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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中文摘要 

「學習」一直是人類自我滿足與追求的過程

之一，而學習的方式亦不斷藉由理論與工具的翻

新而有多元的管道。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及相

關領域的驚人發展，一個以數位化形式為共享知

識基礎的環境已逐漸成形。根據 IDC及資策會市
場情報中心在 1996 年的市場報告，對於美國及
與台灣企業建置 Intranet與 Internet的意願進行調
查，結果發現對於遠距教育訓練之推廣相當有幫

助的 Intranet，已成為企業亟欲發展的下一波科
技。陳怡穆[民 87]的研究亦發現，我國目前採行
遠距教育訓練的企業並不多，但接受的意願卻相

當高。而朱湘吉[民 82]的研究則指出，台灣前一
百大企業的訓練人員之工作負荷有偏高的趨

勢。因此，有效的遠距教育訓練方式將是未來企

業可大幅降低教育訓練負荷及提升效率的方式

之一。本研究將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針對國內前

五百大企業進行調查，以了解影響企業採用遠距

教育訓練之決策影響因素。 
 

關鍵詞：遠距學習、教育訓練、遠距教育訓練 
 
Abstract 

" Learning" has been one of the processes for 
human beings to satisfy and to pursue for 
themselves. The ways of learning have also been 
developing by different methods and tools. One of 
the new learning method is to use computer internet 
as a basis for long-distance learning method. Right 
now for long-distance learning environment 
research, most of the internet research puts 
emphasize on the influences of distance learning of 

education in school. Seldom of them are about 
using distance training in corporate. As the 21st 
century approaches, people want to get more and 
more knowledge, society is changing, and 
technology is progressing. As technology changes 
the way we work and communicate, it also changes 
how we learn. Learning for people will become 
more self-initiated and individualized. Because of 
this distance training will become a trend.  

This Research will aim at studying the 
up-to-date status of distance training in corporat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identifying the 
facts influencing the adoption of this new learning 
approach, including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f distance training, the function of 
distance training appl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 and the industry. 
 
Keywords：Distance Learning, Distance Training, 

Train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貳、 緒論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企業競爭的本質從以

往的土地、勞力、資本等基本要素，漸漸的轉換

成為『知識』。在明日的企業中，誰能夠擁有及

創造更多的『知識』便能創造出絕佳的競爭優

勢。在面臨以『知識』為角力基礎的挑戰下，企

業內部人力的質量將是未來企業成敗的關鍵所

在，如何有效的培訓內部人才？更成為未來企業

競爭的重點之一。而遠距教育訓練具有節省訓練

成本、不受時空限制、提高學習效率…[張淑惠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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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等等特質，這似乎為企業提供了一條能強化內
部人力質量的康莊大道。 

根據 1999年 IDC的調查更顯示了，美國整
體的企業訓練用於遠距訓練的花費將以 83%的
複合率，從 1998年的 5.51億美元成長至 2003年
的 114億美元；這些歷歷在目的資料都明白的顯
示了遠距教育訓練已成為企業下一波科技發展

的重心。事實上，目前美國已有少數企業利用遠

距教學的方式進行員工的教育訓練 [Hills, 
1997]，例如 AT&T、 Bell Atlantic、 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Amgen Incorporated等。在
陳怡穆[民 87]的研究發現，我國目前採行遠距教
育訓練的企業並不多，但接受的意願卻相當高。

而朱湘吉[民 82]的研究則指出，台灣前一百大企
業的訓練人員之工作負荷有偏高的趨勢。因此，

有效的遠距教育訓練方式將是未來企業可大幅

降低教育訓練負荷及提升效率的方式之一。 
雖然遠距學習或遠距教育訓練對企業人力

資源品質的提昇有相當大的幫助，但目前採行的

企業仍為少數，而相關的研究仍多集中於一般學

校學程的遠距學習，探討企業採用遠距教育訓練

方式的論文或研究皆不多見，因此本文將針對企

業採用遠距教育訓練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同時

亦瞭解企業運用遠距教育訓練之現況；本研究主

要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將對先行瞭解目前企業

採用遠距教育訓練的現況。第二個部分將從(1)
企業對遠距教育訓練環境的認知(2)組織特質(3)
產業環境等三個構面，探討其對企業採用遠距教

育訓練決策的影響效果，並進一步的了解其影響

因素之重要程度。第三部份將對於根據實證結果

之分析與發現提出建議，以作為企業進行人力資

源管理之參考，並提供有意進入企業遠距教育訓

練市場之廠商的相關市場資訊。 
 
參、 結論 

本研究對於企業採用遠距教育訓練的現況

以及影響採用之相關因素進行探討，結果發現目

前企業採用遠距教育訓練之意願頗高，而實際實

行的情況卻尚未普及，這表示在遠距訓練之相關

服務上仍有很大的市場空間。而研究結果發現對

於影響企業採用遠距教育訓練因素之發現，在對

於遠距教育訓練學習環境認知上，採用的企業對

於教材內容的認知上與不採用的企業有著顯著

的差異，對於建置成本的考量較少。則較在組織

特質上，採用遠距教育訓練的企業整體電腦素養

較高、企業員工人數較多，高階主管的態度趨向

於支持。在產業特質方面，在採用遠距教育訓練

的企業其產業內資訊科技流通之程度較高。 
在本研究所有樣本中，發現影響對企業採用

遠距教育訓練的決策因素，依可區分之重要性排

列分別為高階主管態度、建置成本、產業內資訊

科技流通程度、電腦整體素養等四項因素。在就

產業別來看，製造業為高階主管態度、建置成

本、產業內資訊科技流通程度；就服務業而言，

可區別之重要因素依序分別為企業整體電腦素

養、建置成本、對遠距教育訓練學習環境的教材

內容認知；而金融業則為對遠距教育訓練學習環

境的教材內容認知、企業整體電腦素養。本研究

所發現的影響決策因素，對於遠距教育訓練的推

廣與發展，提供了下列方向：〈1〉推廣的核心對
象可針對人數較多、整體電腦素養較高、產業內

資訊科技流通程度較高的企業進行推廣。〈2〉在
遠距教育訓練環境的發展上，應著重於成本低廉

的架構，以及具多樣與豐富之教材內容。〈3〉在
企業採用遠距教育訓練的考量上，企業不應只著

重於量化的建置成本數據，應多考量遠距教育訓

練所能帶來之效果，對於員工能力的提昇。如此

相對的也提昇了企業的競爭實力。 
最後，本研究架構所提出六項影響企業採用

遠距教育訓練與否的決策因素，在預測的樣本

中，可以達到 82.1%的正確率，但在真實世界中，
影響企業採用與否的決策因素很多，基於時間及

人力的限制，無法一次完全納入本研究的實證

中。此外，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受到抽樣的限制，

並無法包含所有企業，因此在採用本研究實證之

結果時，必須考量本研究之抽樣母體情形以及實

際情形，才能達到有效的運用。 
 
肆、 研究建議 

本研究探討目前企業採用遠距教育訓練之

現況，並歸納分析出影響採用遠距教育訓練之決

策因素，而於採用現況與影響採用因素間必有相

輔而成之處。本節將根據前述資料分析結論，並

考量現實環境，分別對於企業、有意進入遠距教

育訓練市場之廠商及遠距教育訓練的推廣，提出

相關建議。 
 
一、對於企業之建議 

教育訓練的實施成果，雖不具有風行草偃之

效。但就長遠來看教育訓練的發展與企業競爭力

的關係是密不可分，所以企業應極力的從事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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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培訓。而遠距教育訓練的實施，可幫助企

業降低訓練成本、提供員工自學管道及有效監督

學習效果…等等特性。綜合本研究之文獻探討與
資料分析，提出三點對於企業實施遠距教育訓練

之建議，相關建議如下： 
1.遠距教育訓練的實施必須軟硬體並重 

遠距教育訓練實施的成功，並不能只注重

科技方面之因素，更需注重在課程的規劃、教

材內容的設計等等軟體方面的規劃與製作，以

及受訓對象的可接受程度。否則，即使投入大

筆資金建置遠距教育系統，沒有完善的軟體計

劃支援，也是枉然。 
2.遠距教育訓練之採行與否，勿以成本為唯一考
量 

遠距教育訓練的系統建置成本頗高，其雖

難以產生具體的利益，而對於企業而言，在長

期的效益上是會逐漸顯現。所以在考量建置與

否時，企業不應只著重於量化的建置成本數

據，應多考量遠距教育訓練所能帶來之長期效

果，及其對於員工能力提昇的助益。如此相對

的也提昇了企業的競爭實力。 
 
二、對於有意進入遠距教育訓練市場廠

商的建議 

企業採用遠距教育訓練目前仍屬少數，而大

多數將採用之企業，採委外與自製方式並行。如

此看來，整個遠距教育訓練市場大有可為之處。

在此本研究提出對於有意進入遠距教育訓練市

場廠商的相關建議如下： 
1.系統開發應以使用介面的親和與方便性為出發 

根據本研究之調查結果方面，企業對於系

統使用介面的親和與方便性這兩項功能的重視

程度非常高；因此廠商於系統開發時可以依此

結果為系統發展的出發點，開發更具親和力的

軟體。 
2.提供豐富的教材內容 

就教材內容的豐富化而言，豐富化的教材

內容乃是一空洞的名詞，而且各產業間對其之

認知並不同。本研究建議廠商應先了解市場區

隔，針對各個不同市場需求收集及製作教材，

方能達到豐富教材內容之目的。 
3.開發成本低廉之系統 

在遠距教育訓練環境的發展上，本研究的

結果顯示，遠距教育訓練的建置成本考量，影

響企業是否採用。而對於成本考量愈少的企

業，愈會採用。故應著重於成本低廉的架構、

減少企業設備重置等為系統發展的方向，以減

少企業在成本上的顧慮。 
4.目標市場的選擇 

就行銷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在產業內資

訊流通程度較高、企業人數較多、整體電腦素

養較高的企業較會採用遠距教育訓練，因此就

初期目標市場的選擇，可針對擁有這些屬性的

企業推展行銷。 
5.行銷對象 

而本研究在針對影響採用因素進行區別分

析時，發現高階主管的態度對於採用與否的影

響程度是最高的，所以行銷對象除了人力資源

部門外，應包括企業高階主管。 
6.行銷創新 

行銷創新是多元性的構念，它可以包括 4P
中任何一項或是各項的排列組合。其最終的目

的在於提供新穎和有價值的產物(offering)，以
滿足消費者的潛在需求[蔡明達，民 89]。由以
上觀點出發，本研究結果提供了目前部分遠距

教育訓練市場之需求狀況，除了可以應用於產

品的創新上，亦可以此發展各種可能的行銷創

新，如：遠距教育訓練之產品服務的定位、便

利性等，滿足企業顧客的需求，使自身能於經

營上獲得優異之績效。 
 
三、對於遠距教育訓練推廣的建議 

在遠距教育訓練的推廣上，可以從三個方向

著手，此三個方向分別為選擇核心推廣對象、提

昇對於遠距教育訓練的認知以及建立採用個

案。以下將此三方向分述如下： 
1.選擇核心推廣對象 

依據本研究資料顯示員工人數、整體電腦

素養、高階主管態度以及產業內資訊流通程度

等因素，在企業採用遠距教育訓練的決策上有

著很大的影響。因此在此建議可選擇具有上述

特質之企業，針對其高階主管進行推廣。 
2.提昇遠距教育訓練的認知程度 

對於遠距教育訓練學習環境的認知，在本

研究中影響企業決策因素較為顯著的為對於教

材內容的認知及對於成本考量的認知。而採用

的企業對於較採認知均比不採用的企業來得

高，因此應藉由研討會或說明會的進行，提昇

企業對於遠距教育訓練的認知，而對象可以上

述核心對象為主。 
3.建立採用個案 

資料顯示高階主管的態度，會影響企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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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遠距較訓練的採用。而透成功個案的的建

立，可使得高階主管易於瞭解遠距教育訓練的

實施模式；在進行推廣的同時，也較具說服力。

如此，較易使得高階主管主動將遠距教育訓練

引入該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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