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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一书是“各种环境条件下的组织学习”兰登堡课题组的扛鼎之作。
从1994年10月到2000年秋季，来自十几个国家的30余位学术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咨询人员在课题组
的框架内一起工作，使这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得到了梳理，同时拓展了知识边界。
迈诺尔夫·迪尔克斯（Meinolf　Dierkes）教授承担了该课题组的协调工作，并在阿里安娜·贝图安·
安托尔（Ariane　Berthoin　Antal）、约翰·蔡尔德（John　Child）、野中郁次郎（I　kuiiro　Nonaka
）与张新华诸教授的合作下，承担编辑本书的艰巨任务。
　　兰登堡课题组是戈特里布·戴姆勒和卡尔·奔驰基金会主办的跨学科研究小组。
基金会设立课题组的宗旨是，在3到5年内专攻一个特定的课题，然后发表研究成果，推广应用。
基金会通过支持聚焦于人类、环境与技术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研究来实现其目标。
这一包罗万象的主题涉及到众多复杂问题，只有通过跨学科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与分析才能获得
进展。
　　基金会通过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以及不同行业、团体和公共行政领域的专家的共同讨论来为课题组
选定课题。
为这类讨论准备的论坛就是“兰登堡讨论会”。
组织学习这一课题是1993年开始的三次讨论会的主题，会上为新的课题组准备了研究计划，1994年成
立了专攻这一课题的课题组。
　　戈特里·戴姆勒和卡尔·奔驰基金会决定投资组织学习研究有许多理由。
飞快的技术变革以及层出不穷的信息与传播媒体改变了全球的经营方式。
各种类型的组织，包括公共政治组织在内，在结构、管理和目标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而且，几乎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公众对组织业绩，尤其是私有公司业绩的关注得到了加强。
比如，工业事故会引起公众猛烈的批评，使公司的继续生存受到威胁。
这些现象显示了对组织的挑战，组织管理要卓有成效就必须创造新的知识。
　　因此，基金会认为组织学习是全球范围变革过程这一大背景下的中心课题。
早期的兰登堡课题组就研究过相关课题，如“通信技术的安全性”课题组，“认识并参与全球化”课
题组等。
“各种环境条件下的组织学习”兰登堡课题组在基金会计划的框架内试图对新的全球趋势进行分析。
　　本书是对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这一领域的不同寻常的综合研究。
作者们在课题组的工作时间超过5年之久，他们成功地将多种学科以及不同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
环境中的经验与研究成果融会贯通起来。
他们完成了具有创见的研究项目，利用了范围极广的组织中高级行政官的集体智慧，这些组织有重要
的企业公司、工会、联合国机构和武装部队。
本书是该课题组许多出版物的多侧面工作的集大成之作，尚不包括《组织学习参考书目注释》，该书
由迈诺尔夫·迪尔克斯与课题组其他成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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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是对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这一领域的不同寻常的综合研究。
作者们在课题组的工作时间超过5年之久，他们成功地将多种学科以及不同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
环境中的经验与研究成果融会贯通起来。
他们完成了具有创见的研究项目，利用了范围极广的组织中高级行政官的集体智慧，这些组织有重要
的企业公司、工会、联合国机构和武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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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是从众多市场信息以及促使改变的冲动中作出选择的过程。
这部分的焦点是试验和主动性.这是在考虑现有的人力和其他资源的条件下，按照组织能够作出的有效
反应为学习提供各种可能性。
　　第三，是组织内决定常规和刺激机制的大量行政管理系统。
这些系统提供一种内部的演进环境，补充了外部的市场环境。
在某些方面，这一具有自然选择机制、传统指挥和控制特点之间平衡的内部环境，可以看作是对前两
个要素的制约。
这些系统紧密地涉及中层经理的工作。
他们的行为常常也许有时是错误地被看作是组织惰性的一个具体来源。
　　第四，是领导从一段时间内高层管理影响组织学习过程的积极作用的视角加以讨论的。
这些过程必须从创造发展氛围和抵制惰性角度加以设计。
　　第五，是战略意图指长期的具有雄心的框架和对目标的界定。
这一部分是最高管理层对企业未来选择的清楚表述。
它既可以作为有目的地确定投资选择的标准，也可以被看作为一种价值观，以帮助人们产生激情并作
出往前推进的承诺。
　　图11.1所示的框架表明组织学习可以有多种视角，以建立组织的环境意识。
在这种环境下，不同类型的学习能同时发生。
大多数组织学习的定义包含认知和行为的某些方面的变化。
有些行为定义的注意力集中在实际行为需要改变这一点上（斯威林格swieringa和威尔德斯马Wierdsma
，1992），而对首先是什么会造成这种需要的问题并不给予多少启示。
在其他一些定义中，组织学习被看作是创造一种潜在的变化（许贝尔，1991），也通过将历史推论进
行常规程序化以引导未来行为（列维特和马奇，1988；关于对这些问题进行批评的文献，参见臧
，1997）。
这一观点根本不考虑社会背景，然而这种社会背景既影响选择什么潜力加以发展，又影响潜力变成行
动的演进环境。
　　本章探索的框架将从演进角度和组织间生态中得出的理论补充到有关组织学习的其他观点中去。
不把组织看作一种惰性，也不把战略变化看作是对组织生存的潜在威胁。
我们认为，高级经理在塑造企业的命运上能够也确实起着积极而有意义的作用。
他们被看作指导和教练，帮助促使内环境的变化，使企业适应市场环境或进行变革。
在这一方面，人们认为高级经理的作用受到维持内环境的惰性的约束，因此难以经常和随意地加以改
变（蔡尔德、甘特Ganter和基泽，1987），这种情况与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市场行为模式中所表达的假
设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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