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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习型公共组织”专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创建学习型公共组织”座谈会
综述 

作者：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李 珊   

    2002年9月25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以创建学习型公共组织为主题在京举行了座谈会，来自行政管理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

负责同志对创建学习型公共组织在我们政府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对策和措施及创建科学有效的培训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切磋和

交流。座谈会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龚禄根主持，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郭济出席座谈会。国际行政科学学会总干事米歇尔

·都盖特博士在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公共行政改革与创新》的学术报告。  

     一、 创建学习型公共组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外专家学者谈到，中国是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敏而好学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自古有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

一脉传承，而且影响遍及世界，他对学习问题有过许多系统而精辟的论述。跨入21世纪的新中国，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

同时，时代对学习更赋予了现代的含义和内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如何与国际社会全方位接轨，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保持健康、稳定的社会发展，是时代提出的、急待解决的新课题。在新形势下，

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管理组织同样也面临着要不断学习、适应形势、深化改革等问题。发展需要学习，学习促进发展。江泽民同志提

出的“推动教育体系的创新，逐步形成适应终身需要的学习型社会”的号召，是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目

前开展的创建“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以及“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等是实现社会良性发展的

必然要求。  

     这里所讲的“学习”，不仅包含了传统的学习概念，还有所改进，有所创新。会上有学者将学习型组织定义为：“通过培养弥

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

展的组织”，是具有“促进学习、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的组织”。它不仅强调各成员的个人学习，同时强调团体的学习，强调组织层

面的知识共享和持续不断的学习。学习型公共组织的基本任务之一确定为“创造组织化、规范化、制度化的个人和集体的学习行

为”，通过持续学习，深化改革，实现观念和职能的彻底转变，强化干部队伍素质，提高服务水平。  

    二、积极推动学习型公共组织建设  

     学习型组织、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学习型企业等等这些概念，都是新近提出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新举

措。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对于这一新生事物，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了解和认识，并形成自觉自愿的认同和行为。积极推动学

习型公共组织的建设，一是要大力宣传、推广学习型公共组织的概念和知识，使这一新概念在广大干部中树立起来；二是将建设学习

型公共组织纳入工作规划，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抓紧、抓好。把学习与实现自身发展和组织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每个成员的学习成

为工作的组成部分；三是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工”与“学”不再是矛盾的对立，而是统一的事物的一体两面。学习是工作的核

心，工作的过程就是全体成员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的过程。  

    与会专家提出，建设学习型公共组织，首先需要有制度上的保证。从宏观层面上讲，要建立健全公务员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法律。

目前我国尚未有这方面的法律，公务员教育培训方面的法律建设应摆上议事日程；从微观层面上讲，要建立健全教育培训与使用相结

合的制度、教育培训登记制度、强化教育培训成果的应用制度。其次需要有技术上的支持。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网络的建设，运用

现代化手段积累知识并与他人共享信息。同时，加快引入新的学习设备，并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提高教育培训效率。  

     三、 创建学习型公共组织的主要措施  



     与会学者提出，加强领导、培育组织文化和重视交流是创建学习型公共组织的三项要素，同时要结合自身特点，明确学习重

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主要包括：  

1. 要建立适合于学习的组织结构。学习型组织是以信息和知识 为基础的组织，其管理层次比传统结构要少得多。因此要剔除不必要

的信息中转站，尽量减少组织的内部管理层次，使组织更适合于学习和建立开创性思考方式。  

2. 要创建学习型组织文化、行政文化。要形成一种信任和开放 的组织文化，鼓励干部对现有模式提出质疑和挑战，并倡导他们积极

寻求改善途径。要大力培育优良行政文化，使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实现良性循环。  

3. 要建立学习交流体系。这种体系应该是自由、开放、便于信 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系统，能够产生新的知识，能够保证信息渠道畅

通，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知识。  

4. 要加强领导，建立制度。要建立学习责任制，开展经常性的 学习交流活动，对学习效果进行检查，奖勤罚懒；对忽视学习的单

位，要建立提醒制度，直至追究领导责任。以此提高整体的学习积极性。  

5. 要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学习重点。首先要抓好思想理论学习， 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公务员和其他公共服务

人员提高干部素质，包括道德品质、法治观念、工作能力等的必然要求。同时还要结合自身工作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  

    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对国际上广泛应用的几种培训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CPAS）高级管理人才研修中心负责

同志还详细介绍了即将启动的、面向全国各级政府机构和公共组织所推出的系统培训项目。这一项目旨在落实江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

的指示精神，是推动建立学习型公共组织的有力措施。通过对公共事务管理人员进行适时、系统、有效的专业培训，塑造复合型行政

管理人才，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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