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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關於知識分享的研究大多是利用

LMS（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來進行

分析和討論其成效，但是知識分享本身就

是一種人與人直接的交流分享，所以用

LMS 這種平台的方式去分析影響分享知識

的因素難免會無法找到其他影響的因素，

因此本研究嘗試利用同儕互動之相關理論

來對知識分享做一個研究。 
本研究參考了眾多篇文獻，找到有關同

儕互動之各種理論，在眾多理論中篩選出

部分作為研究的構面因素，再經由發放問

卷之方式來進行知識分享的研究，以及發

現同儕互動在知識分享上之影響。 
經實證分析發現，本研究假設的多數構

面對於知識分享都有正向顯著影響。此一

實證結果，可做為後續關於應用同儕互動

理論在知識分享研究中學術與實務方面的

參考與建議。 
關鍵詞：知識分享、同儕互動、理性行為

理論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 
 

在 1996 年聯合國經濟合作開發組織所

公佈的「知識經濟報告」中指出，知識經

濟將會改變全球的經濟活動，知識為提升

生產力以及經濟的主動力。我國為因應這

個時代趨勢，在 2000 年訂定「知識經濟方

案」，希望能將我國的知識經濟以及成長力

帶往一個新的里程碑。ㄧ個社會是由許多

組織組織所構成，一個組織又是由許多人

組成，組織的價值來自於人的知識，在知

識社會中，人以及組織就是最重要的，如

何管理以及提升知識和價值是一個極為重

要的議題。知識分作個人知識和組織知

識，透過人們的知識交流便可提升組織的

知識層次；然而組織無法自行產出知識，

知識大多由人與人的互動產出，所以人們

會因為哪些因素而影響分享知識的意願，

是本研究要探討的議題。 
 
1.2 研究動機 
 

知識分享以前原本都是藉由口耳相傳

或是實際的討論去進行互動或是傳授，在

這個資訊的時代，不論各公司行號，或教

育機構都會利用資訊教育平台去進行資訊

的分享與討論。在知識管理中，科技並不

是主要的因素，而是個工具，它提供了使

用者一個輔助的功能。知識分享的重點在

於人而不是科技，分享知識的是人，人的

知識分享行為決定了擴散的效益。學生在

學期間，透過活動的參與以及經驗交換

中，建構個人思想觀念，這樣的過程就稱

作同儕互動。本研究嘗試使用這種最直接

的同儕互動來探討會影響知識分享的意願

與因素，透過以上的研究分析有助於尋找

出可提升組織知識成長影響的因素。 
 
1.3 研究目的 
 

隨著資訊科技百步如一日的發展，網際

網路儼然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一個

部份，其應用包羅萬象，包括電子佈告欄

（Bulletin Board System；BBS）、全球資訊

網（World Wide Web；WWW）、檔案傳輸

協定(File Transfer Protocol；FTP)、終端機

模擬程式(Telnet)、電子郵件（E-mail）和

新聞群組（Newsgroup）等。人們皆藉由網

路來傳遞資訊以及知識，到近期出現部落

格（Blog）、維基百科（Wikipedia）和社會

網路書籤（Social Bookmarking）以及社群

網站（Social Networking）等，但是知識分



享之行為不應該是只有透過這些科技之形

式，重點應該還是在於「人」的互動上面。

本研究參考眾多文獻，找出有關同儕互動

的各種理論，搭配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試圖找出哪些是

影響知識分享行為意願的顯著因素。 
 
2. 文獻探討 
 
2.1 同儕（peer）之定義 
 

關於同儕之定義，各學者所提出的觀點

雖然不同，但大致都是有共通的，根據韋

式字典（1996）的定義為：「同儕」是指「在

隸屬於在相同年紀、等級或是地位為基礎

的團體中，與他人相同地位者」。而 Engling
（1958）則提出同儕關係為個人和同輩之

間的交互關係。同儕關係又稱作「社會關

係」或是「友伴關係」（馬藹屏，1987），
意指同儕關係在社會或是學校之間的同學

關係都是一個重要的互動。 
 
2.2 同儕互動之定義 
 

同儕互動是指年齡相近的個體，透過語

言符號和活動的參與，彼此交換經驗和意

見、提出疑問與相互質疑等互動行為，來

建構個人思想觀念的過程（林姿君，

2000）。 
 
2.3 同儕互動之實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是全美首屈一指的公

立大學，每年有約四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

優秀學生申請進入這所學府，但最後只有

九千人可以如願。儘管學生程度優異，該

校依然設有「學生學習中心」，對於提高大

學生學習成效絲毫不敢鬆懈。經過長期的

實施發現有以下五點： 
一、尊重學習獨特性 
二、同儕學習之成效顯著 
三、同學當小老師、學習動力倍增 
四、協助新生度過學習轉換期 

五、學習中心不是功課中心 
 
2.4 知識分享 
 

知識分享一直是知識管理中很重要的

一個部份，若組織內的成員不分享知識，

則整個組織便無法擁有充分的知識去執

行、管理或創新，成員間亦無法激發更多

的想法。許多組織無法成功執行知識管理

便是內部成員不願分享。人性本好分享知

識，人們不願分享知識大多是環境的因

素，造成人們不願去分享知識的習慣，因

此組織應該需要建立一個有利於知識分享

的機制，如：組織文化、降低障礙的科技、

以及促進知識分享的專人（Hidding & 
Shireen, 1998）。Bostrom（1989）認為有效

率的知識分享可以視為是一種團體間綜效

的產生，這種綜效被定義為人與人的相互

了解與尊重。 
知識分享的意願一般是指心裡與行為

一致的狀態，也就是說，當組織成員有問

題請教於你時，不會有所保留就傾囊相

授，甚至是主動提供更多的知識給他人，

這就是一種行為與心理一致的狀態。 
在知識分享中有太多的因素會去阻礙

其進行，這些因素可以統稱為「阻力」，這

些阻力會使知識分享之行為速度減緩或無

法順利進行，甚至會使知識在分享的過程

中逐漸消失，這些都是組織中不樂於見到

的。 
 
2.5 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2.5.1 意圖模式（Intention-Based 

Model） 
在衡量行為意圖時，信念（Beliefs）、

態度（Attitude）和感覺（Affection）為最

接近個體表現於外的實際行為。就此而

言，當在預測個體從事某項行為的模式和

發展時，應深入的瞭解個體對進行該行為

時的意圖念頭（Ajzen & Fishbein,  1975）。 
過往研究顯示，曾有許多學者提出意圖

模式來試圖探討行為意圖與態度、信念、



情感等個體心裡因素變數之間的互動關

係。經過與實務之驗證後發現，以 Ajzen
（1987b）所提出的計劃行為理論最廣為被

不同領域學者所接受與應用於不同研究領

域。 
 
2.5.2 理性行為理論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理性行動理論是由 Ajzen & Fishbein 
（1969） 年首先研究提出，理論主要研究

目的是在於整合過去相關文獻對態度影響

行為的諸多理論與架構。同時在行為意圖

模式裡，Ajzen （1980）的理性行動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也進一

步加以闡釋，同時也受到很多重視並延伸

其研究成果。理性行為理論（TRA）是一

個觀念性的架構模型，但並未嚴格指定特

別的個體信念或行為方式。現今對於有關

各種態度或行為模式的研究顯示，研究者

可以透過個體不同的行為找出與其具有相

關聯的信念，同時再透過理性行為理論來

加以驗證，並利用個別使用者的使用態

度，便可加以推論某種信念在個體內部心

理的被接受程度與影響。 
因此，眾多理性行為理論相關文獻所欲

表現的論點也進一步表達出，個人態度

（Attitude）與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SN）這是兩項影響個體於表現行為意圖時

最重要的影響變數。 
行為意圖架構模式認為在衡量個體的

行為意圖時，是比信念、態度及感覺等因

素更接近個體的實際行為表現。學者 
Fishbein & Ajzen（1975）於提出行為意圖

模式後，Ajzen & Fishbein（1980）提出理

性行為理論（TRA）並且認為影響個體行

為的前置關鍵因素變數是行為意圖此一方

向，同時個體的行為意圖又會受到個體的

行為態度或主觀規範，同時或個別的影響。 
於 MIS 的研究領域中，理性行為理論

（TRA）曾引起相當大的注意，許多研究

已證實理性行為理論（TRA）能有效的預

測觀察與解釋個體使用者使用資訊或相關

系統的主要原因。理性行為理論（TRA）

的基礎假說有三方面，第一，人們在進行

事務時，大都是以理性方式來思考和運

作，並且再以系統化的應用方式來運作既

有的資訊；第二，此理論模式並不完全認

同個體的社會行為模式，因這會受到有意

識與無意識的引導所影響；第三，個體的

行動是可被加以完全受自我控制的行為。

根據以上之假說，發現學者 Fishbein & 
Ajzen 推論出個體的潛在意圖將會深入的

影響著個體的行為模式，這是對進行特定

行為的態度以及運作特定行為時的主觀規

範將會在之前影響著個體的行為意圖的理

論之模式。以下圖 1 是理性行為理論的架

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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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理性行為理論 

資料來源：（Ajzen & Fishbein, 1975） 

 
2.5.3 計劃行為理論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學者 Ajzen （1991）進一步提出，個

體於某種情境之下，所表現出的行為並不

完全被決定於個人態度與個人的主觀規範

之間，有時會受到個體對該行為的「自我

意志力控制」的影響。個體的許多表現於

外的行為可以經由自我的意志力控制之下

來進行。 
根據上述發現，當個體行為越無法由自

我來掌控時，自我意志力的控制就顯得愈

來愈弱，當無法控制時，外顯干擾因素就

會影響個體於執行該行為的能力。假如個

體如上所述，則個體的態度、主觀規範和

意圖，也就不能準確的來預測個體行為。

為了加強在這方面的推論，學者 Ajzen 
（1991）在理性行為理論（TRA）的架構

中加入探討自我意志與認知的構面，而發

展出計劃行為理論 ，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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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劃行為理論 

資料來源：（Ajzen, 1991） 

 
2.6 同儕互動之相關理論 
 

張春興學者（2003）表示人際關係是一

種人與人交流互動存在於彼此之間的關

係，此種關係是對兩人或多人都會產生影

響的一種心理性連結，社會心理學家所研

究的人際關係主要是在友愛關係層面。故

此處從各種同儕互動相關之關係理論著

手，深入探討同儕間建立友愛關係的動力

及方法。 
 
2.6.1 人際需求理論（Interpersonal 

Needs Theory） 
 

又 稱 人 際 關 係 三 向 度 理 論

（Three-dimensional Theory），主張一種關

係的是否開始、建立或維持，全賴雙方所

符合的人際需求程度，這是心理學家

William Schutz（1966）所提出的理論，認

為人類有三種最基本的人際需求，分別是

愛、歸屬和控制的需求。愛的需求反映出

一個人有表達愛和接受愛的慾望。歸屬的

需求是希望在團體中被認同的慾望。控制

的需求則是指個人希望成功地影響週遭人

們的慾望。Schutz 認為人際關係的和諧來

自於人們之間這三方面需求的相容與互

補。 
必須強調的是，人的需求有差異，而且

人的需求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當別人的需

求和我們的需求明顯不同，而我們又不能

理解時，我們會不清楚溝通到底出了什麼

問題。所以溝通的良窳有賴雙方符合彼此

人際需求的程度，而這也正是影響人際關

係品質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本心理學家 Maslow（1954）提出人

類需求理論，從最基本的的生理需求開

始，依序向上為安全需求、愛與歸屬需求、

自尊需求到最頂端的自我實現需求，而人

際需求是緊接在基本生理需求滿足後就會

出現（黃慧真譯，民 79）。McAdams與Losoff
（1984）指出以一個「特定友誼動機」作

為一個性格向度來看，認為個體藉由發展

人際關係以獲得其內在酬賞價值動機的滿

足，若個體被剝奪發展適當社會關係的機

會，這一類被孤立的個體會有寂寞、抑鬱

的情緒感受（黃牧仁譯，民 88）。幼兒有愛

人及被愛的需求，愛人使幼兒得到自信與

快樂，被愛讓幼兒有安全感，感受到團體

的歸屬與肯定（Ajzen, I., 1980）。 
 
2.6.2 社會交換理論（Social 

Exchange Theory，簡稱 SET） 
 

這個理論通常經由報酬與代價、結果評

價、結果協調及公平交換等四方面，被應

用在人們的社會交往中，其中公平交換意

指社會交換理論認為只有在人們覺得社會

關係很公平的時候，才能得到最大的滿

足，這也就是說，一個人不希望被人利用，

也不希望占別人便宜（侯玉波，2003）。 
Dwyer（2000）指出社會交換理論是人

類行為的經濟模型，它之所以有經濟色彩

是在於它提出了「關係是基於關係人之間

報償與代價的互換，而最令人滿意與最持

久的關係涉及了以最低的代價換來最大的

報償」，它受到最基本的批評卻在於人們並

不一定總是用理智來衡量得失，因為人們

有可能會去愛而不求回報。 
Verderber 與 Verderber（1986）指出以

平等的態度溝通，是對他人的一種尊重，

當人們彼此平等對待，而不是顯露出高人

一等的姿態時，關係才能成長。陳禮中

（2002）也認為友誼是相對互惠的，你怎

麼待人，別人才會有對等的回饋和相互欣

賞、讚美、尊重與肯定，必須把對方看成

為「主體」，如此才會建立同儕之間正向互

動的關係，而藉著此種關係促進彼此健康

的認知與發展，開放心胸一起學習並攜手



解決問題，繼而擬定計畫、設定目標、創

造一個美好的人生，如此的人際關係才會

充實，也更具意義。 
 
2.6.3 依賴理論（Attachment 
Theory） 
 

所謂依賴理論又稱作「依附理論

（attachment theory）」是：Bowly 在 1947
年所提出之嬰兒及幼兒期對於母親的愛之

需求的理論，其認為從出生到三歲間需有

母愛的撫育及愛護，若嬰、幼兒此方面遭

到剝奪其生、心理及社會發展均會有極大

的損害。 
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指一

個人對一另特定他人永久的情感連結，依

附具有識別性與特殊性，可在任何年齡發

生，嬰兒在剛出生時，最先與最常接觸人

是照顧他的人，一般說來就是母親，當嬰

兒能藉由逐漸熟悉父母親的面孔時，形成

一種緊密的依賴關係，這就是所謂的依附

關係，當嬰幼兒（6～12 月）與母親產生最

原始的情感連結（affectional bond），其現

象為與母親親近則高興，母親與之分離則

感到不安、焦慮，會害怕陌生人。 
而愛情關係是一種男女雙方情感的連

結，強調的是彼此的互動，當兩人在一起

時會有愉快的情緒，而在分離時會感到不

捨和思念，行為上互相依賴，情感上彼此

牽動，這種關係很像嬰幼兒和父母親所建

立的依附關係（attachment relationship）。 
這種親密關係建立的型態（pattern）會

影響到未來和異性親密關係（愛情關係）

的建立，當然也會影響到面臨愛情關係結

束時，所採取的態度和處理方法。這是目

前社會心理學新興課題（愛情關係）之重

要理論之一，意味愛情關係既有相關理論

形成，亦即表示愛情關係是可以控制的。 
心理學家 Kelly 在 1983 年指出，關係

是兩個人彼此能夠影響對方，並且相互依

賴；這也就是說，只有當兩個人之間能夠

相互影響與依賴的時候，我們才能認定他

們之間存在著關係（侯玉波，2003）。因此

我們可以說當雙方能夠互相影響對方，才

可以說雙方是存在關係，我們從上面得到

了一個可能可以放進構面的因素，依賴。 
 
2.6.4 人際吸引過程 
 

人際吸引指的是一個人的外貌、能力、

個性、地位等等條件上擁有的優勢，擁有

越多良好特質的人越能吸引別人主動來接

近。人都喜歡美好的人事物，當出現一個

擁有吸引我們目光焦點的人時，我們自然

就會被對方吸引。當優點或優勢越多，便

會吸引更多人去接近他，那他社交範圍就

會更容易擴大。反之，就會難以擴大人際

關係。影響人際吸引力的有以下幾點： 
一、美貌：美貌常是開始時構成吸引力

最重要的基礎。 
二、接近性：吸引力最明顯的決定性因

素是接近性（proximity）；它是一種地理上

的靠近性。 
三、相似性：這是彼此在特質（如身家

背景、興趣、態度、價值觀）上的相似性

越高越有可能相互吸引。 
相似性可藉由學者 Heider （1958） 提

出的平衡理論（balance theory）。平衡理論

的基本前提是不平衡的狀態或情況有向平

衡的方向改變的趨勢。平衡理論若以圖形

來表示平衡與不平衡的狀態，可包括個人

（P）、他人（O）與某些事物或觀念（X）。

這三者的關係可由所形成的三角形加以表

示，以符號「+」表示正的關係，以符號「-」
表示負的關係，其中 4 種是平衡的結構，4
種是不平衡的結構，見下圖 4： 
 

 

圖 4 P-O-X 關係圖 

資料來源 Heider （1958） 



判斷三角關係是平衡或是不平衡，其根

據為三角形三邊符號必須相乘為正；不平

衡則三角形三邊符號相乘為負。 
由上可見，不平衡狀態會導致認知結構

中的各種變化，所以，態度可以憑藉這種

不平衡的關係而形成和改變。  
對態度的相似性會造成影響的有下列

變項： 
一、 兩人意見相同議題的比率：彼此

贊同的議題比率越高，越可能成為好友。 
二、 態度的顯著性（salience）或重要

性：在顯著的態度意見的一致性對決定彼

此的關係是重要的。 
三、 相互喜愛的程度：是否我們感覺

到我們喜歡的人也喜歡我們。 
張春興（2003）提到在整個人際關係發

展的過程中，依人際間彼此吸引的過程來

看可概分為五個階段，友誼即在此過程中

形成，其中第四階段對人開放自我心理歷

程的做法即為自我表露，人際關係發展到

彼此都能自我表露的程度時，就到了友誼

的階段；而第五階段則是把友誼當做愛情

的基礎來推論，實際上未必盡然，從友誼

發展為愛情只代表部分事實，不能概括說

明一切男女相愛的情況。 
 

 

圖 3 人際關係的發展 

註：採自現代心理學（頁 592），張春興，2003。台

北：東華。 

 
2.6.5 社會滲透理論—自我表露 
 

侯玉波（2003）提到儘管有許多方法可

以用來與他人發展親密關係（如結交朋

友），但在心理學家看來自我表露無疑是最

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然而，自我表露

也具有疏遠與他人關係的作用；此外，多

項研究結果顯示人們的自我表露傾向受文

化的影響很大，也與性別有關。Richard
（2002/2006）提到隨著年紀漸長，青少年

對朋友的自我表露程度漸增。Rubin 等人

（1998）也指出青少年的友誼是否穩定，

親密與自我表露是友誼的指標。事實上在

許多心理學家看來，一個人是否有適當的

自我表露是他的人格健康與否的重要指

標。 
 
2.6.6 行為學派—社交技巧訓練 
 

社交技巧訓練是一種引導學習社會行

為的方法，重視學生對社會行為的瞭解，

並且大量利用視覺教材來達到教學目的。 
Meyers 與 Nelson（1986）認為想在社

會上被接受，個人特質和社交技巧是非常

重要的項目，也就是說，個人特質和社交

技巧是受歡迎與否的重要標準。Berndt 與
Keefe（1995）也認為親密的友誼可能與青

少年的社會技巧有關。Richard（2002/2006）
指出青少年缺乏個人化與安全認同，因此

他們從身邊尋求朋友，從朋友身上獲取力

量，並學習必要的人格與社交技巧、建立

個人的界限及社會的定義，這有助於他們

成為較廣闊的成人世界的一部分。而社會

技巧的相關理論都強調社會技巧是經由學

習而得（黃德祥，1998）。許雅嵐（2002）
也建議學生訓練社交技巧。 

此外，根據李佳霙（2009）學者之研究

證明了「社交技巧」在同儕關係的建立上

扮演著重要角色。具有交朋友適當與不適

當策略的知識在建立被同儕接納的關係上

是重要的（Wentzel &Erdly, 1993）。這些策

略知識和洞悉能力相當實用，因為青少年

可自此發展出合乎同儕期望的行為風格，

成為發展正向同儕關係的重要基礎（East et 
al., 1992）。蘇秋碧（2000）指出兒童不適

當的行為表現是導致其被同儕拒絕的普遍

性行為表徵，導致兒童被同儕拒絕的真正

原因是因為這些行為表現觸犯了團體中的

規範，或是侵犯到他人身體、財物、人格

和自由，甚至可能是因為其本身和同儕相

處時本身缺乏社會認知能力、社交技巧和



學業能力所引起。由此可知，和友伴發展

親密關係的方法有很多，而巧妙地運用社

交技巧能夠讓同儕關係更加美好。 
一般而言，受歡迎的青少年能被人接受

是因為他們的外表整齊、打扮得體、長相

好看、社交能力上能發展高度的社交技

巧，以及性格上喜愛和別人一起參與多種

活動，而且友善愉快、風趣外向、精力充

沛（Rice & Dolgin, 2002/2004）。 
除了增進社交技巧之外，參加校內社團

以及校外各種社交活動也是青少年尋求社

會接受度的其他方法（Dubois & Hirsch, 
1993）。研究發現想獲得歸屬感是參與校外

活動的最重要動機（Bergin, 1989）。因為年

輕人和朋友在一起做事覺得樂趣最多，和

朋友在一起，他們覺得自由自在、刺激、

有參與感（Diane & Sally, 1992/1994）。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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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研究流程圖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探索之議題為同儕之間的互

動是否對於知識分享會產生影響，所以鎖

定的族群自然為學生族群。本研究設定為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之學生，包含大

學部以及二技部之學生。 
 
3.3   研究工具 
 

為了解同儕互動於知識分享互動的行

為之影響因素，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

及使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後續的分

析探討。 
本研究的研究變項包括計劃行為理論

的構面搭配同儕互動之相關理論共計三大

構面，十個影響因素。採用態度的重要性

以及顯著性來解釋對行為的態度，利益關

係、歸屬感和補充以及滿足的需求來解釋

主觀規範，依賴、愛慕、感覺、表達能力

和接近性以及相似性來解釋認知的行為控

制。問卷記分採用 Likert 五點量尺，每題

有 5 個選項，分別以 1、2、3、4、5 表示，

數字越小表示該選項較符合填答者的情形

或看法。 
 

表 1 各構面定義以及出處 

 構面 定義 出處 

1 態度的

重要性 

在知識分享的行為

中，態度的重要性，是

否會影響行為的持續

意圖，態度構面以禮

貌、激勵性、回應、開

心為主要態度進行剖

析。 

Heider 

（1958） 

2 態度的

顯著性 

在知識分享的行為

中，態度的顯著性，是

否會影響行為的持續

意圖，態度構面以禮

貌、激勵性、回應、開

心為主要態度進行剖

析。 

Heider 

（1958） 



3 利益關

係 

探討利益關係在知識

分享的持續意圖是否

有影響性。 

Heider 

（1958） 

4 歸屬感 探討在知識分享的行

為中，歸屬感是否會影

響持續分享的意圖。 

William 

Schutz 

5 補充以

及滿足

的需求 

探討補充以及滿足的

需求對於知識分享持

續意圖的影響力。 

Winch

（1958） 

6 依賴 在知識分享持續意圖

中，依賴是否會對其行

為產生影響。 

Kelly

（1983） 

7 愛慕 在知識分享持續意圖

中，愛戀是否會對其行

為產生影響。 

William 

Schutz 

8 感覺 在知識分享持續意圖

中，感覺是否會對其行

為產生影響。 

Heider 

（1958） 

9 表達能

力 

在知識分享持續意圖

中，表達能力是否會對

其行為產生影響。 

侯 玉 波

（2003） 

Rubin

（1998） 

10 接近性

以及相

似性 

在知識分享持續意圖

中，接近性以及相似性

是否會對其行為產生

影響。 

張 春 興

（2003） 

 
 
 
 
 
 
 
 
 
 
 
 
 
 
 
 
 
 
 
 

3.4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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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研究模型圖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由圖 5 可做出以下各點的假說： 
H1：態度的重要性會對知識分享持續

意圖產生正向影響。 
H2：態度的顯著性會對知識分享持續

意圖產生正向影響。 
H3：利益關係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

產生正向影響。 
H4：歸屬感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

生正向影響。 
H5：補充以及滿足的需求會對知識分

享持續意圖產正生向影響。 
H6：依賴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生

正向影響。 
H7：愛慕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生

正向影響。 
H8：感覺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生

正向影響。 
H9：表達能力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

產生正向影響。 
H10：接近性以及相似性會對知識分享

持續意圖產正生向影響。 
H11：知識分享持續意圖會對知識分享

行為產生正向影響。 



3.5   資料收集 
 

本研究問卷之資料收集，主要根據嶺東

科技大學之資訊管理系學生，透過直接發

放當場回收之方式，此方式可以得到較多

的有效問卷，確保實驗樣本數之充足。共

發放 324 份，回收 261 份，回收率為 80%。 
 
3.6   資料分析方式 
 

本研究使用 SPSS 為主要分析工具，分

別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分析、效度

分析以及相關分析。 
 
4 資料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 
 

個人資料分為：性別、年齡、收入、教

育程度、職業。 
一、 受測者性別部份： 
從表 1 可以得知，受測者性別大多是男

性，佔 56.3%，女性則為 43.7%。 
 

表 2 受測者性別統計表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性別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 147 56.3 56.3 

女 114 43.7 100.0 

總和 261 100.0  

 
二、 受測者年齡部份： 
從表 2 可以得知，受測者年齡大多落在

15-19 歲之間，佔有 65.5%，其次為 20-25
歲之間，有 32.2%，最少的為 26-30 歲之間，

僅有 2.3%。 
  

表 3 受測者年齡部份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年齡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5 – 19歲 171 65.5 65.5 

20 – 25歲 84 32.2 97.7 

26 – 30歲 6 2.3 100.0 

總和 261 100.0  

 
三、 受測者收入部份： 
從表 3 可以得知，受測者收入大多是落

在 5000 元以下這個範圍，佔有 39.1%，其

次為 5001~10,000 元，有 30.7%，再來為

10,001~15,000 元，有 26.4%。 
 

表 4 受測者收入部份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收入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5000元以下 102 39.1 39.1 

5001~10,000元 80 30.7 69.8 

10,001~15,000元 69 26.4 96.2 

15,001~20,000元 5 1.9 98.1 

20,001~25,000元 2 0.8 98.9 

25,001~30,000元 2 0.8 99.7 

50,001元以上 1 0.3 100.0 

總和 261 100.0  

 
4.2   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套裝軟體 SPSS 12 作為分

析的工具，首先先進行樣本的效度檢測，

如下圖：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性量數。 .677 

近似卡方分配 2555.462 

自由度 946 

Bartlett 球形檢定 

顯著性 .000 

 

KMO 值>0.6，顯著性也<0.05，本樣本

效度為足夠的。 
再來針對各構面信度做分析，採用 Lee 

J. Cronbach（1951）所發展的 Alpha 係數，

可測量內部一致性，作為信度的指標，依

分類，可分作三類：低信度：Alpha < 0.35。



中信度：0.35 < Alpha < 0.70 。高信度：

Alpha > 0.70。本研究各變相之信度分析如

下所述。 
 
H1：態度的重要性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

生正向影響。 

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Alpha 

以標準化項目為

準的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770 .773 4 

 
H2：態度的顯著性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

生正向影響。 

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

準的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795 .797 4 

 
H3：利益關係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生正

向影響。 

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

準的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828 .826 4 

 
H4：歸屬感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生正向

影響。 

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

準的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769 .776 4 

 
H5：補充以及滿足的需求會對知識分享持續

意圖產正生向影響。 

 

 

 

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

準的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743 .756 4 

 
H6：依賴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生正向影

響。 

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

準的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823 .822 4 

 
H7：愛慕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生正向影

響。 

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

準的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827 .828 4 

 
H8：感覺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生正向影

響。 

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

準的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756 .764 4 

 
H9：表達能力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生正

向影響。 

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

準的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722 .728 4 

 
H10：接近性以及相似性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

圖產正生向影響。 

 



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

準的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808 .808 4 

 
H11：知識分享持續意圖會對知識分享行為產

生正向影響。 

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

準的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896 .896 4 

 
由以上可知本研究之信度都均大於

0.70，顯示此問卷的信度頗佳。 
 
4.3    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主要是分析研究所提出的

各個構面之間相關的程度，在依研究架構

將同儕互動各理論與知識分享間的相關進

行分析，在研究假說中我們欲探討各構面

與知識分享構面之間的相關性，其分析整

理結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相關性分析結果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知識持續分享意圖 

態度的重要性 Pe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170 

.052 

態度的顯著性 Pe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052 

.632 

利益關係 Pe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140 

.201 

歸屬感 Pe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386（**） 

.000 

補充以及 

滿足的需求 

Pe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541（**） 

.000 

依賴 Person 相關 .514（**） 

顯著性（雙尾） .000 

愛慕 Pe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269（*） 

.012 

感覺 Pe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303（**） 

.005 

表達能力 Pe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246（*） 

.022 

接近性 

以及相似性 

Pe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432（**） 

.000 

 
 

  知識分享行為 

知識持續分享意圖 Pe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686（**） 

.000 

 
因此問卷分析顯示在研究假說 H1 到 H11 的結

果如下表 6 所示。 
 

表 6 各假說結果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假說 構面解說 驗證結果 

H1 態度的重要性會對知識

分享持續意圖產生正向

影響 

不成立 

H2 態度的顯著性會對知識

分享持續意圖產生正向

影響 

不成立 

H3 利益關係會對知識分享

持續意圖產生正向影響 
不成立 

H4 歸屬感會對知識分享持

續意圖產生正向影響 
成立 

H5 補充以及滿足的需求會

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

正生向影響 

成立 

H6 依賴會對知識分享持續

意圖產生正向影響 
成立 

H7 愛慕會對知識分享持續

意圖產生正向影響 
部份成立 



H8 感覺會對知識分享持續

意圖產生正向影響 
成立 

H9 表達能力會對知識分享

持續意圖產生正向影響 
部份成立 

H10 接近性以及相似性會對

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正

生向影響 

成立 

H11 知識分享持續意圖會對

知識分享行為產生正向

影響 

成立 

 
5 結論 
 

本研究所探討的議題為同儕互動理論

相關的構面因素對於知識分享是否有影

響，結果顯示出 11 個構面中有 3 個不成

立，分別是：H1：態度的重要性會對知識

分享持續意圖產生正向影響和 H2：態度的

顯著性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產生正向影

響以及 H3：利益關係會對知識分享持續意

圖產生正向影響。 
假說 H1 以及 H2 未成立的原因可能為

本研究所定義之態度因素「禮貌」、「激

勵」、「回饋反應」以及「開心」此四種因

素不能完全定義到「態度」這個構面，造

成態度的重要性以及顯著性假說不成立。 
假說 H3 未成立之原因應該是「利益關

係」對於學生此族群影響真的不大，若今

天研究是針對已有利益交流的同儕間互動

去進行探討，「利益關係」影響的成分可能

會較大。 
假說 H4 成立，在一個團體生活中，使

人以及從他人感受到有歸屬感，都會使人

有被肯定的感覺，由此可知讓人感受到歸

屬感會對於知識分享持續意圖造成正向的

影響。 
假說 H5 成立，人的本性都是喜好分享

以及分享知識，因此補充他人的知識以及

滿足自己對於知識的需求，都會對於知識

分享持續意圖產正生向的影響。 
假說 H6 成立，人是一種群居的個體，

不可能離羣居索，因此互相依賴是一個很

重要的因素，特別對於人們知識交流的互

動中更為重要，由此可知依賴會對知識分

享持續意圖產生正向的影響。 
假說H7部分成立的原因可能為研究族

群為青年（16 歲至 25 歲 之間），若是實驗

族群設定於青少年族群（約 12 至 18 歲）

或是壯年（26 歲至 35 歲之間）勢必會得到

更有趣的結果。大膽假設「愛慕」此構面

因素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不顯著或是隨

著年齡降低而逐漸顯著。 
假說 H8 成立，本研究所定義之「感覺」

為情緒的焦慮以及自尊性的感受，由此構

面可以發現情緒的高低以及使人感受到是

否被肯定，會對於知識分享的持續意圖產

生正向的影響。 
假說H9部分成立的原因可能為人際關

係間表達能力有時候會跟人的理解力有關

係，表達能力雖然很重要，可是有時候不

一定要有很順暢的表達方式就可以表達出

來，所以表達能力跟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的

相關性只有達到部份相關。 
假說 H10 成立，同儕間的個性、習慣

或是想法有時候會因為很相似而一起有很

多互動，正所謂「物以類聚」。當習慣和想

法等習性都很相近的話，對於知識的想法

以及交流方式必定也會很接近，因此接近

性以及相似性對於知識分享持續意圖的相

關性自然很高。 
假說 H11 成立，若同儕間皆持續進行

著知識分享，則自己勢必也會跟進，進行

持續分享知識的行為，這或許就是所謂的

「風氣」，若培養起一股「風氣」，則學習

及辦事成效必定事半功倍。 
 
6 建議 
 

在組織中人是最重要的資源，而知識分

享是在組織中很重要的一種行為。透過人

們的互動分享，可以增進組織內部的知

識，激發更多組織成員的知識成長。 
根據本研究結果，以「禮貌」、「激勵」、

「回饋反應」以及「開心」此四種因素去

定義「態度」構面應用於知識分享，並無



法顯示出其影響程度，因此後續研究可嘗

試探討哪些因素可以定義出「態度」此構

面，或是找尋出更好的構面去做影響程度

的研究。 
關於「利益關係」部分成立，後續研究

可以根據「利益關係」搭配其他的構面，

變更研究族群或針對年齡層較小或是較大

的族群進行，想必可以發現「利益關係」

此構面對於不同年齡層族群的影響程度；

而「愛慕」此假說也可以根據年齡層不同

的族群去進行探討。大膽假設「利益關係」

會隨著年齡逐增而增加其影響程度，則「愛

慕」此假說會根據年齡逐增而減少其影響

程度。 
表達能力假說在本研究中只有達到部

份成立，可能表示學生族群認為表達能力

不是很重要的。後續研究可以針對其他的

族群去進行探討。本研究對象皆為學生，

可能平時表達方式都是以數位方式，若是

族群設定為經常以實體溝通居多族群，研

究結果可能會跟著不同。 
其餘假說皆成立的構面，可用於後續關

於應用同儕互動理論在知識領域中學術與

實務的參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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