 6 5 4 3 2 1 

2.我們公司員工會接受別人不同的意見，並與他人討論。 7 6 5 4 3 2 1 

3.我們公司員工願意與他人分享新的經驗及知識。 7 6 5 4 3 2 1 

4.我們公司員工會主動討論對公司或員工有益的點子 7 6 5 4 3 2 1 

5.我們公司員工間在知識的傳遞上並無障礙。 7 6 5 4 3 2 1 

6.我們公司員工間容易對創新的想法或事物達成共識。 7 6 5 4 3 2 1 

7.我們公司員工間彼此能夠很順暢的溝通與討論創新概念。 7 6 5 4 3 2 1 

8.我們公司員工間彼此可以清楚了解新知識的重點。 7 6 5 4 3 2 1 

9.我們公司員工間清楚了解新知識可運用於哪些不同領域上。 7 6 5 4 3 2 1 

10.我們公司員工能辨識出那些知識是對組織的創新有益的。 7 6 5 4 3 2 1 

11.我們公司員工可以將他人分享出來的知識加以吸收及運用，幫助創新思考。 7 6 5 4 3 2 1 

12.我們公司員工間對所傳達知識的瞭解程度高，並可運用在其創新上。 7 6 5 4 3 2 1 

  



 
 

114 
 

【第四部份】組織創新能力 

請就貴公司實際的情況填答，在適當的位置勾選，並請逐項填答，謝謝！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們公司能開發一些能被市場接受的新產品或服務。 7 6 5 4 3 2 1 

2.我們公司所開發的新產品或新服務總能在市場上引起同業仿效。 7 6 5 4 3 2 1 

3.與同行相較，我們公司通常在新產品或新服務的推出速度較慢。 7 6 5 4 3 2 1 

4.我們公司具有研發新的技術，能使舊產品重新改良上市。 7 6 5 4 3 2 1 

5.與同行相較，我們公司在產品或服務的開發相關技術較強。 7 6 5 4 3 2 1 

6.我們公司能嘗試不同的作業程式來加速達到公司目標。 7 6 5 4 3 2 1 

7.我們公司能引進一些可以改善製程或服務流程的新技術或設備。 7 6 5 4 3 2 1 

8.我們公司能自行發展出更具效率的製造程序或服務程序。 7 6 5 4 3 2 1 

9.我們公司能依據顧客的需求，彈性的提供顧客所需的服務或產品。 7 6 5 4 3 2 1 

10.我們公司能配合市場經營環境的變化，調整部門及工作內容。 7 6 5 4 3 2 1 

11.我們公司主管能採用新的領導方式來帶領員工共同完成任務。 7 6 5 4 3 2 1 

12.我們公司能採用新的管理制度，有效的激勵員工。 7 6 5 4 3 2 1 

13.我們公司能積極採行可以改善組織績效的新政策。 7 6 5 4 3 2 1 

14.我們公司會設計新的績效衡量方法，使主管有效瞭解員工所達成的目標程度。 7 6 5 4 3 2 1 

 

 

【第五部份】組織績效 

請就貴公司實際的感受填答，在適當的位置勾選，並請逐項填答，謝謝！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們公司目前的營收有達到預期目標。 7 6 5 4 3 2 1 

2.我們公司目前的獲利有達到預期目標。 7 6 5 4 3 2 1 

3.我們公司目前的投資報酬率有達到預期目標。 7 6 5 4 3 2 1 

4.我們公司對於目前生產的商品感到滿意。 7 6 5 4 3 2 1 

5.我們公司對於目前推出的商品之市場佔有率感到滿意。 7 6 5 4 3 2 1 

6.我們公司對於目前商品在市場販售之情況感到滿意。 7 6 5 4 3 2 1 

 

 

 

 

 

背面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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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份】基本資料 

※此部分問項主要為了解貴公司基本資料，請您依據目前貴公司的實際情形，在每題

最適當的□中打 v。 

1.性別： □ (1)男 □ (2)女 

   

2.貴公司已成立： 

□ (1)1年以下 □ (2)1-3年 □ (3)4-6年 

□ (4)7-9年 □ (5)10-12年 □ (6)12年以上，請問約為__________年 

 

3.貴公司資本額為 (新台幣，萬元)： 

□ (1)100萬元以下 □ (2)101-300萬元 □ (3)301-500萬元 

□ (4)501-700萬元 □ (5)701-900萬元 □ (6)901-1,100萬元 

□ (7)1,101-1,300萬 □ (8)1,301-1,500萬 □ (9)1,500萬元以上，請問金額約_____________萬元 

 

4.貴公司去年營業額為 (新台幣，萬元)： 

□ (1)300萬元以下 □ (2)301-600萬元 □ (3)601-900萬元 

□ (4)901-1,200萬元 □ (5)1,201-1,500萬 □ (6)1,501-1,800萬元 

□ (7)1,801-2,100萬 □ (8)2,101-2,400萬 □ (9)2,400萬元以上，請問金額約_____________萬元 

 

5.貴公司員工人數            

□ (1)5人以下 □ (2)6-10人 □ (3)11-15人 

□ (4)16-20人 □ (5)21-25人 □ (6)26-30人 

□ (7)30人以上，請問人數約為___________人 

 

6.貴公司屬於何種行業別： 

□ (1)營造業 □ (2)批發及零售業 □ (3)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 (4)製造業 □ (5)金融及保險業 □ (6)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 

□ (7)水電燃氣業 □ (8)住宿及餐飲業 □ (9)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 (10)教育服務業 □(11)不動產及租賃業 □ (12)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3)農、林、漁、牧業 □(14)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1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本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撥空填寫此份問卷。 

填答完畢則放回附贈的長條信封袋中寄回即可，不需另付郵資費用。 

最後，請您檢視本份問卷有無漏答之處，再一次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