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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補充 

  為什麼會選擇這本書當作我的期中報告呢？其實我的夢想一直都不在第三類

組，在高中考學測前，我希望自己可以就讀商學院並學習如何管理自己的財富，

可能受到我兩位姊姊都讀商的影響，我覺得讀商的人是必須要具備全方位的能力

才可以勝任的，不管是計算能力，語言能力，或是社交能力等等，讀商對我來說

是一條成為"全人"的道路，這也是為什麼我看到老師的推薦書單後，直接就選了

這本。 

 

＊書摘 

  這本書在一開始就有提到說先進國家的經濟型態，逐漸地由傳統經濟轉型成

為知識經濟，形態上的轉變帶來的就是管理的方式也會跟著轉變，企業家或老闆

們之前想的是要如何去管理員工做事情的效率，現在他們要煩惱的是要如何管理

好員工的思想和頭腦。發展知識經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它需要許多面向去輔

助它，才能使它的高附加價值發揮到最大作用，例如：政府的政策、基礎建設(包

括特殊產業的專業園區和資訊網路的設置)、人才的培育、資金的來源、創新的

平台的設置等。本書除了有清楚定義什麼是知識經濟之外，更有提到，一個社會，

一個經濟體系不能單單只有知識，要有知識管理的能力，這樣才能將知識，快速

地有效底轉換為生產力。在本書的最後有介紹台灣未來重點發展的知識產業，包

括生物科技產業、數位內容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和知識服務產業。 

  上一段有提到，支持知識經濟的幾個要素，政府的政策、基礎建設、人才的培

育、資金的來源、創新平台的設置等，現在就一一來做深入的探討。 

  政府的政策：政府在推動政策時，很重要一點就是扮演頭領的角色，也就是資

源的整合者。政府政策要是沒有推動得宜的話，後果可是不堪設想。政策必須要

明確，才不會讓下面的企業家像無頭蒼蠅一樣不知道要怎麼做，在經建會的知識 

經濟發展方案中就有幾項推動知識經濟的政策內容，例如：加強海內外知識的獲 

取和累積、提昇全民攝取知識的能力、培養全民知識交流的能力以及建構國家創 

新系統。當然，要推動政策不是動動嘴手一指就能完成，它的背後需要足夠的金

費去支持它，不然政策會像個空殼子一樣不堪一擊，以台灣政府為例，在

2001~2005 年間就投入363億元，來推動多項具體知識經濟的執行計畫。除了以



上兩點之外，具體的建設也是非常重要的，像是設置一些知識創造機構，例如：

創新育成中心。2000年之後，南韓這個經濟體的崛起，加上南韓和台灣的產業結

構重疊性高，使許多人喜歡拿南韓的表現和台灣的做些比較，但近幾年來南韓的

經濟表現很明顯地較台灣來的好，差異在於南韓的執行力較台灣強，進而推升其

驚人的競爭力，這點非常值得生活在台灣的我們省思。 

  基礎建設：基礎建設不僅限於我們平常想到的實體建設，在本書中有介紹三種，

實體的建設、資訊的基礎建設和法律的基礎建設，以上三種缺一不可，需要輔助

相乘才可以帶動知識經濟不斷地成長和發展。在台灣，實體的基礎建包括地方政

府的專業產業園區，例如：桃園縣強打五大科技園區以及屏東縣力捧的農業生技

園區，透過這些專業產業的園區可以加快整合官產學的資源，讓企業經營有更好

的環境去發展。在資訊基礎建設方面，應變現今瞬息萬變的環境絕對是其要面對

的最大課題，在眾多資訊的基礎建設中，不外乎最重要的即是寬頻網路，有了好

的資訊基礎建設我們可以快速地得到第一手資訊，確保我們在和別人競爭時，是

在同一個起跑點上的，不會因為資訊的不流通或是來源不足而導致競爭力在一開

始就落後競爭對手。最後是法治政策要跟得上時代潮流，法令隨著時代一直在變

化，所以應該隨著變化不斷地做調整，這個對於產業技術和市場需求變遷快速的

科技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唯有好的法令的保護和才能使知識產業有好的發展，

也更有保障。 

  人才的培育：人才可以說是發展知識經濟最重要的基礎，一個國家沒有好的人

才，就等於是一團爛泥巴啊！為什麼美國這個國家這麼強大？因為他們願意砸重

金，就為了保留一個人才，他們張開雙手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不管你擅長

的領域是什麼，只要你有才能，他們花再多的錢都願意，只要你是美國籍就好，

因為留住人才是一個國家壯大最重要的基礎。但好的人才需要長時間的養成，「養

兵千日，用在一時」，古代養士風氣的盛行就是這個道理，說明了人才的培訓教

育需要時間，不是一蹴可及的。人才除了自給外，政府應還要鼓勵企業聘用洋兵

洋將來壯大自己，挖到了一個人才，就等於你的敵人失去了一個大幫手。 

  資金的來源：本書中有提到一個新名詞叫做創投公司，這種公司結合了「創 

業」和「投資」兩項要素，新創的公司可以藉此獲取資金挹注，使公司在創業初

期可以得到就充裕的資金，度過創業初期資金窘迫的困境，讓創業可以更順利；

而創投公司可以藉此得到不錯的投資報酬。因為中小企業本來就會受到企業規模、

資源缺乏等先天不利因素限制，所以除了創投公司外，政府還會對中小企業有研

發方面的補助。 

  創新的平台：在書中有提到許多國家創新平台的比較，國家設立創新的平台，

由政府帶頭向前衝，藉此整合國內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率的應用，讓整體競爭力

提升。其中有說到幾個台灣重要的創新平台，例如：國科會、中科院以及貢獻最

大的工研院等。書中也有舉到工研院成功輔導台灣企業在知識經濟中取得競爭優

勢的案例。 

 



＊心得感想 

  在快速閱讀完這本書之後，不知道為什麼心情有點沉重，大概是因為覺得臺灣

真的需要加油吧！過去臺灣在四小龍時期崛起時，真的很囂張，經濟快速地發展，

人民的生活品質有顯著的改善，但是現在臺灣的經濟，從我小學開始吧……每個

人或每則新聞都在說現在經濟不景氣之類的話，當時的我還小，根本一點感覺都

沒有，到上了國中，開始會慢慢去了解一個國家到底是怎麼樣去運作和我是一個

臺灣人的這種認知，關心自己國家的事物是我應該要做的一件事情，我知道我看

完這本書的心得和正課上的東西或是知識經濟有點離題，但是就上面書摘的幾點，

我真心地感覺到難過和一點點的緊張。第一，政府的政策，的確，南韓在執行力

上確實是比我們高很多，在我小時候，不管是運動比賽或是其他在電視上轉播的

賽事，沒有一個臺灣人會去注意南韓或是會去跟南韓做比較，但是現在，臺灣人

只要什麼比賽贏南韓就開心地快要飛上天了，輸了南韓，隔天的報紙就是罵聲連

連，臺灣人已經將南韓視為眼中釘，有的人會說，我們根本不把南韓放在眼裡，

但是這句話聽起來格外諷刺，因為如果你真的不在意它的話，那你就不會說這句

話了……我們的能力真的比南韓差嗎？我並不這麼認為，之前看一篇文章，再說

為什麼臺灣的經濟會一直原地踏步，甚至眼睜睜地讓其他亞洲國家超越，有一點

原因我覺得非常有趣，它說，過去的臺灣人太高傲了，過得太安逸了，覺得什麼

事情都應該是他們所想的那樣，所以只要當經濟發展到了一個巔峰值，或是進入

高度發展國家，臺灣人便會覺得經濟停止前進了，臺灣當然有在進步，只是太慢

了，現在的油價和民生物資不斷飆漲，許多人就直接將矛頭指向政府，每次發生

這種情況我真的感到很難過，因為這種行為根本是無濟於事。再來就是人才方面，

不知道已經多少次，我們看到臺灣的運動選手或是其他領域的佼佼者被其他國家

以重金挖走，我真的不懂一個不懂的留人才的國家要怎麼走得長遠或是要怎麼跟

別的國家競爭。或許我對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自己高三在推甄

時，因為分數的關係，有考慮過一個科系，就是生物科技，但是當時的學校老師

直接跟我說不推薦，因為如果你讀了這個科系，如果你又不出國深究那根本就等

於白讀，臺灣有很多等著政府去投資的產業，但是政府的經費不支持，這些高附

加價值的產業真的很難持之以恆地堅持下去，沒有人喜歡做辛苦又收入不確定的

工作，在這些因素下，臺灣一直沒有辦法跟上現在經濟體系的主流，這也是為什

麼我們一直在往後退，因為其他國家早已比我們先發現了這些點，並全力去發展，

但是臺灣還沒有警覺到這點。 

  藉由本學期的知識管理的這堂課，讓我了解到知識管理的在未來知識經濟中所

扮演的角色，就像老師上課時所講得：「知識是一種看不到的東西」，在日常生

活中許多有形的東西就不見得會被管理的很好，更何況是無形的知識。在書摘中

提到的那些點，其實都指向一個源頭，就是政府的領頭，沒有政府的帶領，一切

都不會發生，如果我們能夠提升我們的競爭力，或許就不會輸在起跑點或是後知

後覺。在大學期間除了要好好學習專業知識外，更應該要好好學習如何當一個好



的知識工作者，這個世界上的知識真的太多了，我們不可能全部都網羅在我們的

小小腦袋中，但是如何利用自己擁有的知識，如何管理自己的知識庫，讓他們發

揮他們的最大功率，使自己的競爭力提昇就很重要，這是我從開學到現在上知識

管理這堂課的心得。 

  最後，在本書中有提到許多台灣在知識經濟發展中較具優勢和較不足的地方，

在這兩個部份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我自己，把我們不足的補齊，把我們較具優

勢的部份繼續保持，期待台灣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不會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