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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Social Capital
lNew product/service

lNew technology/ serving 
skill
lNew management 
practice

Innovation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echnology
•Structure
•Culture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apability

lAcquisition
lConversion
lApplication
lProtection

Knowledge
Process Capability

 
根據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的程度，將樣本分成「高組織績效」與「低組織績效」
兩群(見資料檔中的變數 qul_1)，以此組織績效群組(qul_1)作為依變數進行羅吉斯分析，
欲探討不同的自變數對組織績效的預測機率。 
試將其迴歸係數、顯著性、Chi-Square、p值等相關資訊，製作成下表格式，並寫出羅吉
斯迴歸的方程式。 

Criterion variable =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cluster (qul_1) Predictive variable 
M1 M2 M3 M4 M5 M6 M7 

Kit_f        
Kic_f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apacity Kis_f        
Kpac_f        
Kpp_f        
Kpap_f        

Knowledge 
Process 
capacity 

Kpc_f        
Innovation Inn_f        

Chi-Square        
p-value        

** p-value <0.05, *** p-value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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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目錄】 

一、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apability對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的影響(M1)  

二、 Knowledge process capability對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的
影響(M2)  

三、 Innovation對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的影響(M3)  
四、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apability與 Knowledge process 

capability對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的影響(M4)  
五、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apability與 Innovation對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的影響(M5)  
六、 Knowledge process capability與 Innovation對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的影響(M6) 
七、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apability、Knowledge process 

capability與 Innovation對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的影響
(M7) 

八、 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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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M1 Logistic迴歸 

模式係數的 Omnibus 檢定

32.426 3 .000
32.426 3 .000
32.426 3 .000

步驟
區塊
模式

步驟 1
卡方 自由度 顯著性。

 
經卡方檢定的結果，此模型在解釋能力上達到顯著水準。代表以組織績效
群組分為高低兩群時，知識管理能力的因素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 

模式摘要

114.304 .244 .340
步驟
1

-2 對數概似
Cox & Snell
R 平方

Nagelkerke
R 平方

 
分類表a

22 16 57.9

7 71 91.0
80.2

觀察
1

2

集群觀察值
個數

概要百分比

步驟 1
1 2
集群觀察值個數

百分比修正

預測

分割值為 .500a. 
 

整體模型的正確比率達到80.2% 
變數在方程式中

.091 .246 .137 1 .711 1.095

.990 .341 8.410 1 .004 2.692

.222 .294 .570 1 .450 1.249
-5.2381.35914.861 1 .000 .005

KIT_F
KIS_F
KIC_F
常數

步
驟 1a

B S.E. Wald 自由度 顯著性。 Exp(B)

在步驟 1 中選入的變數\：KIT_F, KIS_F, KIC_F.a. 
 

三個變數只有Kis_f達到顯著水準，在進入模型的次序上，依序為Kit_f，
Kis_f，Kic_f。亦即當Kis_f存在時，Kit_f，Kic_f不顯著。 
 
因此依據變數在方程式分析結果中所得到 B值，可列出 M1羅吉斯迴歸方
程式如下： 

 ( ) fKicfKisfKitxf
p

p
M _22.0_99.0_091.0238.5

1
ln:1 ×+×+×+−==

−
 

 
回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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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M2 Logistic迴歸 

 

模式係數的 Omnibus 檢定

34.385 4 .000
34.385 4 .000
34.385 4 .000

步驟
區塊
模式

步驟 1
卡方 自由度 顯著性。

 
經卡方檢定的結果，此模型在解釋能力上達到顯著水準。代表以組織績效
群組分為高低兩群時，知識管理能力的因素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 
 

模式摘要

112.345 .257 .357
步驟
1

-2 對數概似
Cox & Snell
R 平方

Nagelkerke
R 平方

 
分類表a

21 17 55.3

10 68 87.2
76.7

觀察
1

2

集群觀察值
個數

概要百分比

步驟 1
1 2
集群觀察值個數

百分比修正

預測

分割值為 .500a. 
 

整體模型的正確比率達到76.7% 

變數在方程式中

.888 .353 6.345 1 .012 2.431

.033 .336 .010 1 .921 1.034

.440 .452 .951 1 .329 1.553

.086 .487 .031 1 .860 1.090
-5.9031.38618.135 1 .000 .003

KPAC_F
KPP_F
KPAP_F
KPC_F
常數

步
驟 1

a

B S.E. Wald 自由度 顯著性。 Exp(B)

在步驟 1 中選入的變數\：KPAC_F, KPP_F, KPAP_F, KPC_F.a. 
 

四個變數只有Kpac_f達到顯著水準，在進入模型的次序上，依序為Kpac_f，
Kpp_f，Kpap_f，Kpc_f。亦即當Kpac_f存在時，Kpp_f，Kpap_f，Kpc_f
不顯著。 
 
因此依據變數在方程式分析結果中所得到 B值，可列出 M2羅吉斯迴歸方
程式如下： 

 
( )

fKpc

fKpapfKppfKpacxf
p

p
M

_086.0

_440.0_033.0_888.0903.5
1

ln:2

×+

×+×+×+−==
−  

 
回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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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M3 Logistic迴歸 

模式係數的 Omnibus 檢定

49.458 1 .000
49.458 1 .000
49.458 1 .000

步驟
區塊
模式

步驟 1
卡方 自由度 顯著性。

 
 
經卡方檢定的結果，此模型在解釋能力上達到顯著水準。代表以組織績效
群組分為高低兩群時，知識管理能力的因素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 

模式摘要

97.271 .347 .484
步驟
1

-2 對數概似
Cox & Snell
R 平方

Nagelkerke
R 平方

 

 

分類表a

21 17 55.3

6 72 92.3
80.2

觀察
1

2

集群觀察值
個數

概要百分比

步驟 1
1 2
集群觀察值個數

百分比修正

預測

分割值為 .500a. 
 

整體模型的正確比率達到80.2% 

 

變數在方程式中

1.732 .334 26.816 1 .000 5.651
-6.9111.45822.455 1 .000 .001

INN_F
常數

步
驟 1

a

B S.E. Wald 自由度 顯著性。 Exp(B)

在步驟 1 中選入的變數\：INN_F.a. 
 

唯一的變數Inn_f達到顯著水準。 
 
因此依據變數在方程式分析結果中所得到 B值，可列出 M3羅吉斯迴歸方
程式如下： 

 ( ) fInnxf
p

p
M _732.1911.6

1
ln:3 ×+−==

−
 

 
回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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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M4 Logistic迴歸 

模式係數的 Omnibus 檢定

45.379 7 .000
45.379 7 .000
45.379 7 .000

步驟
區塊
模式

步驟 1
卡方 自由度 顯著性。

 
經卡方檢定的結果，此模型在解釋能力上達到顯著水準。代表以組織績效
群組分為高低兩群時，知識管理能力的因素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 

模式摘要

101.350 .324 .451
步驟
1

-2 對數概似
Cox & Snell
R 平方

Nagelkerke
R 平方

 

 

分類表a

24 14 63.2

8 70 89.7
81.0

觀察
1

2

集群觀察值
個數

概要百分比

步驟 1
1 2
集群觀察值個數

百分比修正

預測

分割值為 .500a. 
 

整體模型的正確比率達到81.0% 

 

變數在方程式中

-.227 .291 .608 1 .436 .797
.925 .347 7.099 1 .008 2.523
-.029 .328 .008 1 .929 .971
.886 .376 5.565 1 .018 2.425
-.086 .564 .023 1 .879 .918
.303 .479 .400 1 .527 1.354
.071 .353 .040 1 .841 1.073
-7.5121.70619.392 1 .000 .001

KIT_F
KIS_F
KIC_F
KPAC_F
KPC_F
KPAP_F
KPP_F
常數

步
驟 1

a

B S.E. Wald 自由度 顯著性。 Exp(B)

在步驟 1 中選入的變數\：KIT_F, KIS_F, KIC_F, KPAC_F, KPC_F, KPAP_F, KPP_F.a. 
 

七個變數有Kit_f, Kic_f, Kpc_f, Kpap_f, Kpp_f未達到顯著水準，在進入模型的次序上，
依序為Kit_f,Kis_f,Kic_f,Kpac_f,Kpc_f,Kpap_f,Kpp_f。亦即當Kis_f,Kpac_f存在時，
Kit_f, Kic_f, Kpc_f, Kpap_f, Kpp_f不顯著。 
 
因此依據變數在方程式分析結果中所得到 B值，可列出M4羅吉斯迴歸方程式如下： 

( )

fKppfKpapfKpc

fKpacfKicfKisfKitxf
p

p
M

_071.0_303.0_086.0

_886.0_029.0_925.0_227.0512.7
1

ln:4

×+×+×−

×+×−×+×−−==
−

 
回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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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M5 Logistic迴歸 

 

模式係數的 Omnibus 檢定

56.750 4 .000
56.750 4 .000
56.750 4 .000

步驟
區塊
模式

步驟 1
卡方 自由度 顯著性。

 
經卡方檢定的結果，此模型在解釋能力上達到顯著水準。代表以組織績效
群組分為高低兩群時，知識管理能力的因素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 

模式摘要

89.980 .387 .539
步驟
1

-2 對數概似
Cox & Snell
R 平方

Nagelkerke
R 平方

 

 

分類表a

23 15 60.5

9 69 88.5
79.3

觀察
1

2

集群觀察值
個數

概要百分比

步驟 1
1 2
集群觀察值個數

百分比修正

預測

分割值為 .500a. 
 

整體模型的正確比率達到79.3% 

 

變數在方程式中

.246 .293 .703 1 .402 1.279

.694 .368 3.554 1 .059 2.002
-.389 .368 1.116 1 .291 .678
1.682 .425 15.689 1 .000 5.374
-9.2812.06520.191 1 .000 .000

KIT_F
KIS_F
KIC_F
INN_F
常數

步
驟 1

a

B S.E. Wald 自由度 顯著性。 Exp(B)

在步驟 1 中選入的變數\：KIT_F, KIS_F, KIC_F, INN_F.a. 
 

三個變數Kit_f,Kis_f,Kic_f未達到顯著水準，在進入模型的次序上，依序為
Kit_f,Kis_f,Kic_f,Inn_f。亦即當Inn_f存在時，Kit_f,Kis_f,Kic_f不顯著。 
 
因此依據變數在方程式分析結果中所得到 B值，可列出 M5羅吉斯迴歸方
程式如下： 
 

( ) fInnfKicfKisfKitxf
p

p
M _682.1_389.0_694.0_246.0281.9

1
ln:5 ×+×−×+×+−==

−
 
回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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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份) M6 Logistic迴歸 

 

模式係數的 Omnibus 檢定

55.884 5 .000
55.884 5 .000
55.884 5 .000

步驟
區塊
模式

步驟 1
卡方 自由度 顯著性。

 
經卡方檢定的結果，此模型在解釋能力上達到顯著水準。代表以組織績效
群組分為高低兩群時，知識管理能力的因素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 

模式摘要

90.845 .382 .533
步驟
1

-2 對數概似
Cox & Snell
R 平方

Nagelkerke
R 平方

 

 

分類表a

26 12 68.4

6 72 92.3
84.5

觀察
1

2

集群觀察值
個數

概要百分比

步驟 1
1 2
集群觀察值個數

百分比修正

預測

分割值為 .500a. 
 

整體模型的正確比率達到84.5% 

 

變數在方程式中

.685 .399 2.948 1 .086 1.984
-.417 .545 .587 1 .444 .659
.205 .498 .170 1 .680 1.228
.227 .393 .333 1 .564 1.254
1.493 .383 15.188 1 .000 4.450
-8.9761.89522.438 1 .000 .000

KPAC_F
KPC_F
KPAP_F
KPP_F
INN_F
常數

步
驟 1a

B S.E. Wald 自由度 顯著性。 Exp(B)

在步驟 1 中選入的變數\：KPAC_F, KPC_F, KPAP_F, KPP_F, INN_F.a. 
 

四個變數Kpac_f,Kpc_f,Kpap_f,Kpp_f未達到顯著水準，在進入模型的次序
上，依序為Kpac_f,Kpc_f,Kpap_f,Kpp_f,Inn_f。亦即當Inn_f存在時，
Kpac_f,Kpc_f,Kpap_f,Kpp_f不顯著。 
 
因此依據變數在方程式分析結果中所得到 B值，可列出 M6羅吉斯迴歸方
程式如下： 

 
( )

fInnfKpp

fKpapfKpcfKpacxf
p

p
M

_493.1_227.0

_205.0_417.0_685.0976.8
1

ln:6

×+×+

×+×−×+−==
−  

 
回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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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份) M7 Logistic迴歸 

模式係數的 Omnibus 檢定

60.281 8 .000
60.281 8 .000
60.281 8 .000

步驟
區塊
模式

步驟 1
卡方 自由度 顯著性。

 
經卡方檢定的結果，此模型在解釋能力上達到顯著水準。代表以組織績效
群組分為高低兩群時，知識管理能力的因素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影響。 

模式摘要

86.449 .405 .565
步驟
1

-2 對數概似
Cox & Snell
R 平方

Nagelkerke
R 平方

 

 

分類表a

27 11 71.1

9 69 88.5
82.8

觀察
1

2

集群觀察值
個數

概要百分比

步驟 1
1 2
集群觀察值個數

百分比修正

預測

分割值為 .500a. 
 

整體模型的正確比率達到82.8% 

 

變數在方程式中

.042 .320 .017 1 .897 1.042

.692 .373 3.431 1 .064 1.997
-.392 .389 1.016 1 .314 .676
.661 .431 2.352 1 .125 1.936
-.335 .607 .305 1 .581 .715
.100 .506 .039 1 .844 1.105
.158 .405 .152 1 .697 1.171
1.460 .450 10.512 1 .001 4.304
-9.8362.13321.266 1 .000 .000

KIT_F
KIS_F
KIC_F
KPAC_F
KPC_F
KPAP_F
KPP_F
INN_F
常數

步
驟 1a

B S.E. Wald 自由度 顯著性。 Exp(B)

在步驟 1 中選入的變數\：KIT_F, KIS_F, KIC_F, KPAC_F, KPC_F, KPAP_F, KPP_F, INN_F.a. 
 

七個變數Kit_f, Kis_f, Kic_f, Kpac_f, Kpc_f, Kpap_f, Kpp_f未達到顯著水準，在進入模型
的次序上，依序為Kit_f, Kis_f, Kic_f, Kpac_f, Kpc_f, Kpap_f, Kpp_f, Inn_f。亦即當Inn_f
存在時，Kit_f, Kis_f, Kic_f, Kpac_f, Kpc_f, Kpap_f, Kpp_f不顯著。 
因此依據變數在方程式分析結果中所得到 B值，可列出 M7羅吉斯迴歸方
程式如下： 

( )

fInnfKppfKpap

fKpcfKpacfKicfKisfKitxf
p

p
M

_460.1_158.0_100.0

_335.0_661.0_392.0_692.0_042.0836.9
1

ln:7

×+×+×+

×−×+×−×+×+−==
−

回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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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吉斯迴歸分析 總結】 
依據上述所得M1~M7模式分析中之【變數在方程式】資料，將M1~M7各模式標準化係
數之Beta分配值依序填寫彙整如下表： 

Criterion variable =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cluster (qul_1) Predictive variable 
M1 M2 M3 M4 M5 M6 M7 

Kit_f 0.091   -0.227 0.246  0.042 
Kic_f 0.222   -0.029 -0.389  -0.392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apacity Kis_f 0.990***   0.925*** 0.694  0.692 
Kpac_f  0.888**  0.886**  0.685 0.661 
Kpp_f  0.033  0.071  0.227 0.158 
Kpap_f  0.440  0.303  0.205 0.100 

Knowledge 
Process 
capacity 

Kpc_f  0.086  -0.086  -0.417 -0.335 
Innovation Inn_f   1.732***  1.682*** 1.493*** 1.460*** 

Chi-Square 32.426 34.385 49.458 45.379 56.750 55.884 60.281 
p-value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p-value <0.05, *** p-value < 0.01 

其Logistic迴歸方程式分別如下 

( ) fKicfKisfKitxf
p

p
M _22.0_99.0_091.0238.5

1
ln:1 ×+×+×+−==

−
 

( )

fKpc

fKpapfKppfKpacxf
p

p
M

_086.0

_440.0_033.0_888.0903.5
1

ln:2

×+

×+×+×+−==
−

( ) fInnxf
p

p
M _732.1911.6

1
ln:3 ×+−==

−
 

( )

fKppfKpapfKpc

fKpacfKicfKisfKitxf
p

p
M

_071.0_303.0_086.0

_886.0_029.0_925.0_227.0512.7
1

ln:4

×+×+×−

×+×−×+×−−==
−

( ) fInnfKicfKisfKitxf
p

p
M _682.1_389.0_694.0_246.0281.9

1
ln:5 ×+×−×+×+−==

−

( )

fInnfKpp

fKpapfKpcfKpacxf
p

p
M

_493.1_227.0

_205.0_417.0_685.0976.8
1

ln:6

×+×+

×+×−×+−==
−  

( )

fInnfKppfKpap

fKpcfKpacfKicfKisfKitxf
p

p
M

_460.1_158.0_100.0

_335.0_661.0_392.0_692.0_042.0836.9
1

ln: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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