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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化经济管理研究所组织权威的专家，学者，由著名经济学家刘伟等人主编，编写了《企业管
理者必读的38本经典管理名著》。
编者关注各类成功管理思想与模式，从近百年来浩如烟海的企业管理专著中精选了38本影响世界企业
发展进程的名著，对每一部名著进行了观点的提炼和内容的浓缩，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叙述出来，并配
以成功案例分析，让读者在短时间里通晓顶尖管理大师们的思想精髓，更有效地把这些先进的管理思
想应用到日常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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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什么是学习型组织    圣吉认为，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学习能力至关重要，未来最成功的
公司，将是那些建立在学习型组织基础上的公司。
在他看来，全球企业逐渐形成一个共同学习的社会，美国、欧洲的公司学习日本公司，而日本公司又
学习韩国和欧洲的公司。
他援引壳牌石油公司企划主任德格的话，“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是具备比你的竞争对手更快的学习
能力”。
他预言，未来真正出色的企业，是那些能够设法使各阶层人员全心投入的学习型组织。
    什么是“学习型组织”呢？
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描述它。
圣吉认为，就本质而言，学习的真正目的是拓展创造力，而学习型组织就是一个具有持续创新能力、
能不断创造未来的组织。
它就像具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能在内部建立起完善的学习机制，将成员与工作持续地结合起来，使
组织在个人、工作团队及整个系统三个层次上得到共同发展，形成“学习一持续改进一建立竞争优势
”这一良性循环。
    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    今天，在学习型组织的领域里，有五项新技术正逐渐汇聚起来，使学习型
组织演变成一项创新。
对建立学习型组织而言，它们中的每一项都不可或缺。
这就是五项学习型组织技能的“五项修炼”。
    1．系统思考    圣吉认为，因为事物之间是有内部联系的，所以系统思考才是最好的选择。
他认为，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他的这个思想大大推动了管理理论在探索复杂性思考方向上的进展
。
    系统思考是圣吉五项修炼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其他四项修炼的基础。
系统思考最直接的理解不过是教导人们用系统的、整体的、全面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系统思考之所以
被赋予如此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信息繁多    到处都是动态性复杂关联
的问题，如不进行系统思考，就有可能迷失在复杂变化的局面中。
    （2）传统的思考模式的影响    传统的思考模式是如此深远地影响着今天的人们，以至于人们在新的
环境中四处碰壁，屡尝败绩。
原本可以协调解决的问题，却由于思考的限制，往往使人们的行为不知所措，顾此失彼。
    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绝对的内外之分，考虑问题时应研究那些和问题相关的因素，而不是
以功能划分为出发点，这就是“系统边界原理”。
    所有自然形成的系统，从生态系统到人类组织，都有其成长的适当速度。
企业家通常希望自己的企业成长得更快一些。
当成长过快时，系统自己会尽力降低速度以求调整，而这种调整常会使组织面临崩溃的危险，这就是
“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显而易见，忽视系统思考带来的不完整性，不仅可能导致决策时饮鸩止渴，漏洞百出，而且可能导
致根本无法找到动态的最佳方案，常常事与愿违。
    2．自我超越    “自我超越”是个人成长的学习修炼，是指突破极限的自我实现，或技巧的精通与熟
练。
它是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基础，只有透过个人学习，组织才能学习。
虽然个人学习并不保证整个组织也在学习，但是没有个人学习，组织学习就无从开始。
具有高度自我超越的人，能不断扩展他们创造生命中真正心之所向的能力，从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
点，形成学习型组织的精神。
精通与熟练“自我超越”的人，能够不断实现他们内心深处最想实现的愿望，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就如
同艺术家对艺术作品一般，全心投入、不断创造和超越，是一种真正的终身“学习”。
组织整体对于学习的意愿与能力，植根于个别成员对于学习的意愿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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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修炼兼容并蓄了东方和西方的精神传统。
    圣吉认为，自我超越的修炼就是突破极限的自我实现。
当自我超越成为一项修炼，它的背后包含两项动作：一是弄清到底什么对我们重要；二是不断学习如
何更清楚地看清目前的真实情况。
二者之间的差距便导致了“创造性张力”。
自我超越的精确涵义便是学习如何在生命中产生和延续创造性张力。
培养如何实现生命中真正想要达到结果的能力——它是开创性的学习。
在生活中各个方面都需要自我超越的技能，无论是专业方面还是自我成长。
    保持创造性张力是实现自我超越的关键。
从事“自我超越”这项修炼的时候，内心渐渐地会发生改变。
这些变化有许多是相当难以察觉的，因而往往未引起注意。
创造性张力是自我超越的核心动力，它能培养耐心和毅力，使你在人生路上勇往直前，并且常常自问
目前的环境是如何造成的，以及应该如何改变环境。
接下来需要做的是看清结构性冲突，有时连许多极为成功的人，也有些根深蒂固的与“自我超越”信
念相反的成见。
因此，只有认清结构性冲突才能解决结构性冲突，才能实现自我超越。
    3．改善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的修炼既是五项修炼中最实际的修炼，也是最艰难的修炼。
    在管理的许多决策模式中，决定什么可以做或不可以做，也常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智模式。
把镜子转向自己，是心智模式修炼的起步；借此，我们学习发掘内心世界的图像，使这些图像浮上表
面，并严加审视。
它还包活进行一种有学习效果的、兼顾质疑与表达的交谈能力——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以开放
的心灵容纳别人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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