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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欲探討大學 IC 設計實驗室的人力資源管理，以及組織

知識創造的重要活動，以及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知識創造的互動。 

壹、大學實驗室的人力資源管理 

本研究選取的人力資源管理觀察變數包括：『人力組成』、『教育訓練』、『組

織設計』、『工作設計』、『內部氣氛』。而本研究對於大學實驗室的人力資源管理

有以下的發現： 

一、大學實驗室的人力組成會影響實驗室教育訓練。大學實驗室的博士生組成會

影響實驗室教育訓練涉入程度。人力組成中的博士生在實驗室的比率，比率

越高，實驗室技術類教育訓練越紮實。 

 

貳、大學實驗室的組織知識創造活動 

本研究選取的組織知識創造活動觀察變數包括：『知識庫』、『分享內隱知

識』、『創造觀念』、『確認觀念』、『建立原型』、『跨層次的知識跨展』。而本研究

對於大學實驗室的組織知識創造活動有以下的發現： 

一、大學實驗室知識庫的技術文件管理，可以顯著的縮短成員的學習時間，幫助

成員快速的進入到學習的下一個階段，提早成為實驗室具有知識創造能力的

一員。 

二、大學實驗室透過師徒制的帶領方式，有助於組織內分享內隱知識。 

三、大學實驗室的創造觀念，強調的重點不同，會影響實驗室跨層次知識擴展方

式。大學實驗室的創造觀念越強調研究上的前瞻性，實驗室跨層次知識擴展

傾向採取技術移轉。大學實驗室的創造觀念越強調解決實際問題，實驗室跨

層次知識擴展傾向採取合作開發。 

四、大學實驗室的建立原型過程中，採取資訊的重覆來幫助實驗室的知識學習。 

五、大學實驗室的跨層次知識擴展，有助於實驗室內部知識庫的知識累積與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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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學實驗室的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知識創造活動的互動 

本研究對於大學實驗室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知識創造活動的互動有以下的

發現： 

實驗室人力資源管理對於組織知識創造活動的影響 

一、大學實驗室人員組成中的共同背景程度高時，有助於影響實驗室分享內隱知

識。大學 IC 設計實驗室成員來自於電子、電機相關領域時，有助於內隱知

識的加速分享。 

二、大學實驗室的內部氣氛會影響實驗室分享內隱知識。大學實驗室的內部氣氛

開放時，有助於實驗室分享內隱知識。 

三、大學實驗室的組織設計強調技術領域的專案編組時，實驗室確認觀念方式會 
強調透過專案團隊討論的方式，達到確認觀念的目的。 

 

實驗室組織知識創造活動對於人力資源管理的影響 

四、大學實驗室在知識創造的考量下，會影響實驗室組織結構的設計。實驗室組

織結構在層級結構下，更加強調按照技術領域的專案編組，而專案編組的重

要性凌駕於層級結構之上。 

五、大學實驗室的創造觀念會影響實驗室工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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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對於大學實驗室人力資源管理的建議 

一、著重於長期人力組成的規劃（根據研究發現 1-1） 

大學實驗室長期待在組織中的知識工作者，除了指導教授之外，博士生是重

要的知識工程師與傳播者，博士生長期在研究領域的浸淫，對於實驗室的知識創

造與擴散擔任個人的知識蓄積者，同時也是大學實驗室研究主力。 

    大學實驗室的人力組成，博士生人數的多寡成為非常重要的關鍵，除了數量

之外，每年是否有固定的新進博士生加入也相當重要。大學實驗室的博士生如果

可以每一屆都至少有一位博士生的話，才不易產生知識斷層。大學實驗室若沒有

對於人力組成採取積極態度，多多鼓勵實驗室碩士生直升博士班，一旦某幾年沒

有收進博士生，可能在後續幾年內，需要高階的實驗室領導人才時，會產生青黃

不接的困境，不僅實驗室知識與教育訓練無法順利傳承，可能進而增加指導教授

指導學生上的負荷。 

 

貳、對於大學實驗室知識創造的建議 

一、建立良好的技術文件管理（根據研究發現 2-1） 

本研究發現，大學 IC 設計實驗室如果內部有一套完整的知識庫技術文件管

理，可以顯著的縮短成員的學習時間，幫助成員快速的進入到學習的下一個階

段，提早成為實驗室具有知識創造能力的一員。 

而大部分實驗室的管理者都有這樣的概念，但從概念到執行後有成果，是需

要長期的準備與對於成員的觀念教育，其中成員的態度是否願意接受與付出，是

整個知識庫是否可以成功的關鍵，影響著知識庫知識的廣度、分享程度與流動性。 

   因此，不論是內部成員自動自發的建立知識庫管理機制（DSP/IC 設計實驗

室、LaRC 實驗室），或是由指導教授進行知識庫的規劃（SI2 實驗室、MSIC 實

驗室），建立良好的知識庫管理機制絕對是大學實驗室重要的議題，透過內部良

好的知識庫管理機制，在實驗室的人力水準上，就可以領先其他實驗室相當大的

差距，建立知識創造上的優勢。 

二、建立成員間主動的知識討論機制（根據研究發現 3-2、3-3） 

傑出大學實驗室的指導教授大部分都公事繁忙，身兼行政業務等，因此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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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規模逐漸成長後，指導教授往往無法充分照顧到每位實驗室成員，給予實驗

室成立初期時的指導程度，指導教授的角色往往會退居於監督與規劃的角色。 

       本研究發現大學實驗室的內部氣氛會影響實驗室分享內隱知識。大學實驗室

的內部氣氛開放時，有助於實驗室分享內隱知識，而且大學實驗室的透過專案團

隊討論的方式，可以達到確認觀念的目的。所以大學實驗室必須建立成員間主動

的知識運作機制，不論是形式上的討論機制、私底下的交流氣氛，讓大學實驗室

內長期相處的成員們，如已經在實驗室長期學習的博士生，與碩士生充分互動與

溝通，進而達成知識移轉。而指導教授除了建立必要性的討論制度，適時以權威

上的強制力，建立起固定的制度外，建立實驗室願意分享與討論的氣氛，也是影

響相互討論的重要關鍵。 

三、不同類型的專案有助於知識創造（根據研究發現 2-3） 

傑出實驗室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專案，而不同類型的專案在研究考量與研究方

法上，可能有不同的做法，其中大學實驗室的研究脈絡，從理論部分開始做，會

先著重於國科會專題計畫，因此理論貢獻發表於國科會計畫。未來幾年後，理論

的部分研究差不多後，開始有技術發展、技術產出之後，就會轉到經濟部計畫、

工業界計畫，工業界的計畫通常都是理論的實現。 

    為了訓練實驗室成員有不同的思考角度與考量，拓展研究視野，實驗室指導

教授可以讓成員有更全面的接觸，讓成員有循序漸進的接觸不同類型專案，增加

成員知識廣度，將有助於實驗室的知識創造。 

四、建立長期的跨層次知識擴展的企業夥伴（根據研究發現 2-5） 

本研究發現大學實驗室的跨層次知識擴展，有助於實驗室內部知識庫的知識

累積與創造。對於大學實驗室而言，知識創造的跨層次知識擴展互動對象，除了

要多元以外，必須建立長期合作的企業夥伴，長期合作的知識互動下，可以慢慢

建構出大學實驗室研究上的獨特性。不論是研究特性或是內部知識庫的內容上，

大學實驗室與長期合作的對象有較深入的討論與知識交流，因此可以展現出不同

於其他實驗室的研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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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針對大學共用實驗室進行深入研究 

共用實驗室是指實驗是由多位教授與所有指導學生所組成，可能是相關領域

的教授所組成，也可能是由彼此互補領域的教授所組成，而本研究中的 LaRC 實

驗室即是由清大電機系中同一組的教授共同組成，共同使用實驗室資源與參與計

畫執行，而訪談過程中發現，這類型實驗室擁有的整合性資源與發展潛力相當

大，不論是研究人力的規模、合作默契、研究領域的互補性，所產生出的綜效驚

人，具有不同於一般實驗室的研究能量，在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特別針對國內

外共同實驗室，對於組織運作的相關議題深入加以探討。 

二、針對技術特質進行深入探討 

在 IC 設計領域，可以透過技術特質區分為數位 IC 設計與類比 IC 設計，數

位 IC 技術具有外顯性高、容易學習的特性，類比 IC 技術具有內隱性高、需要長

時間學習的特性，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參考技術特質的變數，去探討大學 IC
設計實驗室的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知識創造。 

三、針對 IC 設計應用領域深入探討 

IC 設計是一種實現的工具，可以應用在不同的應用領域，如 SI2 實驗室著

重於無線通訊類型的研究，IC 系統實驗室著重於語音類型的研究等，這些前端

的研究最後都透過 IC 設計，展現出研究雛形，所以不僅在 IC 設計的技術特質會

影響實驗室發展，研究方向所處的應用領域，也是研究大學 IC 設計實驗室時可

以參考區分的變數。 

四、針對大學實驗室組織成長進行深入討論 

本研究針對大學實驗室的現況，討論其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知識創造議題，

然而個案中的大學實驗室在訪談過程中，頻頻提到實驗室組織成長上遭遇到的相

關問題，與實驗室成立後的一些組織改變，都是相當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因此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大學實驗室的組織成長相關議題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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