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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型组织评估理论研究日趋成熟  

目前，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理论研究正日趋成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94年至1998年的引

进和传播学习型组织理论阶段；1999年至2003年底的将学习型组织相关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并提出质

疑阶段；2004年至今的将学习型组织相关理论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保障职工的

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等结合的阶段。笔者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学习型企业在学习

型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创建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国特色学习型企业的定义”是：中国特色学

习型企业是以学习型组织理论、终身教育理念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利益和精神文

明为双驱动力，注重提高学习力、创新力和竞争力，注重企业与员工全面发展，兼顾同行、社区和社

会共同发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新型企业。即：三个指导、两个驱动、三种力、

三方利益、一个特色------“32331定义”。并绘制出由“理论基础”、“动态目标”、“建设核

心”、“利益系统”和“学习主体”等五个三角形搭建成的“中国特色学习型企业的理论框架”。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全国现已经研制出许多学习型企业创建的评估指标体系。如全国“创争”

领导小组、北京市、江苏省常州市、中共南京市市委宣传部组织、北京明德经纶管理科学研究院等研

究的“创建学习型组织评估指标体系”。对比这些体系发现：在一级指标中，“学习”、“保障”和

“成效”成为不同指标体系和共同的关注点和关键词；在二级指标中，“学习”、“组织”、“团

队”、“管理”出现的频率最高，“员工”、“制度”、“经费”、“创新”、“目标”出现的频率

很高，“愿景”、“使命”、“计划”、“氛围”、“文化”、“效益”也频繁出现；许多指标体系

注重学习的效果（创新、成果、绩效、效益）；许多指标体系注重给与被评企业特色的展示空间，即

特色或特殊加分，鼓励企业千企千面，避免了挂一漏万或教条主义的要求，支持了实践出真知和实践

充实理论。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中国学习型企业评估标准进行了新的研究和探索。 

二、学习型企业评估标准的设计类型与原则  

1、设计类型。评估有侧重过程的、有侧重结果的、也有兼顾过程和结果的。对当前中国学习型



  

企业建设的评估应属于侧重过程的评估。同时，也考虑到创建学习型企业的实践在中国已经有十二年

的历史了。所以，本指标体系的设计思想企图兼顾“建设过程”和“建设结果”两个方面。 

2、设计原则。一是科学性与可测性相结合；二是导向性与现实性相结合；三是规范性与创造性

相结合；四是全面评价与突出特色（共性与个性）相结合；五是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三、学习型企业评估的三级指标  

该标准共分一、二、三级评估指标。一级指标是指导性的，属于考核组织领导层的内容。二组指

标多从建立和完善开展学习型组织活动的体系建设和管理规定。三级指标主要是从实施的具体方法及

量化与操作方面进行探讨与研究。 

（略） 

 

四、实施学习型企业评估标准的实践要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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