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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学习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心智、体制和方法三种障碍使得一些地方学习型政府建设有其名而无其实；然后依据政府
管理创新体系，构建了一个我国学习型政府建设的基本框架；最后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五条改进和深化学习型政府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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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政治与行政《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政治与行政一、学习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当今的我
国，政府是社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学习型政府是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关键。因此，在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建设学习型政府的声势最宏大。此间，各级政府都
大大加强了公务员的培训，有些政府机关还制订了学习规划，开展研讨，培育典型。这些工作对于更新公务员的知识，促进人们思考发展和改革中的问题，无疑
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稍加认真地审视，就会发现这场学习活动中存在着不够扎实、不够深入的问题，基本上停留在“吸收知识、获取信息”的表层学习，离圣吉
(P.Senge)学习型组织［1］中“核心意义”的“真正的学习”还有相当的距离。比如 

●圣吉的学习型组织要求通过“自我超越”的第一项修炼，“厘清并加深个人的真正意愿(价值观、理想——笔者加注)”，重新认识自己，并实现“心灵的转
变”，“重新创造自我”，以便“为自己真正的愿望而活”，而我们的政府学习中，基本上没有开展这项最基础、第一步的学习活动。我们也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但未与建设学习型政府相关联，而且大多仍停留在抽象、空洞的说教、灌输层次，而未与改革中化解利益冲突的政策调整密切联系。 

●圣吉的学习型组织要求通过“改善心智模式”的第二项修炼，使隐藏在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目标、原则、理论、方法中的“假设、成见”“浮上表面”，并
严加审视，以便认清面对的问题、揭示其形成的机理和症结，做到重新认识世界，而我们也基本上没有开展这项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学习活动。比如，建国之初我
国为什么会选择无限政府（政府管理社会的一切所有社会事务）、且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我们至今很少追根溯源。难得的少数研究，也主要是从历史（长期军
事斗争）和当时国际环境角度进行解释，极少从社会基本假设的原点进行剖析。正由于此，我们在许多方面改革的实践走到了理论前面，深化改革越来越受到过
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理论和意识形态不能及时创新的原因，正是哪些隐含的深藏在我们思想深处的不符合社会实际的“假设、成见”仍在起作用。 

●“真正的学习必定修正行动”，而我们的政府学习与面临的改革任务两张皮。因此，不与揭示政府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相联系，不与体制改革与机制优化
策略的探讨密切联系的学习，不是“真正的学习”。   
导致学习型政府建设中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很多，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心智障碍、体制障碍和方法障碍：心智障碍，或称意识形态障碍，主要是对马克
思主义和既往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教条主义理解和掌握，思想僵化。这种障碍为旧体制的弊端及其症结揭示、体制改革与机制优化方案的创新，人为地设置了许
多禁区，使得“自我超越”的第一项修炼和“改善心智模式”的第二项修炼难以启动。体制障碍，主要是现行政治与行政体制中民主不足而集权过度。这种体制
下不仅公民社会，而且政府内部上下之间、部门之间、不同地方政府之间，都缺乏利益、意志和愿景表达的途径和机制，不可能做到“深度汇谈”，因此也就难
以实现“建立共同愿景”的第三项修炼和“团体学习”的第四项修炼。方法障碍，是指学习型组织赖以建立的系统理论知识贫乏且系统方法掌握得不好。圣吉所
归纳的学习型组织五项修炼中最核心的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其理论基础是“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即“1+1≠2”的系统整合原理。这一原理揭示，社会
组织(企事业，政府机关，社团等)的功能不仅与其成员的个体素质相关，而且与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组织整合状态(通过管理体制、机构设置、运行机制
体现)相关，在许多情况下后者影响更大。正是不同的组织整合状态，导致组织整体功能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成员个体功能之简单加和。如何回答圣吉在其
《第五项修炼》一书中第一句话所提问题、即“为什么在许多团体中，每个成员的智商都在120以上，而整体智商却只有62？”需要运用系统整合原理。系统整
合原理要求我们认识和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超越将问题分割起来认识和处理的还原论方法，而要直接把握整体，因为整体往往具有部分所没有的新的属
性，这就是圣吉在其《第五项修炼》整个中文版序中阐述的内容，也是《第五项修炼》一书第一章就命名为“重圆破镜”的旨意。系统思考，更完整的称谓是系
统整体性思考，它能够对我国当代的一个至今仍存在纷争的重大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这一问题就是：当今政府管理中一些严重问题的出现、难以克服、蔓延甚
至成为顽疾，公务员个人素质欠缺与政治与行政体制缺陷，哪一个更为根本？显然，在实践中，包括学习型政府的建设中，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我们依
然存在着背离系统思考的重个人素质、轻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偏颇。 

上述三种障碍使得所有五项修炼都难以启动或深入开展，一些学习型政府建设活动有其名、有其形而缺其实便成为必然。 

二、我国政府学习的任务及学习型政府建设的基本框架学习型政府建设必须与我国政府面临的改革创新任务相结合。中国政府面临着多方面的创新，诸如体制创
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创新、观念更新、理论创新等等。因此，理清体制改革中诸多创新之间的关联内容和性质，揭示其规律，
建立政府管理创新体系，将为各个层次改革的协调、平衡与深化，为深化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渐进策略制定和“杠杆作用点”选择，提供理论支持，也
为学习型政府建设提供目标体系架构。 

运用组织整合理论，在揭示旧体制形成和运作的社会假设基础和系统哲学基础上，在揭示出体制改革比机制优化更根本、更重要的基础上，我们研究构建了包括
社会假设基础、管理哲学、社会治理体系、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管理人员、手段与方法等8个层次的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容体系
［2］，如图1。 

政府管理创新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不同的层次划分，图1中在两侧给出了三种角度的层次划分。 

政府管理在每个层次上都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各个层次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创新任务是： 

社会假设基础层次：从过度集权体制的“一元化利益格局，理想化人格，无限理性和社会系统的机器说”假设，转变为“多元化利益格局，复杂人格，有限理
性，社会系统是开放的多主体复杂适应系统”假设。 

管理哲学层次：从片面追求政府对社会完全整合、充分整合的整体本位主义，转变为以非完全整合原理为依据、超越整体系统论的总体系统论［3］。 

社会治理体系层次：充分尊重社会自治，在充分利用市场整合、社会自主整合的基础上再进行政府的社会整合，并恰当地协调三种整合。 

政治体制层次：核心是充分体现公共权力来自公民、服务公民、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建设。 

行政体制层次：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准确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变部门行政为公共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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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仙三修改器 仙剑奇侠传三修改器 仙剑奇侠传4修改器 qq英雄岛外挂 校内刷人气工具 校内网开心农场助手 qq开心农场外挂 qq堂外挂网 热血三国刷元宝外挂 

弹弹堂刷箱子外挂 qq丝路英雄外挂 商业大亨免费外挂 英雄之城免费外挂 qq音速无限加速外挂 彩虹岛小草下载 舞街区最新免费外挂 流星蝴蝶剑无敌外挂 天书奇谈刷钱

外挂 dnf免费无毒外挂 天堂2免费外挂 特种部队外挂网 qq自由幻想刷钱外挂 fifa online2刷钱 qq华夏刷钱外挂 兽血沸腾刷钱外挂 梦幻龙族外挂 泡泡堂刷分外挂 qq三

国刷钱外挂 劲舞团私服免费外挂 彩虹岛天天外挂 成吉思汗刷钱外挂 新武林外传外挂 神鬼传奇加速外挂 冒险岛私服秒杀外挂 天龙八部物品修改器 qq飞车刷车外挂 qq炫

舞免费连p外挂 穿越火线加速外挂 穿越火线无敌外挂 真三国无双5修改器 猫游记刷钱外挂 帝国争霸外挂 三国争霸刷钱外挂 口袋精灵2官网外挂 乐土免费外挂 雄霸三国

外挂 热舞街在线小游戏 封神无敌免费外挂 嘟牛七龙纪外挂 江湖风云外挂 

组织机构层次：当前主要是纵向减少行政层级，横向合并政府部门(实行大部制)，精简机构和人员。 

运行机制层次：改革与完善各种运行机制，主要是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机制，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学习机制等；核心目标是实现依法治
国——执政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公民依法参政。 

基础的要素层次：管理技术手段的电子化、网络化(电子政务建设)，管理方式方法的科学化、服务化，公务员队伍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政府管理创新的8个层次之间相互关联，这种关联的4个基本特征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上下层次之间关联的不对称性，一般说来上面层次对下面层次有更多或更
大的制约性；体制改革是整个政府管理创新的核心、关键及难点；理论创新是整个政府管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图1政府管理创新体系 

 
依据政府管理创新体系，可以构造出如图2所示的我国学习型政府建设的基本框架。 

图2中用点线框起来的部分体现的是政府组织在变化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中通过发现错误、纠正错误维护在用规范的学习，是阿基里斯(C.Argyris)和舍恩
(D.schon)称为的单环学习。点线框外面的部分是改变组织规范、体制、宗旨的学习，甚至改进组织学习机制（如何进行学习）的学习，阿基里斯和舍恩称为双
环学习和再学习［4］——这部分真正体现了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容，我们笼统地称作多环学习。 

三、改进和深化学习型政府建设的建议针对我国学习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提出如下建议： 

1准确把握学习型政府概念的内涵，深化五项修炼内容的理解。提倡公务员、特别是一些领导者认真研读圣吉《第五项修炼》等原著，克服当前停留于“学习”
概念的表面化和望文生义的肤浅解读。应该结合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任务要求，认真地尝试、逐渐深入地开展每一项修炼。 

2深刻揭示学习型政府建设与政府管理创新之间的关联，探索深化学习型政府建设的途径。国外及我国一些地方政治体制试点改革的经验表明，行政官员的民主
选举，不同候选人之间的竞选，必然导致一些政策、乃至管理体制、机制和执政理念的的反思与变革，民主选举的过程即是学习过程。而缺乏民主的体制必然造
就公共权力垄断者，他们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就会维护现行体制、机制与政策，设置思想与理论禁区，阻碍组织和社会学习。显然，为了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政
府管理全面创新，需要推进学习型政府建设；而真正的学习型政府建设，也必将推动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全面创新。因此，应该认真研究探索，为促进每一层次
或每一项政府管理创新，应该开展怎样的学习和修炼。 

 
图2中国学习型政府建设的基本框架 

 
3认真学习系统科学理论与系统工程方法，打好学习的基本功。前面提到，圣吉五项修炼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是基于系统科学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没有这些理
论和方法做基础，不可能掌握五项修炼的要旨，实现“真正的学习”。 

4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学习型政府理论与方法。中国政府面临的许多问题，是西方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再加上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的
不同，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理论(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等)在我国运用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必须自己探索政府管理创新面临的问题、症结和解决的途
径，建立中国化的政府管理理论。 

5大力开展政务规范化建设，为学习型政府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政府工作改进的基础是察觉并明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随意性大、程序与标准都不明确、正
误与优劣难以辨别的经验性管理，障碍着工作中问题的察觉和明确。因而，通过开展政务规范化建设［5］，将经验性管理转变为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是建设
学习型政府应该开展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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