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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三）學習型組織

　　一九九０年代以來管理學界及實務界，探討最多的組織形態無疑的

當屬「學習型組織」，一方面由於我們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快速變動與不確

定的環境，因此，不再像過去只要被動的適應環境改變就可以，而是要

主動的學習、知覺外在環境的可能趨勢，甚至主導組織內外環境的變動與

改革：另一方面，則因人類的工作觀因為物質生活的富足而逐漸改變，

使得以工作為達到目的之「工具性」價值，轉變為尋求工作內在的「精神

性」價值（鍾燕宜，民８５：七～八）。

　　所謂「學習型組織」乃是強調，經由組織成員共同的理念與意願，為

組織未來發展的需要而相互學習，並且依個人、團隊、組織等三個層次來

進行，使組織成為一個能自我學習、成長的有機體。這樣的組織與傳統封

閉的機械式組織不同，也不同於僅強調適應性的系統性組織。由於學習型

組織特別注重學習的行為，因此，在此一組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是學習

者，並且彼此相互學習，而由於其持續不斷的學習，將會對組織本身帶

來變革的動力；換句話說，學習對於組織而言是一項長期的投資而非只

是對組織資源的消費（Ｔｏｂｉｎ,１９９３；引自陳建宏，民８４：四

十二）。一個學習型的組織至少應具有如下的特徵（孫本初

：民８４年：五～六）：

１．是一種集體性、開放性、及跨越組織範疇的學習。

２．對學習的過程及結果是等量齊觀的。

３．能夠以快速及聰穎的學習來取得有利的競爭優勢。

４．能快速地、適時地將資料轉化為有用的知識。

５．能使每位員工均感受到每次的工作經驗，皆是提供其學習到有用事

物的機會。

６．成員較不會表現出恐懼與防衛的心態，並能從錯誤中獲得獎勵與學

習。

７．具有承擔風險的勇氣，但不會危害到整體組織的安全。

８．能致力於實驗性與相關性的學習。

９．對想從事行動學習的個人與團隊予以支持。

１０．鼓勵個人或團體相互分享所得的資訊及結論，以利學習的產生。

　　　要具備這些要件，當然並非僅僅由組織領導人一聲令下即可辦組



織內部必須經過一番的改造過程，具體而微的改變組織及其成員的體質。

較有系統而具體的方法則首推Ｐｅｔｅｒ　ＭＳｅｎｇｅ（郭進隆譯，

民８３）所建構的五項修鍊途徑，這些條線方法對於習慣理性思考及注

重外顯知識的西方社會而言，可說是一項重大的觀念革命，因而受到理

論及實務界的重視：

１．自我超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ａｓｔｅｒｙ）：乃是學習如何

擴展個人的能力，創

　　造出我們想要的結果，並塑造出一種組織環境，鼓勵所有成員自我

發展，實現自己選擇

　　的目標與願景。

２．改善心智模式（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ｅｄｌ

ｓ：「心智模式﹂是

　　根深柢固於每個人的心中，其乃是影響我們如何了解這個世界，以

及如何採取行動的許

　　多假定、意識、圖像及世界觀。「改善心智模式」乃是一種持續不斷的

釐清、反省及改

　　進我們內在的世界圖像，並檢視內在圖像如何影響我們的行動及決

策。

３．建立共同顧景（Ｂｕｌｌｄ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ｏｎ）

所謂共同願景是指，

　　一種共同的願望、理想、遠景或目標，人類幾千年來一直能在組織中

鼓舞人心的一項領

　　導理念，就是因為擁有一種能夠凝聚、並堅持實現共同「顧景」的能力

組織中透過共

　　同願景的整合，可以幫助組織培養成員主動而真誠的奉獻和投入，

而非被動的遵從：亦

　　即，針對我們想創造的未來，及我們希望據以達成目標的原則和實

踐方法，發展出共同

　　願景，並激起大家對共同顧景的承諾和奉獻精神。

４．團隊學習（Ｔｅａｍ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雖然組織的學習是經

由組織中的成員相互

　　的學習所產生，但是，在現代組織中學習的基本單位是團隊而不是

個人。在一個組織裡

　　，所有成員個人的學習與成就的加總並不是必然地等於組織的學習

成果及成就，但是，

　　當團隊真正在學習的時候，不僅團隊整體產生出色的成果，個別成

員成長的速度也比其

　　他的學習方式為快。



５．系統思考（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任何組織及社

會均是一種「系統」

　　，系統內的每個部分之間息息相關，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們往往因

為置身其中而無法看

　　清整體之間的關連性，因而面對問題總是難以提出根本的解決方法。

系統思考乃是一種

　　思考及形容、了解行為系統之間相互關係的方式，它可以幫助我們看

清如何才能更有效

　　的改變系統，以及如何與自然及經濟世界中更大的流程相調和。

　　學習型組織無疑的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而有效的管理組織，但

是，吾人也不應忽略了它的出現乃是因應組織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

以及組織生存的需要而思突破的解決之道，對於一般企業組織講求利潤

最大化的前提下，學習型組織自然是最佳的選擇；然而，就公共組織特

性而言是否可以全然引用，則不無疑問，尤其是公共組織建立在權威基

礎上的管

理方法及組織架構，似乎與學習型組織的基本要求有所牴觸。若要引進學

習型組織的觀念，則要從公共組織的本質上加以改造。另外，由於公共組

織的目標多元化、獨佔性及各種政治、法令因素的考量，使得公共組織容

易形成官僚主義的氣習，更增加了其困難度。

　　公部門的組織設計對於公務人員的教、考、訓、用而言，其重要性在

於，首先必須確認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配合與互動關係;其次，組織設計的

情境、結構、運作特性等各項因素均會對組織中的個人行為產生決定性的

影響，因此，針對教、考、訓、用各項制度的運作與配合，還必須同時考

量不同性質機關組織是否有所差異，應該做如何的彈性考量與設計。最後

，對於現代化的理想組織型態—矩陣組織、競爭性的組織、學習型組織等

教、考、訓、用等人事政策的策略規劃應該如何與其相配合，才是有效的

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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