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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
　　学习型组织·第五项修炼 
　　1991年的一天，一位年近90高龄、大名鼎鼎的美国老人，打电话给另一位默默无
闻、当时年仅40出头的美国人，诚恳地表示要向他学习。这位老人就是曾为战后日本
经济复苏立下汗马功劳，并被称为当代最杰出的管理科学大师的戴明(Deming)。而那
位默默无闻的中年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彼得*圣吉（Peter Senge）博士。戴明
所要学的，就是圣吉博士当时创立的“学习型组织*第五项修炼”理论。 
　　 “学习型组织*第五项修炼”是圣吉博士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科学理论。它是在
总结以往理论的基础上，并通过对4000多家企业的调研而创立的一种具有巨大创新意
义的理论。由于其创新价值，并由于其已在无数美国企业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如今
愈来愈引起理论界及企业界的浓厚兴趣，并被喻为“朝向21世纪的管理圣经”。这套
穷十年之功而创立的理论，如今已使彼得*圣吉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也因此被称
为“新一代的管理大师”。 
　　 彼得·圣吉在研究中发现，在许多团体或组织中，每个成员的智商都在120以上，
而整体智商却只有60；他同时还发现，1970年名列美国《财富》杂志“500强”排行榜
的大公司，到了80年代已有1／3销声匿迹。这些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思考。通过
深入研究，他发现，是“组织智障”妨碍了组织的学习和成长，并最终导致组织的衰
败。组织智障，顾名思义，指的是组织或团体在学习及思维方面存在的障碍。这种障
碍最明显地表现在：组织缺乏一种系统思考的能力。在思维中，人类总是习惯于将问
题加以分解，把世界拆成片断来理解，但是无形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然
失掉对整体的连属感，也不了解自身行动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后果。这个障碍对组织来
说是致命的，许许多多的企业因此走向衰落。圣吉认为，要使企业茁壮成长，必须建
立学习型组织，即将企业变成一种学习型的组织，以此来克服组织智障。从理论上
说，学习型组织是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学习者。学习不仅是人的天性，也
是生命趣味盎然的源泉。当一个组织成为学习型组织之后，它就能够在学习中不断地
健康成长，并能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如地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因此，未来真正杰出的
企业，将是能够设法使各阶层人员全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断学习的组织。 
　　 如何建立学习型组织?圣吉认为，前提是进行如下5项修炼：第一项修炼，自我超
越。即学习不断厘清并加深个人的真正愿望，集中精力，培养耐心，并客观地观察现
实。它是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基础。第二项修炼，改善心智模式。心智模式是根深蒂固
于心中，影响我们如何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许多假设、成见，甚或图
像、印象等。第三项修炼，建立共同愿景。共同愿景指的是一个组织中各个成员发自
内心的共同目标。在一个团体内整合共同愿景，涉及发掘共有“未来景象”的技术，
它帮助组织培养其成员主动而真诚地奉献和投入，而非被动地遵从。第四项修炼，团
队学习。团队的智慧总是高于个人的智慧。当团队真正在学习的时候，不仅团队能产
生出色的效果，其个别成员的成长速度也比其他的学习方式为快。团队的学习从“深
度汇谈”开始，其中包括找出有碍学习的互动模式。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企业和

file:///E|/qk/gygcygl/gygc2000/0002/000218.htm（第 1／2 页）2010-3-22 21:20:11

file:///E|/
file:///E|/qk/gygcygl/index.html
file:///E|/qk/index.htm


工业工程与管理000218

人类的其它活动一样，也是一种系统，也都受到细微且息息相关的行动所牵连，彼此
影响着，因此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的修炼。 
　　 系统思考的修炼是建立学习型组织最重要的修炼，因为如上所述，组织智障最集
中的表现是缺乏系统思考的能力。彼得*圣吉博士及其同仁们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发
展出一套思考的构架，它既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也拥有实用的工具。 
　　 圣吉提出了系统思考语言的3个基本元件：不断增强的回馈、反复调节的回馈及
时间滞延。圣吉用这几个基本元件，提出了系统思考的若干基模——成长上限、舍本
逐末、反应迟缓的调节环路、目标侵蚀、成长与投资不足、恶性竞争等。在每个模式
中，圣吉都描述了其基本状况、早期警讯及管理方针。这些基模在企业中具有普遍的
适用性。许多企业应用这些基模检视并调整其发展状况，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圣吉等人十分重视第五项修炼，并认为它高于其它四项修炼。他认为系统思考是
整合其它各项修炼成一体的理论与实务，防止组织在真正实践时，将各项修炼列为互
不相干的名目或一时流行的时尚。少了系统思考，就无法探究各项修炼之间如何互
动。系统思考强化其它每一项修炼，并不断地提醒我们：融合整体能得到大于各部分
加总的效力。当然，彼得同时认为系统思考也需要有“建立共同愿景”、“改善心智
模式”、“团队学习”与“自我超越”四项修炼来发挥其潜力。圣吉等研究者们还就
五项修炼之间的融合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原则。 
　　 彼得*圣吉博士的理论利用了杰*弗瑞思特(Jay Forrester)的系统动力学理论，并将
其与组织学习、创造原理、认知科学等相融合。其不同于前人管理理论的一个重大创
新之处在于，它涉及的是方法上的突破，即以系统思考代替机械思考，以整体思考代
替片断思考，以动态思考代替静止思考。由于这种全新的方法，彼得*圣吉就不是“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观察组织中的问题，而是直逼本源，试图通过这一套修炼来提
升人类组织整体运作的能力。 
　　 彼得*圣吉的理论对目前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理论及操作技巧在西方的许多著名企
业中，如微软公司、苹果公司、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以及中国的首钢集团、小鸭集
团、海尔集团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泰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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