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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刘正周

论企业组织的持续发展

（一 ）

管理和技术是现代企业存 续的两根支
柱。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在这两个
方面，并遵循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基本规
律。 如果企业组织不能或不愿意根据内外环
境的变化不断地进行变革，就会濒临绝境。
自 70 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由千企业之
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的平均寿命缩短
了。 在美国，平均有 62％的公司存活不到 5

年；寿命超过20年的公司数只占公司总数的
10% ；只有2％的公司能存活 50 年。 其中，
中小型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足7年，大型企业
的平均寿命也不到 40 年，约为人类寿命的一

半。 1970 年在美国（幸福〉杂志上排名为
“500 家大企业” 的公司中，到了 80 年代，有
三分之一 已消声匿迹。

在我国，近几年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许
多小型企业，大都是昙花 一现。 由于传统的
计划经济隐蔽着企业破产，致使 一部分大中
型企业能生存至今。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完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将经
历市场经济的洗礼。 国家推行的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千大
中型企业的持续发展。 因此，如何保持企业
组织的持续发展是摆在理论研究者和企业管
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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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将企业组织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一

段较长的时期内，通过持续学习和持续创新
活动，企业组织在经济效益方面稳步增长，在
运行效率上不断提高。 这 一定义可以从下面
五个方面来理解：

1.企业组织的持续发展是以 一 个较长
的时间跨度来考察的。 一般来说，这个时间
跨度应在 10 年以上。

2. 企业组织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是持
续学习。 就象一个人为了保持事业的不断进
步需要坚持学习一 样，企业组织的持续发展
必须通过持续学习来提高自身素质，持续学
习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3.企业组织持续发展的途径是持续创
新。 企业组织的持续创新是组织成员和整个
组织的智慧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具体运用和
体现，也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直接来源。

4. 企业组织持续发展的外在表现是，企
业的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和企业组织的运行效
率不断提高。 这两点即是企业组织创新活动
的出发点，也是创新活动的归宿。

5. 企业组织持续发展是个动态的概念。
因为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在企业组织的
长期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低谷。 但停滞或
徘徊是暂时的。 对可待续发展的企业组织来



说，在低谷之后将进入新的持续发展阶段。

（三）

企业组织的持续学习是其持续发展的精

神基础。 美国 系统 动力学家圣吉(P. M. Sen

ge) 和他的同事长期从事组织持续学习理论

的研究，圣吉在1990年发表的（第五项修炼

—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 一 书中提出

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和持续学习的五项修

炼。

所谓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

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符合

人性的、有机的、扁平化的组织。 这种组织具

有持续学习的枯神， 是可持续发展的组织。

美国（幸福〉杂志曾指出，90年代最 成功的公

司将是那些建立在学习型组织基础上的公

司。

学习型组织是通过组织成员和整个组织

的持续学习而建立的。 圣吉指出，组织的持

续学习由五项修炼构成，即自我超越、改进心

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和系统思

考。 其中，自我超越是指突破极限的自我实

现和获得娴熟的技艺的过程。 精熟的自我超

越的人，能够不断实现他们内心深处最想实

现的愿望，他们对 生命的态度就如同艺术家

对待艺术作品 一样，全心投入、不断创造和超

越，这是一种真正的终身学习。 整个组织的

学习意愿和能力来源千组织中每个成员的学

习意愿和能力。

心智模式是指根深蒂固千组织成员的心

中、影响着他们认识周围世界以及如何采取

行动的许多假设、成见和刻板印象。 改进心

智模式就是组织成员和组织整体打破既成的

思维定势、解放思想、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过

程。

共同愿景就是大家共同愿望的景象，是

在客观分析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勾画出的远景

规划。 共同愿景来自千个人愿景而又高于个

人愿呆，建立共同愿景就是组织成员共同树

立远大理想和目标的过程。 通过建立共同愿

景，把全体员工团结在一起，创造出众人是一

体的感觉。 共同愿景深入人心以后，每个员

工都会受到共同愿景的感召和鼓舞，从而形

成整个组织创新活动的内在动力。

团体学习是发展团体成员互相配合、整

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的过程。 通过

团体学习，可以萃取出高千个人智力的团体

智力，形成高千个人力批之和的团体力批；在

团体行动中，达到一 种
“

运作上的默契
”

和形

成一种
“

流动的团体意识
”

（就象复旦大学代

表队的队员在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中的整体

配合那样）。

系统思考是五项修炼的核心，它教会人

们运用系统的观点看待组织的发展，进而将

组织成员的智慧和活动融为一体。 系统思考

能引导人们由看事物的片面到纵观整体；由

看事物的表面到洞察其变化背后的深层结

构；由孤立地分析各种因素到认识各种因素

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动态平衡关系。

圣吉认为，五项修炼是有机的整体，缺一

不可，并且要坚持不断。 只有这祥，才能保持

组织持续学习的精神。 我们可以看出，通过

五项修炼，将创造出有利千组织成员自我激

励、自我管理和自我评价的组织环境；造就整

体搭配、互相配合的团队精神；形成
“

输出资

源而不贫、派出间谍而不叛
＂

的群体整合功

能；达到管理的人性化和制度化之间的平衡，

以及员工个人事业生涯规划与组织发展之间

的协调一致。

（四）

企业组织的持续学习为持续发展奠定了

基础。 企业组织的持续创新就是将企业员工

和整个组织的集体智慧用于生产和经营活动

的过程。 企业的创新活动包括管理和技术两

个维度的各个方面。

发展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

认为企业家的全部工作就是（下转笫59页）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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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齐全的城镇（如福建石狮）、生产、贸易、基
础设施和文化娱乐功能都很齐全的城镇和中
小城市（如上海松江和浙江龙港市）的发展。
事实表明，追求规模经济的内在动力使乡镇

企业的空间集聚具有客观必然性。 政府设膛
乡镇企业发展区实际上是顺应这种客观必然

性，更快、更好地为乡镇企业获取外部规模经

境管理和监测的成本。
2.更多地消费生产中出现的废弃物。

济、避免外部规模不经济创造条件，以降低乡

要每个企业都不排放废弃物是非常困难的，
但一个企业的废弃物有可能成为另 一个企业

的原料，所以乡镇企业的空间集中度越高，废

弃物被利用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因生产中
排放出来的废弃物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就越
少。

镇企业空间集聚所需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延

期支付的环境代价。 设置乡镇企业发展区能
从以下几个方面避免或减轻可能发生的环境
问题。

1.提高环境管理和监测工作的效率。
我国目前仍是 一 个低吸入的发展中国家，可
用于环境管理和监测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
提高乡镇企业的空间集聚度，有助千降低环

（上接笫51页）“创造性地破坏飞他指出，所

谓创新，就是对生产要素和 生产条件进行新
的组合，亦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以实现
更有利的生产方式。 并认为，企业的创新活
动包括五个方面：（1）开发新产品（包括开发
新质产品和提供 一 种产品的新功能）；（2）引

进新的生产方法（不仅包括科学技术上的新
发明创造，而且也包括经营组织上的调整
等）；（3）开辟 一个新市场；（4）获取一种新原
料或半成品的新来源；（5）重建产业组织（形

公

3.充分利用环境治理中的规模经济。
一般来说，只有当企业和企业群达到 一 定规
模之后才有可能开展环堎防治工作，企业集
聚程度越高，其中具有一定规模、能开展环境

治理的企业就越多，发展环保产业的条件也

越好，环境治理中的规模经济就利用得越充
分。

成自己的垄断地位或打破他人既成的垄断地
位）。 企业的创新活动将不断提高企业产品
或服务的质址，保证企业满意的利润水平，促
使企业组织的发展壮大。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企业
组织能保持持续学习的精神，并进行待续不
断的创新活动时，就能实现企业组织的持续

发展。 在我国，大中型企业组织的待续创新
活动也是实现国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
途径。

告

本公司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将注册资金由壹信万元人民币调整为

壹拾万元人民币。

上海友学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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