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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宝箱》 美国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1983

年就曾大胆预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

为基础的经济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计

算机、通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横空出世并迅速渗透到

世界各个角落，人类步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带来的变化

是深远而巨大的，诸多因素决定了人们必须重新认识组织学

习的重要性。 信息时代的组织处于竞争极其激烈的生存环境

中，如何获取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实现长盛不衰的梦想，已

成为众多组织竞相追逐的目标。惟有不断地学习，提高组织

的竞争优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了生存和发展，组织必

须具备敏锐的嗅觉和灵活的机制，顺应形势的变化，不断对

自身进行调整、完善，以此来保持和增进自我的竞争优势，

使其成为组织独有的特性，从而保证组织永葆青春，基业长

青。 圣吉指出，学习是一个终身的过程，你永远不能以完成

时态说“我们已经是一个学习型组织”。他认为，组织学习

是寻求并提高组织成员理解组织及其环境的能力，从而使其

决策不断适应组织发展需要的过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达到

永恒的卓越，它必须不断地通过学习来逐渐完善自己，以求

精进。组织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只有保持肌体正常的新陈代

谢，才能应对激烈的竞争。 阿吉里斯认为，个人学习是组织

学习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个人学习，组织学习就无从谈起。

学习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生命的源泉。同理，对于组织



而言，学习是组织的内在驱动力。学习无处不在，对于组织

内的个体而言，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提高自身素质

。1984年，派里曼(Perelman)说过：“到下世纪初，美国将

有3/4的工作是创造和处理知识。知识工作者将意识到，持续

不断地学习不仅是你得到工作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一种主要

的工作方式。”组织内的个体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充实自己

，才能与时俱进。扎波夫(Zuboff)则指出，信息技术已经改变

了人们对工作和学习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她说：“高度信

息化的组织是一个学习机构，它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拓展知

识，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知识本身，而是使组织怎样更有效率

的核心。学习不再是在教室里或者上岗前的孤立的活动。人

们不必撇开工作专门抽出时间来学习，相反，学习就是工作

的核心。学习与效率是同义词。一句话，学习将是劳动的新

形式。”信息时代，组织生存的能力日益取决于知识工作者

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学习无处不在，不仅贯穿于组织成员的

整个职业生涯，甚至已经成为个体与组织生命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 信息时代是一个网络经济、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一

体化的时代，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世界经济正在向以

高科技为核心的知识经济转型。在这样的时代里，圣吉对学

习有着全新的理解。在圣吉所说的学习型组织中，学习不再

是一个概念，一句术语，而是内化为一种组织行为，一种团

队习惯，一种人生态度。学习内容本身也不再是人们关注的

重点，而是否具有学习的能力，是否具有学习的思维和习惯

，才是值得青睐的核心。就组织而言，组织的学习不同于个

体的学习，它是组织内全体成员在组织运行过程中通过实践

、互动和创造而进行的团队学习。 学习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吸



收知识和获取信息，这种理解只是对学习的一知半解。真正

的学习，是人们心灵的根本转变。透过学习，重新塑造自我

；透过学习，能够做到那些未曾做过的事，重新认识世界，

扩展创造未来的能量。对于组织而言，文化是组织生存和发

展的灵魂。良好的文化能让新思想、新知识形成相应的交流

空间，通过不断地交流，去伪存真，步步攀升，把好的思想

积淀下来，传承下去。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所有成员共享的

，作为“公理”传承给组织新成员的一套价值观、指导信念

和思维方式。在信息时代，真正影响组织成败的因素是人的

思维。正如圣吉所言：“改变战略、结构和体系是不够的，

除非它们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也发生变化。”组织学习就是

要通过迈向学习型组织的种种努力，引导出一种不断创新、

不断进步的新理念，从而使组织日新月异，不断创造未来。

对于一个组织而言，需要善于创造与推广新的知识，形成一

种不断激发创新的文化。圣吉认为，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不

断创新、进步的组织，在其中，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能力

的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

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

学习”。在学习型组织中，学习与工作密不可分，学习工作

化，工作学习化。学习也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个体学习，而

是团队式学习，最后要落实到组织整体行为的改善上。 作为

生命的有机体，个体有行为和思维模式的惯性。人们往往在

情况恶化的时候，产生出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行为，佯装一

切正常，期待奇迹的出现，最后得到的是一败涂地。在信息

时代，这种自我安慰、习惯性防卫、逃避问题，会使恶果随

着信息数量的急剧增加以及信息结构的复杂关系产生出指数



级的放大效应，因此，更需要通过学习来打破这种僵局。再

进一步，学习并不是单纯为了解决组织中出现的问题，把注

意力全部集中在发现并纠正外部环境的错误上，而需要反躬

自问，通过反思，将注意力更多地侧重于组织自身的不断调

整和完善上。解决组织现实问题固然重要，但解决组织将来

可能面对的问题更为重要。要使学习持之以恒，就需要组织

成员辩证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进而改变自

己的行为，以此来推动组织行为的改变，使组织充满活力。

组织的持续改进，惟有通过组织学习才能得以实现。因此，

信息时代的组织学习，首先要做到学习“如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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