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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学习的动态性

组织学习是企业在动态的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的重

要 途 径 ( Ituber, 1991; Dodgson, 1993; Spender, 1996) , 是 对

组织知识进行创建、补充和管理 , 从而指导组织行为 , 改进

组织结果的一种集体学习方式。组织学习有不同的学习模

式、知识获取途径和知识转化方式 , 不同的模式、途径和方

式适合于不同的具体环境。因此 , 组织学习不仅是动态环

境中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手段, 而且其表现类型也随着环

境的动态变化而不同。了解不同的组织学习模式、途径和

方式以及各自的适用条件 , 并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

境 , 作出合适的组织学习战略安排与部署 , 对企业技术的

发展至关重要。

Argyr. is&Schon( 1978) 将组织学习分为单环学习( sin-

gle- loop learning) 和双环学习( double- loop leaming) 两种模

式 : 单环学习是指组织利用目前的政策 , 解决问题或发现

机遇的一种较为浅层次的学习方式; 双环学习是指当组织

不能用现存的政策解决问题和发现机遇, 而对政策和目标

产 生 疑 问 时 所 引 发 的 一 种 较 为 深 入 的 学 习 方 式 。 按 照

Argyris&Schon( 1978) 的学习模式 , 我们认为 , 对 于 企业 来

说 , 当其技术能力较弱时 , 应该先从单环学习开始 , 随着能

力的提升再过渡到双环学习。技术能力的提升过程就是组

织学习模式的逐渐转化过程, 两者是相伴相生的。

March( 1991) 则将组织学习分为开发性学习 ( exploita-

tion learning) 和 探 索 性 学 习 ( exploration learning) 两 种 方

式 : 开发性学习是指通过对既有知识的开采利用 , 以进一

步发挥其功用的一种学习方式( 如干中学) ; 探索性学习是

指通过市场和技术实验获得与已有知识不同的新知识的

一种学习方式( 如 R&D 学习) 。March 认为, 开发性学习一

般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特点 , 需要企业有较好的知识积累

和储备; 探索性学习一般具有突破性和非线性的特点 , 往

往需要企业具有忘却学习( unlearning) 的能力。

Bierly & Hamalainen( 1995) 将组织学习分为外部学习

和内部学习两种途径 : 外部学习包括顾客学习、竞争对手

学习、网络学习、制度学习 ; 内部学习包括个人学习、部门

内部学习、跨部门学习、多层次学习。从产业专业化程度和

发展环境的稳定性两个维度 , 他们的研究认为 : 当专业化

程度低而环境稳定性高时 , 企业较少进行组织学习活动 ;

当专业化程度和环境稳定性均低时 , 企业着重于部门内学

习、竞争对手学习和顾客学习 ; 当专业化程度高而环境稳

定性低时 , 着重于顾客学习、网络学习和跨部门学习; 当专

业化程度和环境稳定性均高时 , 则着重于竞争对手学习、

制度学习、多层次学习和部门内学习。

Nonaka( 1994) 则将组织学习的表现形式划分为外部

化( externalization) 、综合化( combination) 、内部化( internal-

ization) 和社会化( socialization) 4 种。Nonoka 认为 , 组织学

习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上升过程 , 企业的组织学习往往是从

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外部化开始 , 依次经过显性知

识整理为新的知识体系的综合化 , 进一步将显性知识转化

为隐性知识的内部化, 最后到各种隐性知识的相互交合的

社会化过程 , 然后再回到外部化 , 开始新的一轮组织学习

循环。在上述活动的往复循环中, 企业知识的储量增加 , 技

术能力也随之提升。

由此可见 , 组织学习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较为复杂的动

态性特征 , 这一动态性特征要求企业在进行组织学习的战

略规划时 , 应该秉持权变的思想 , 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地

调整组织学习的具体安排, 努力保持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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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 发展中国家技术追赶企业的动态组织学习

选择合适的组织学习模式、途径及配套机制 , 对组织

学习进行科学的动态管理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实施技术追

赶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 首先需要了解发展中国家企业

所面对的现实环境 , 然后以环境的变化为基点 , 以组织学

习模式和途径的适用条件为理论导引 , 来分析组织学习及

其配套机制如何协同环境变化。具体地 , 本文将以发展中

国家实施技术追赶的 3 个阶段 , 分别为技术引进阶段、消

化吸收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 , 作为不同具体环境的代理变

量 , 来研究这 3 个阶段的更替和变迁与组织学习动态变化

的协调一致性规律, 研究结果如附表所示。下面将按照技

术引进阶段、消化吸收阶段和自主创新这 3 个阶段的演进

顺序 , 来对该表内容进行详细说明。

首先 , 技术引进阶段。在该阶段 , 由于企业处于技术追

赶初期 , 技术能力较弱 , 因此, 采用的技术战略大多为追随

战略 , 学习模式主要为浅层次的单环学习模式。在此阶段 ,

为了弥补自身技术能力的不足 , 避免因购买国外的洋垃圾

设备和技术而造成投资失误( 即掉入投资陷阱) , 企业须频

繁地向业内的专家进行技术咨询 , 通过外部学习获得引进

投资所必须的知识和信息。这种知识和信息的内容主要是

know- what 和 know- who 两个部分 : know- what 主要说明拟

投资引进的设备和技术中 , 符合技术发展趋势 , 不容易被

市场淘汰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是什么 ; know- who 则主要说

明在当前设备和技术的供应方中 , 谁可以提供技术和设

备。在引进阶段 , 企业一般都不具有重要的隐性知识 , 通过

频繁的技术咨询这种外部学习方式得到的也大多为显性

知识 , 正是通过对显性知识的不断积累和综合 , 企业会从

单方案开始 , 逐渐形成多个引进方案 , 之后又会形成对多

种引进方案的比较结果, 并最终会在多个方案中作出最后

的取舍。

可以 看 出 , 在 技 术 引 进 阶 段 , 为 了

弥补企业自身能力的不足 , 通过专家咨

询获得必要 的 技 术 设 备 及 其 供应 方 信

息 , 对于避免引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投

资型陷阱 , 作出并实施正确的投资决策

至为重要。在技术引进阶段 , 由于企业

知识储备较少 , 为了提高知识管理和组

织学习的效率 , 一般采用直线职能制的

组织学习架构 , 这与处于技术起步阶段

的企业总体组织架构是适应的。此外 ,

需要说明的是 , 在此 阶 段 , 组 织 学 习 是

一种浅层次的外部学习方式 , 组织学习

的投入相对其它阶段较小 , 但是一旦投

资失误 , 会给 企 业 带 来 较 大 的 财 务损

失, 因此 , 组织学习的风险较大。在此阶

段一般无创新成果 , 对组织学习效果的

评价取决于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引进决策 , 使企业最终引进

性能和价格俱佳的设备和技术。

其次 , 消化吸收阶段。该阶段是企业提升技术能力的

关键时期 , 只有经过积极而有效的组织学习 , 企业才能避

免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能力陷阱 , 并最终完成消

化吸收任务 , 进入自主创新阶段 , 从最初的技术追随者变

为技术领先者。在前期消化吸收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 , 由

于不具备足够的技术能力, 企业不可能对当前的技术范式

进行反思和技术突破 , 企业的组织学习模式是单环式的适

应性学习 , 由于技术已经引入 , 因此企业的组织学习方式

主要是内部学习 , 即通过内部员工的学习和相互讨论进行

组织学习 , 主要内容在于了解引进技术的操作化知识 , 即

know- how, 使其发挥更大的效能。知识转化活动主要是将

引进的显形知识转化为企业隐性知识的内部化行为。为了

加速知识的转化和吸收, 使企业员工之间能够通畅而无障

碍地进行内部交流和学习, 组织学习的架构一般需要从直

线职能形式转换为扁平式的组织形式。对组织学习成果的

评价主要是通过生产成本进行的, 成本越低说明组织学习

越有成效; 反之 , 则需要从以上环节入手 , 强化企业对组织

学习的管理。

在消化吸收的后期时间里, 由于技术能力已经得到了

较大提升 , 企业已经掌握了 know- how 知识 , 这时企业组织

学习的模式应该转向双环开发性学习 , 即在掌握引进技术

的基础上 , 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 , 对工艺流程和设备进行

局部调整和改进 , 以进一步开发既有技术的潜力。组织学

习的主要内容转为了解 并 获 得技 术 设 备 的 主 要 原 理 , 即

know- why, 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对既有的主导技术范式进

行反思。在此阶段 , 随着开发性学习的不断深入 , 企业会产

生对工艺技术进行改进的过程创新成果 ; 对组织学习成效

的评价将从产品成本转为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越高 , 说明

组织学习越有成效 ; 反之 , 则说明组织学习成效较低。这

时 , 需要改进对组织学习的管理。总体上看 , 在整个技术消

附表 技术追赶过程中组织学习的动态变化

追赶阶段 技术引进阶段 ! 消化吸收阶段 ! 自主创新阶段

学习目的 避免投资陷阱 ! 避免能力陷阱 ! 避免市场陷阱

学习模式 单环学习 ! 单环到双环学习 ! 双环学习

学习内容 know- what, know- who ! know- how, know- why ! know- future

能力要求 较低 ! 一般到较高 ! 很高

学习方式 引进性学习 ! 适应性到开发性学习 ! 探索性学习

学习途径 外部学习 ! 内部学习 ! 内部和外部学习

知识转化 综合化 ! 内部化 ! 社会化和外部化

学习战略 跟随型 ! 赶超型 ! 领先型

学习架构 直线职能 ! 扁平形式 ! 虚拟组织

学习投入 较小 ! 较高 ! 很大

学习风险 较大 ! 较小 ! 很大

创新形式 无创新 ! 过程创新 ! 产品创新

成果评价 技术性能和价格 ! 产品成本到产品质量 ! 产品新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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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吸收阶段 , 由于需要企业员工的广泛参与以及企业知识

储量的增加 , 知识管理的难度和投入将较技术引进阶段

大 , 但是另一方面 , 由于该阶段主要是在既有技术范式下

对引进技术的适应和开发 , 没有技术突破性的工作 , 因此 ,

组织学习的难度和投入将比接下来的自主创新阶段低。

第三, 自主创新阶段。只有在消化吸收阶段实施正确

的组织学习后 , 企业的技术能力才可能得以大大加强 , 从

而能够顺利进入技术追赶的自主创新阶段。当企业进入自

主创新阶段后 , 企业的战略已经从当初的追随战略、赶超

战略转为领先战略 , 此时 , 企业已经进入了技术前沿行列 ,

在事实上已经完成了技术追赶的任务。因此 , 在这阶段企

业组织学习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 即在保持活

跃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同时 , 努力避免技术创新方向的失误

及由此导致的市场失败。在该阶段, 探索性的双环学习将

是企业组织学习的主要模式。通过各种内部学习和外部学

习途径 , 企业不仅 需 要 了 解并 掌 握 现 有 技 术 的 原 理 , 即

know why, 而且还需要了解和掌握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 ,

即 know- future, 同时 , 需要不断地对目前既有的主导技术

范式进行反思并寻求技术突破, 力求在符合技术发展大方

向的前提下 , 创立新的主导技术范式并引领新产业的形成

与发展。在此阶段, 为了实现技术突破 , 除了具有惯常的知

识和能力外 , 企业还需要具有较强的忘却学习能力。

在自主创新阶段, 企业已经处于技术发展的前沿 , 失

去了可以追随的技术标竿 , 评价企业学习成效的一个重要

指标是产品的新颖度 , 需要企业付出巨大的组织学习投

入 , 并且这种投入能否带来技术突破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 , 即使有技术突破 , 这种突破所产生的产品能否被市场

接受也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 因此 , 这一阶段组织学习的

风险很大。为了有效地降低这种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 , 企

业需要进行更为有效的学习 , 除了采取探索性的双环学习

模式外 , 在知识转化方面 , 应着力进行知识的社会化和外

部化工作 , 即努力促进企业员工隐性知识的交流并使其显

性化 , 以使知识在企业中能够得到有效的扩散并在员工间

形成共识。此外 , 为了更好地整合内外部的知识 , 企业应该

建立更为开放的组织学习架构 , 通过设立虚拟性的组织架

构 , 减少企业与外部以及企业内部组织学习的障碍 , 使企

业能够充分地享用内外部各种知识资源 , 在“忘却”中实现

技术突破。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 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追

赶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 与此相适应 , 企业的组织学习

行为也必须是动态的 , 在技术追赶的不同阶段 , 组织学习

的焦点和实现机制也应随之变化。唯有如此 , 才能实现各

阶段的渐进转换 , 最终成为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领先

者。因此 , 对于追赶型企业来说 , 建立科学的组织学习动态

管理机制是极为必要的。但是, 由于组织学习活动的复杂

性以及企业惯例( routine) 和主导逻辑( main logic) 的刚性 ,

在技术追赶过程中对组织学习进行适时地调整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 , 在发展中国家众多的追赶企业中 ,

能够实现成功追赶 , 最终成为技术领先者的企业并不多

见。为此,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追赶过程中 , 需要在组织学

习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探索。

3 结 语

组织学习有不同的学习模式、学习途径和知识转化形

式 , 每种类型有其相应的适用条件。只有根据环境的变化,

选择合适的组织学习类型, 才能更好地提高组织学习的效

率 , 实现企业的预期目标。为此 , 本文以技术引进阶段、消

化吸收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作为切入点 , 从学习模式、学

习途径、知识转化、学习内容和学习架构等方面分析了技

术追赶的阶段转换和组织学习的动态调整之间的协同规

律。研究认为, 在技术引进阶段 , 企业应该构建直线职能制

学习架构 , 采用单环学习模式 , 利用专家咨询这种外部学

习途径 , 重点学习 know- what 和 know- who 知识 , 通过组织

学习 , 避免企业落入技术引进的投资陷阱。在消化吸收阶

段 , 企业应该逐步建立扁平式的学习架构 , 学习模式应逐

步由适应性的单环学习模式转为开发性的双环学习模式 ,

着重通过内 部 学习 的 各 种 途 径 学 习 有 关 know- how 的 知

识 , 以便顺利进入技术追赶的自主创新阶段 , 避免企业落

入技术追赶的能力陷阱。在自主创新阶段 , 企业应该建立

更为开放的虚拟组织学习架构 , 采用更为复杂的、需要忘

却能力的探索性双环学习模式 , 利用各种外部和内部学习

途径 , 学习 know- why 和 know- future 的知识 , 避免使企业

掉入市场陷阱 , 在市场竞争中能够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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