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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知識學習 提升組織品質  
一流讀書人

 

導讀：

 

　近十年來，「社群」概念廣泛運用於各組織中，其中又以管理組織知識的「實踐社

群」最為熱門。《實踐社群》一書，以此社會現象，透析知識對競爭市場的重要性

，誰能有效管理與運用策略發揮效用，將是各企業致勝的關鍵。本書提供了實用的模

型和方法，說明有系統的讓社群創造最大價值，以「知識」加上「人力」，並運用「

科技平台」，加速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

 

鄭晃二 vs. 洪英正

 

總務處執行實踐社群，讓工作二、三十年的員工，透過學習獲得新知，面對問題

 

記者：究竟什麼是實踐社群？

 

洪：在知識爆炸的時代，知識的擴散、儲存、傳播、創造，對企業、組織、個人都十

分重要。隨著IT科技發展及網路世代的來臨，加上網路管理的規範（如：智慧財產權

、匿名性保障）日漸成熟，「實踐社群」建立於自發性的學習，通常有共同目的，因

此可以將社群解釋為「利益團體」，亦稱「興趣團體」，透過這些因素，進行串連

，讓社群越來越大。隨著社群不滿足於單一組織的學習，便開始跨組織，不同單位開

始在網路上進行意見交換，進而形成「邦」，由員工自發性，合法地與不同單位進行

資料交流。但也衍生一些問題，如A公司員工在進行資訊分享時，不知是否影響競爭

或洩漏公司內部機要，而帶來後遺症，這都是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一言以蔽之，所

謂實踐社群就是透過IT科技，進行跨組織、跨個人的、群體性的知識分享系統。

 

鄭：早期的讀書會、研習會就是實踐社群的前身，但不具有明確的目標性、學習目的

性及與實務應用的結合性。現在，總務處所做的正是實踐社群的整備，讓在總務處工

作二、三十年的員工，能有新的知識面對現有的問題，明白既有、傳統的做法不足以

面對環境，因此，我會給他們具體的新任務，但新任務又太困難，沒有know-how便需

要透過學習來增加知識。我在給予新的任務後，會給他們理論，要求看書或請外部專

家來演講。但演講和任務實作還是有落差，因此進一步會去了解理論和實務的過程為

何？在產生知識落差後，再引薦、擴大外部知識，由外部人協助成立小組，重新學習

。目前總務處已有「外部知識社群」，內部則是有許多議題小組，已經建立學習平台

，讓員工能在學習後進行分享，加速互動與學習速度。



 

本校強調PDCA，如何對每一步驟再深化進行PDCA，需要實踐社群

 

記者：請談談本書對組織發展的影響與衝擊？

 

鄭：總務處將已有二、三十年工作經驗者進行知識管理，記錄每個人的專業，目前已

製作312個業務手冊；但其中一個問題是「內隱知識」到「外隱知識」的過程轉換

，本書提到一個例子，縱使你知道外科醫師腦部開刀的所有程序，病人還是不敢輕易

給你開刀，這是強調「內隱知識」的重要性，指出「文件化」的迷思，這對我來說是

個啟示。我們做了很多文件，但人的訓練是否有改善？是否有足夠能力去判斷？這得

依賴實踐社群成員共同學習而培養能力。

 

洪：本書的一項重要意義，是在傳統的運作模式下，能產生自我的覺醒，如本校強調

組織的PDCA，但是否可以從既有的「單循環」，針對每一環節再次反省，如：對P步

驟再進行PDCA，透過不斷重複，加以深化；進展的過程中仰賴對照知識，如何打開學

習僵局，就需要實踐社群的推動。實踐社群之所以發達，全拜IT科技之賜，透過技術

運用平台，讓知識的交換沒有時空限制。對任何組織來說，實踐社群都是必要條件

，現在公司企業還是存在著「規定」參與社群、以社群為指標的情況，但參與社群與

學習成效不見得成正比，必須符合「學習動機」、「合作動機」、「資訊素養」及「

單位支持」，上述因素相配合才能真正落實實踐社群的目標。

 

參與者應依個人興趣學習，遵守知識來源、倫理議題，進行知識分享

 

洪：實踐社群的優點是「開放性」，但「知識化」可能流於「制式化」。應該強調自

發性，參與者不應要求量，應依照特定化、個人興趣學習。參與實踐社群的過程，應

遵守規則，如知識來源、倫理議題等，並注意如何適當、不踰矩地進行分享。

 

鄭：以主管的角度而言，實踐社群對主管效用不大，實踐社群的開放性可以滿足個人

生涯發展，但對組織業務並不能完全銜接。因此，主管應適當的「操弄」議題，製造

「任務」，讓員工著手進行學習、討論，並增加「誘因」，讓社群作用更加鞏固。

 

學校講求全品管及不連續性，任務要求及獎勵誘因應雙管齊下，落實實踐社群

 

洪：E世代透過網路進行知識收集與交流，已是生活中普遍的行為。要超越資訊成為

知識，每個人都應該具有實踐社群的觀念及參與。但最適合的其實是主管鼓勵員工參

加，主管要先明白此機制在運作上的各種問題，以便在看問題時能掌握其中的元素。



希望成為專業的知識工作者，都應該閱讀此書；以淡江為例，組織變革是不斷進行的

，由於組織變革需要大量的知識，無法僅靠內部組織供應，透過實踐社群，可以多方

擷取所需的知識。學校強調全面品質管理及不連續性，我們的確要落實實踐社群。要

有效發揮實踐社群，任務要求與獎勵誘因應該要雙管齊下，才能打破傳統，跳脫時空

限制。實踐社群帶出的效應不只是知識學習的擴散，更是文化的形塑，實踐社群的推

動能落實共好的文化。

 

建議讀者從社群的建立入手，實踐社群實際運作、知識活動的實際案例，能有效引發

興趣，接著再了解實踐社群的操作原則，最後再導入你自身的組織，讓理論能發揮功

用。

 

鄭：我認為主管、第一線人員，甚至教育者都應閱讀。閱讀者應先為你的組織定位

，組織內容、員工知識狀況符合哪個類別，進而釐清與了解你需要增加的社群做法與

深入的階段。就實務而言，書中許多題型可讓管理者省思，破除對實踐社群的迷思

，如文件化不是萬靈丹等，人的提升才是重點，不要堅守舊有做法，應以突破性做法

提升組織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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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長鄭晃二 vs. 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談擴散知識學習 提升組織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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