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分鐘看問題

●  鑽探工作紀錄多，難閱讀。

●  鑽探工作經驗多，難紀錄。

●  知識分布在員工紙本、電腦、人腦、隨身碟，散落各處。

●  有經驗員工退休，未傳承。

●  知識沒有馬上紀錄，隨即遺失。

過去存在的問題

落實知識管理做法

●  錯誤減少。

●  新手學習快。

●  關鍵技術保留。

●  知識共享，跨越時空限制。

●  持續找出知識缺口，有利學習創新。

KM成效

長官帶頭衝 KM  
中油探採部鑽探處建立無價知識寶庫

非洲查德團隊的最佳後援  
KM 讓深夜求救電話消失
撰文  | 叡揚資訊  行銷總處

經驗型知識
 師父示範口述 → 徒弟紀錄 → 鑽井技術知識

 圖文並存操作說明 → 鑽井經驗型知識

 近500口陸上鑽井 → 整理出共識的知識

紀錄型知識 13件HDD工程 → 整理出共識的知識

 34口地熱鑽井 → 整理出共識的知識

知識→雲端 上傳至知識地圖架構、知識管理網路連線到鑽井工作、sslvpn遠距工作

智慧→社群 有價值知識加以運用、跨領域知識分享、知識的創新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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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Collaboration

在石油通訊 102 年 2 月號，探採事業部鑽

探工程處林垠成寫了一段話「『公司正

處於新舊傳承、世代交替的時刻，不能為企業

延續未來的主管是公司的禍害』因為陳勁甫副

處長這句話，所以決定以行動支持。」

「我很開心能學以致用，熱愛中油探

採事業部的點點滴滴。」探採事

業部副處長陳勁甫開朗誠懇地

說，而這句話完全反應在他

推動知識管理 (KM) 的精神

上。

日據時代珍貴鑽井日誌　

怎能不放在 KM

一談到 KM，陳勁甫副處長藏不住眼裡發出

的光芒，「一開始是排斥，但透過公司及叡揚

顧問的課程安排輔導下，才理解 KM 與我們原

本正在進行的「技術傳承」工作正好對味。」

自詡為 LKK 的陳副處長，不到十年就滿退休

「 門檻，對於傳承經驗知識的急迫性完全寫在臉

上，「這些都是日據時代老師傅留下來的珍貴

鑽井工作日誌，我們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建檔在

KM 裡。」陳副處長拿出一本本厚厚的書冊，

用看待無價珍藏的表情細說裏頭當時老師傅鉅

細靡遺的紀載當時的氣溫、濕度、天氣變化、

工具及結果。「鑽探猶如深不見底的

學問與經驗，尤其是要透過日積

月累的實務經驗才能上戰場，

這些老前輩受過日本嚴格訓

練，其工作日誌更顯珍貴。」

鑽井技術門檻高  

經驗傳承更顯重要

要說鑽探有多難？打個比方好了，

曾經轟動一時由布魯斯威利主演的電影世

界末日，當全球面臨滅世的危難時，必須派出

一群鑽探高手去鑽孔並將核彈安放在小行星內

部……，因為地底下的情形，除非實地鑽井取

得數據，根本沒有人能清楚地描繪出來，故豐

「公司正處於新

舊傳承、世代交替的時

刻，不能為企業延續未來

的主管是公司的禍害。」

─探採事業部副處

長陳勁甫

↑中油探採事業部副處長陳勁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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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經驗更顯珍貴。「所以未知的意外常發生，

而且隨著科技進步，從魚尾刮刀鑽頭到聚晶

金剛石鑽頭鑽井；從轉盤旋轉到頂部驅動旋

轉鑽井；從陸地到深海；從垂直井到分支井

鑽井……」陳副處長專業地一一說出鑽井之

發展及不同應用處，不經意中透露出鑽井之

高技術門檻。

叡揚團隊引進門  

傳授推動及使用方法

100 年中油知識管理競賽，就是由陳副處長

親自領軍的鑽井技術雲贏得冠軍。「我們是

由 LKK+ 星光班 ( 五年級～六年級生 )+ 童

子軍 ( 七年級 )+ 電腦達人所組成，當然帶頭

的就是我這個 LKK。」陳副處長風趣地說，

最早接觸 KM 是因為公司派種子學員去受

訓，「叡揚的顧問不是只有告訴我們 KM 用

法，更循序漸進引導我們要怎麼帶領激勵團

隊打群架 ( 團隊聯合出擊 )。我很感謝叡揚顧

問團隊藉由提供方法跟討論，如 : 如何把資

料整理成知識、找出知識缺口等等，透過腦

力激盪的模式擦撞出更多火花。」

正所謂「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叡

揚顧問輔導過各行各業，把可能推動 KM 會

遇到的問題及發揮成效的知識方法，在課程

中都讓種子學員受益良多。」故陳副處長舉

一反三，以「要如何使牛感到口渴，比牽牛

到河邊重要」的作法推動團隊接納使用活用

KM，更用叡揚團隊傳授的傳教士信仰去執

行，「長官就是要帶頭以身作則，這是 KM

成功的鐵證！」堅持這樣的理念，101 年中

油知識管理競賽，探採事業部鑽探工程處以

地層測驗作業主題再續榮耀，獲得銅牌殊榮。

中油探勘隊  日本立「鑽」功

民國 70 年 11 月，中油探採事業部鑽探工程自台灣

飛抵福岡再轉到阿蘇山周邊的大分縣，工作地點海拔

1000 多公尺，加上緯度較台灣偏北，在冰天雪地中展

開長達 9 個月的探勘工作，當時九州電力全力發展地

熱發電，但對於深度 3000 公尺以上之深井，傾其日

本全國之力依舊束手無策。

眼看地熱發電遭遇重大瓶頸，發電規模無法擴大，只

好找別人幫忙；拜中油探勘隊之賜，一舉鑿出日本地

熱發電的新紀元，帶動日本地熱走向「深部開發」，

就像「挖到寶」一樣，包括產經、讀賣、日本放送

（NHK）等全國性媒體均大幅報導，中油探勘隊的名

聲一夕之間在日本竄紅，而從 70 年至 91 年以來，中

油探勘隊共鑽鑿出 16 口深層地熱生產井的輝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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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Collaboration

查德團隊不用帶大包小包資料出國  

KM 好好用

「30 多年前，我曾外派到有食人族的巴布亞

新幾內亞進行鑽探作業，那時候帶了兩大箱

滿滿的書提供查詢 ( 雖然還是不夠 )，現在有

KM 真的是一大福音。」陳副處長憶當年，

鑽探的工具方法很多，而面臨到的地質氣候變

化也都會影響，作業期間會需要大量的書籍

資料協助。「像現在我們的查德團隊，直接

把 KM 當圖書館，甚至遇到問題，也不用像過

往要克服時差打電話回來台

灣求救，透過 email 方式聯

絡，我們這邊就會把需要的

資料整理到 KM，讓遠在非

洲的團隊感受到知識管理的

Power ！」陳副處長自豪地

說。

少一個數據就停擺  

KM 立即查、高效益

當然，了解鑽探工程的人就

知道，每一個專案都是在跟

錢賽跑，「有時間壓力，同

時大多是跟國外團隊合作，

延誤了就是要多給錢，跟國

外團隊問技術更是要錢，

工安如果出問題更無法想

像！」而且這些錢是動輒千

萬以上，陳副處長補充說明，

「我曾經為了拿一份資料，

開車三個小時衝回來處裡拿

資料，只是為了一個數據，

但是沒有這數據，不知道工

具可以承受多少，一旦爆掉

後果不敢想像。」所以 KM 對我們的幫助真的

太大太大了！回想起以前抱著書查的日子，陳

副處長可以體會為何團隊裡頭的星光班、童子

軍這麼支持 KM，而這股氣氛也逐漸擴散到老

中青三代！

「臺灣唯一」 鑽井技術  

把老班長的經驗傳承在 KM

對於時間就是金錢的鑽探處來說，傳承經驗減

少錯誤尤其重要。「五年後，本處 20%的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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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再十年，數字是 50% ！」陳副處長若

有所思的說：「鑽井技術在此時此地，「臺灣

唯一」的命脈就在我們手裡。」為此，從兩

大方向著手，第一，每一個工程結束之後的

檢討會，把討論歸納出來的心得經驗整理好，

上傳 KM 供參考。第二，邀請退休前輩做分

享會，錄影紀錄上傳KM。對於鑽探處來說，

與其花大錢向國外請求支援，更應該把彌足

珍貴的經驗保存下來，藉由 KM 讓老班長技

術變成一本故事書，好用好閱讀。

「LKK 用說的，星光班撰寫整理，再叫童子

軍按表操課執行，做對了才能放上 KM!」陳

副處長自信地說，這牽乎時間、金錢、工安，

所以放上 KM 的資料是要確定 100% 正確，

甚至如果老班長們各有各版本，也會嚴謹開

會討論出最好的方法，以此為統一版本放到

KM 供分享及教育。

運籌帷用獎勵制度  

知識缺口一一填補

光是傳承的基底打得好，對於鑽探處是不滿

足的，目前更同步進行找出知識缺口，進行

引進或創新鑽井技術，來填補鑽井技術缺口，

同時結合獎勵制度，負責知識缺口的同仁有

機會外派學習該類技術，「自然而然，就會

變成一個良性競爭循環，同時我們目前也已

經把這些新技術創新應用在工程上！」陳副

處長說。

今年在行政院國科會主導下，組成「鑽井工作

技術小組」來協助發展「地熱發電」及「天然

氣水合物」，對於陳副處長來說，台灣唯一

的鑽井技術就在中油，而這些珍貴知識都在

KM，「或許可以分享給國科會能源局來進行

相關研究，創造更多鑽井技術新價值！」

目前實際獲得之效益

Before After

資料型知識
資料未整理成知識

知識是分散的

資料容易消失

資料已整理成知識

知識已經集中

知識可以保留下來

經驗型知識

經驗無法傳承

關鍵技能流失

時常發生重複錯誤

新進員工學習自行摸索

技術傳承知識化

關鍵技能可以保留

減少發生重複錯誤

新進員工提高學習效率，縮短學習時間

知識外顯
員工差異性大

會說不會做的人多

會作不會說的人多

縮短員工差異性

會說會做增加

好的習慣成為制度

知識創造
核心鑽井技術未盤點

知識創造不知如何開始？

持續推動新成員自我學習，並結合派外學

習的依據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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