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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挑战 

——公务员提升“学习性向”的重要性 

时间：2008-05-05 作者：胡威 蓝志勇  

  ［摘要］在当前信息革命、知识爆炸、全球联网、经济转型、创新频繁、全球竞

争、环境频变、价值重创的变革时代，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不但作为一种概念，

而且成为一种必须，开始深入人心和当代社会实践。公务员的学习性向 （内在的学习

意识、兴趣和能力）而不是已经学习到手的技能正越来越成为政府竞争力和未来发展

的重要财富，是政府持久创新和竞争力的保障。现代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在处

理好管理和使用人才这两项传统工作的基础上，更要面对如何培育、引导、激励、协

助人才开发和维护人才良好的学习性向等问题，这是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挑

战。作者提出，组织支持、文化建设、制度重塑等策略是帮助克服公务员学习阻力和

提高公务员学习性向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学习型组织；学习性向；学习倦怠；公务员学习；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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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著名的人力资源学者哈比逊说过，“人力资源，而不是物质财富或自然资源，才

是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1］而这个人力资源，特别注重的是有智慧、有经验、有

本领、有知识积累和不断学习能力的人才。 

  早在20世纪60年代，组织理论学者维克多·汤姆森在描述现代组织所面临的挑战时

就说过，在现代组织里，“官僚组织中也有不少属于消极的或病态的现象。……最致

命的问题是，在现代化社会中，科学技术内容、专业知识、专家水准要求等等变化很

快。知识的更新往往要快于职务的升迁，造成一个现代官僚组织的常见病态，即，在

组织里，往往最有知识、最有能力、最有思想的人不是这个组织的最有决策权的人。

这就造成知识老化但掌握决策权的头头们与拥有新技术知识但职位低微的新雇员们之

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影响他们之间良好合作的意愿，影响组织效能的最大发挥”。
［2］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使世界进入了知识爆炸、创新频繁、

全球竞争的时代。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不但作为一种概念、而且成为一种必须，

开始深入人心和当代社会实践。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在处理好管理和使用人才这两项

传统的工作的基础上，更要面对如何培育、引导、激励、协助人才开发和维护人才良

好的学习性向等问题。 不但要对他们进行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和培训，还要对他们的学

习兴趣和能力进行开发、培养、维护和激励， 使之成为自觉的不断学习者。非如是，

不能保持人才经久不衰的竞争力。康纳尔大学人力资源教授怀特（Patrick M.Wright）

博士进行过有关组织核心能力和与成功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研究，发现排

在首位的因素是学习与开发（见表1）。 

  表1 与组织核心能力和成功关键密切相关的人的因素 

 要素  百分比（%）  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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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是目的，而开发学习的性向 （兴趣、智能）则是重要的手段。 俗语说，公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时代的挑战，已经把 “器” 的重要性，放到了历史上未有

的高度。 这个 “器,”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学习性向” 。“学习性向”指的是个体

人才学习和提升自己能力的兴趣倾向和特质。包含两重意义：学习的意愿和学习的能

力。有的学者认为，技巧 （skills）、能力 (ability) 和性向 (aptitude) 是有区别意义的

三个不同的概念。技巧指的是已经学到手的代表过去的技术本领；能力则描述的是当

前一个人能做到的事，包括使用他已经或还没有掌握的技能； 性向注重的则是未来的

能力， 即一个人能在未来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能力。［3］ 

                二 

   组织成员的 “学习性向 ” 是学习型组织的核心基础。 “学习型组织”最初的

构想来源于佛睿思特对理想组织特征的界定，其中包括组织的不断学习。他的学生彼

得·圣吉在研究企业管理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勾画出了学习型

组织的蓝图。他认为“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不断创新、进步的组织，在其中，“大家

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上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

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的组织模式。 彼得·圣

吉还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一是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要不断地学

习，更新知识；二是改善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要更新观念，以全

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心智模式对待生活和工作；三是建立共同愿景

（Building Shared Vision），要与更多的人建立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在组织员工共同

价值观基础之上，使更多的人认同对组织发展的共同愿望；四是团队学习（Team 

Learning），要与志同道合的人不断地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因为团队学习是一个合

作性的学习过程，组织成员间不是整齐划一的相同，而是整体有效配合；五是系统思

考（System Thinking），看问题不能受一种狭隘思想的局限，一定要有一种宏观的开

阔视野。系统思考所要训练的就是一种在动态过程中整体的搭配能力，这是学习型组

织的基石，是五项修炼的核心和归宿。［4］ 

  在圣吉之后，许多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研究，对学习型组织给出了各种定

义。尽管不同学者对学习型组织内涵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其本质是善于不断学习，它

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终身学习，即组织中的成员均能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二

是全员学习，即不论是组织的决策层、管理层，还是操作层都要全心投入的学习，没

有任何特殊；三是全过程学习，即学习必须贯彻组织系统运行的整个过程之中；四是

强调组织成员的合作学习和群体智力（组织智力）的开发，创造“1 1＞2”的效应。因

此，虽然“组织学习并不完全是个体学习的简单综合或叠加”［5］，但员工个体的学

习“性向”则是学习型组织的基础的基础。  

  学习型组织作为组织管理理论中凸显发展的一支，在西方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

革命。它不仅成为世界企业界的关注焦点，也开始渗透到国家、政府部门。许多西方

发达国家纷纷把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纳入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并在

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完善、推广和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给西方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如美国提出了“把美国变成人人学习之国”的发展战略；新加坡政府用它指

 学习与开发  47  1

 高组织承诺的工作环境  34  2

 吸引/甄选/维系人才  29  3

 管理继承人的储备  21  4

 绩效管理/薪酬设计  20  5



导政府管理，提出要建成“学习型政府”；日本于1988年在文部省设立了终身学习

局，并于1990年制定了《终身学习振兴法》，用它指导城市管理，提出要把大阪府建

成“学习型城市”；欧盟将1996年定为欧洲终身学习年；韩国在1999年颁布了《终身

教育法》；德国的基本法也把终身教育确定为国家的责任。随着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实

践在国内的推广，中国也越来越重视学习型政府的构建问题。2003年12月，国家人事

部颁布了《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首次将学习能力界定为公务员

应具备的九项通用能力之一。［6］ 

  但是，最近一系列调查研究，发现公务人员的学习性向面临多重阻力，是提高公

务员素质、打造学习型组织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掣肘。  2007年，《瞭望东方周

刊》与《中国图书商报》联合在黑龙江、江苏、重庆、广东、陕西五省市选取了100名

官员（多数为县处级到厅局级干部，少量科级干部）作为样本，就阅读问题进行了调

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党政官员因为工作繁忙和应酬太多而没有时间读书。62％的党

政官员因平时工作太忙而没有时间阅读；38％的党政官员是因为平时应酬太多而影响

了阅读。［7］笔者之一在2007年针对县处级以下（含县处级）公务员的学习性向作了

调查，结果显示，公务员学习倦怠程度较为严重，大约五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有较高倦

怠感。在工作年限差异的研究中，也发现从总体趋势看，工作年限越长，学习倦怠程

度则越高。学习倦怠与工作年限之间呈正向变动关系。［8］由于工作和环境的因素，

公务员学习倦怠、学习性向递减，影响了组织学习，不利于创新国家的建设。 

  著名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沿袭古希腊哲学家传统，将知识分成三类，即技术知识，

有关自然界和人类行为因果关系的知识；实践知识，有关社会价值、政治概念、自我

表达和对人的影响力的知识；变革性知识，通过反思和思维构建，高屋建瓴的改换思

维方式的创造性知识。技术知识是工具性知识，实践知识注重交流，而变革性知识注

重开阔思想，转换思维范式。［9］在学习的过程中，传统教育偏重技能教育和价值观

的灌输，忽略实践和解放性的思维构建的教育。学生进入工作环境之后，实践不足的

现象开始得到弥补，但技能学习容易趋于停顿，转换思维的变革性的学习依然不够。

形成“实践能力有余，技能和思维范式滞后”的现象，成为组织革新和变化的阻力。

在知识更新，技能要求迅速变化，社会条件和环境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无疑

是组织学习的一大天敌。  

   在技术条件不高、社会发展节奏缓慢的时代，一种技能可以使用一辈子，一种思

维方式也可以使人终身受用。但在社会发展节奏变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条件

下，传统的个人和组织的学习方法就远远不能适应形式的需要了。一种个人内在的自

觉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学习性向，开始上升到了决定个人和组织学习效果的决定性

地位。对于迅速发展的社会来说，明天就是今天，今天的态度和能力决定明天的结

果，因而，公务员的学习性向对组织、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走向，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由于政府内部环境的相对稳定性和缺乏竞争性，政府组织比其他组织具有更强大

的组织惰性，会在组织的各个层面上牵制人们的学习动机与行动，从而产生学习惰

性。公务员无所事事、维持现状可能没事，而创新与变化却往往带来困扰与烦劳，这

使得公务员“生活在担心自己犯错误的恐惧中而不是尽力创新；屈从性地接受平庸，

而不是创造性追求优秀；拒绝变革而不是接受变革”。［10］从而抑制了组织中人人求

创新求学习的原动力，使大部分的组织成员更习惯于墨守陈规及其所带来的自在与轻

松感。然而，现阶段，在改革中前行的中国的政策制定、执行和维护的中坚力量是它

的公务员队伍，如何对拥有决策权的公务员的学习性向进行甄别、培养、维护、激励

和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竞争比较强的现代企业组织中，如微软、谷歌等，这一组

织特性已经有了很好的展现。政府部门也完全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提升公务员学习动

力，从组织支持、文化建设、制度重塑等方面作出应有的努力。 



  组织支持是培养和维护员工学习性向的重要因素。1986年，美国心理学家埃森博

格等人（Eisenberger，Huntington，Hutchison & Sowa）研究发现，学术界在探讨员

工与组织之间关系时，过于关注员工对组织的承诺，而却很少关注甚至忽略了组织对

员工的承诺。因此，他们提出了组织支持理论（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ory，

OST），其基本观点是，员工往往会在工作过程中形成有关组织如何评价他们的贡献

和是否关注员工福利的综合知觉，称之为“组织支持感”（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POS）或“雇主承诺”。 “组织支持感是员工对于组织重视其贡献和关注

其幸福感的全面看法，组织的支持能够满足员工的社会情感需求，如果员工感受到组

织愿意而且能够对他们的工作努力进行回报，员工就会为组织的利益付出更多的努

力。”［11］可见，组织支持感源自于员工心目中的组织的人性化特质，它是通过组织

代理人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组织的法律、道德和经济责任。针对本文的研究主题，组

织支持感指的是政府中的公务员对于组织是否关心、支持和尊重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综

合知觉和感知。组织支持的具体内容可以包括： 

  1.榜样支持：领导通过在学习上示范带头，让公务员感受到的支持程度。榜样是一

面旗帜，具有一定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容易引起人们在感情上的共鸣。领导是营造组

织学习氛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创建工作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 

  2.激励支持：反映组织对员工学习提供的激励的支持感受程度。如果对公务员的激

励得当，就能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学习一直向好的方向发展。正如史蒂芬·P·

罗宾斯指出的，学习的过程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以适应变化的环境，但是学习是建立

在“效果定律”之上——行为受结果（人们做任何事都考虑奖酬，如金钱、表扬、提

升或微笑赞赏）的影响，产生好结果的行为会重复。［12］ 

  3.发展支持：反映公务员感受到的组织对其重视程度和对其个人发展的支持程度。

领导应该经常听取、采纳公务员具有建设性的构想或看法，在选拔、奖励、考核等方

面将公务员的学习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不仅能提高公务员的学习积极性

和工作主动性，也可以将公务员个人愿景与组织愿景有效地契合。 

  文化建设也是营造组织学习、培养公务员学习性向的重要手段。组织文化是全体

员工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而政府惯有的

“官僚主义”文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升公务员学习动力的障碍。一方面，行政官

员倾向于维持目前的利益格局。在政府组织中，能够引起和制造变革与学习的，往往

是组织的上层或决策层，而任何学习与变化都意味着发现和提出问题，这可能会对自

身利益造成冲击。约瑟夫·拉巴隆巴拉引用一些相关的研究所指出，有“因素使得行政

官员对开展组织学习畏首畏尾，第一就是行政官员往往在主观上预见就对可能威胁其

目前利益分配格局的任何信息（不管这些信息原本多么客观）都持有抵触情绪和敌视

心理，双循环学习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就不想介入其中了”。［13］另一方面，行政

组织等级化、行政权力集中化、行政行为程式化的科层官僚体制使基层公务员更多地

体会到的是一种无能感和无助感。每个人仿佛是机械力学仪器上的一个齿轮，只能被

动地随着他人的转动而旋转，个体的学习绩效不仅无法显现，反而学习创新会打破组

织的平衡，给自己带来了问题。 

  所以从根本上提升公务员的学习动力及创新能力，不仅需要组织的支持，更需要

价值层面的更新和行政文化的培育。文化的建设和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府应以

公民的广泛参与、舆论的有力监督为前提，转变行政理念，从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

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从权力行政到权利行政，从全能行政到有限行政，从暗箱行

政到透明行政，在公民观、责任观、民主观和职能观方面对传统价值观做出扬弃和超

越。 

  制度重塑是组织文化的基础和载体，也是组织文化得以贯彻的保证。文化是一个

组织内部的重要软件部分。但文化的形成和维护，靠的是制度。提升公务员学习动力

进而提高政府创新能力还需要有刚性的制度建构。 

  在过去三十年全球性的政府改革过程中，“法制化政府”、“企业家政府”、



“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无缝隙政府”等各种政府管理理念层出不穷。

许多政府往往徘徊在各种理念的美丽光环之中，忽略了基本的定位和制度建设。但

是，如果制度不合理、好的东西也不可能有持续性。公务员学习动力的提升，学习型

政府的构建，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都不是短期的跃进。而是应从政府管理的各项制度

入手，在公务员目标责任制度、晋升制度、培训制度、激励制度、考核制度等各方面

不断调整、改进、完善，真正提升公务员的学习动力，使其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建

立有效的学习习惯、构建完善的学习体系，做到个体与组织的共同发展和创新。 

  现代社会变化迅速，知识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使得过去一劳永逸式的学习方法

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公务员的学习性向而不是已经学习到手的技能，正越来越成

为我国政府竞争力和未来发展的最重要财富，是政府持久的创新和竞争力的保障，是

值得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者高度重视的组织行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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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Challenge for Today’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n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Civil Servants’  Learning Ap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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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an era of information revolution, knowledge explosion, internet 

connectivit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frequent innovation, increasing global 

competition, fast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values, “learning organization”  or 
“learning society”  is no longer a mere concept. Rather, it has become a 

necessary component of our modern life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learning aptitude 

of the civil servants (self-consciousness, interests, and capacity to learn), not only 

their learned skills, are more and more becoming valuable assets for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n top of carrying out their traditional functions 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public sector human resources managers have to face 

new challenges in cultivating, guiding, stimulating, and assis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learning aptitude of its employees in order to sustain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ons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rganizational culture building, and reinvention of the 

convention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re strategies for helping civil servants to 

overcome their learning obstacles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ap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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