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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力

（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经济信息研究中心 昆明 ６５０１０６）

摘 要 本文从云南烟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学习型组织”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内涵出发，在借鉴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对如何构建云南烟草 “学习型组织”企业提出了建议思考。

关键词 云南烟草 学习型组织 思考

一、云南烟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构筑 “大品牌、大市场”是未来中国烟草的必由之路

截止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年产百万箱（５００亿支）的烟草企业有玉溪红塔集团、上海烟草集团、长沙卷烟厂、颐中
烟草集团、常德卷烟厂、昆明卷烟厂、武汉卷烟厂、新郑烟草集团、黄果树集团、广州卷烟二厂、曲靖卷烟厂、广西

卷烟总厂共１２家烟草企业。年产百万箱的品牌有“白沙”、“红梅”、“红河”。２００５年，根据１—５月各卷烟工业企
业卷烟的产量，预测年产百万箱的烟草企业将增加到１６－１７家，年产百万箱的品牌将增加到４－５个，品牌集中
度进一步加强。

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由河北中烟公司和长沙卷烟厂出资组建的河北白沙烟草有限责任公司在石家庄正式挂
牌成立，使湖南、河北两省卷烟工业的合作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和水平，也标志着烟草行业以重点企业为基

础、以名优品牌为支撑、以资产为纽带的跨省重组又迈出新的步伐。

７月１１日，昆明卷烟厂与曲靖卷烟厂正式签订合并改制协议。年产卷烟３００万箱烟草企业的冰山已经显
露一角。

７月１９日，率先实行 “母分公司体制”试点的广东、广西中国烟草工业公司的负责人，在青岛举行的全

国烟草专卖局长、公司总经理座谈会上，成了焦点人物。

８月，全国卷烟工业企业数量由去年底的５７家调整减少到４９家。中国烟草业继 “工商分离”之后，新

一轮企业联合重组的浪潮已经到来。未来几年内，烟草行业将继续整合，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完成了小烟厂的

关闭和各省内企业之间的整合后，下一步必然是跨省重组。

“云、沪、湘”三大卷烟集团已初现端倪，构筑 “大品牌、大市场”将成为未来中国烟草发展的必由之

路。

（二）构建 “学习型组织”企业，提高云南烟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面对新形势，如何提升云南烟草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云南烟草 “大品牌、大市场”，是每一个云南烟



草企业都必需思考的问题。

美国 《财富》杂志认为： “未来最成功的公司，将是那些基于 ‘学习型组织’的公司。”壳牌石油公司

企划总监德格认为： “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或许是具备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能力。”［１］在生态学中

也有一个这样的公式：Ｌ＞＝Ｃ，也就是说，一个有机体要想生存下来，其学习 牗Ｌ牘的速度必须大于等于其环
境变化 牗Ｃ牘的速度。

正如彼得·圣吉博士所言： “当世界更息息相关、复杂多变时，学习能力也要更增强，才能适应变局。”［１］

未来真正出色的企业，将是能够设法使各阶层人员全心投入，并有能力不断学习的组织。［２］“学习型组织”是企

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一个企业只有当它是 “学习型组织”的时候，才能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创新出现，才能具

备快速应变市场的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员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作用，也才能实现企业满意、顾客满意、

员工满意、投资者和社会满意的最终目标。未来成功的企业必然是 “学习型组织”企业。

云南烟草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吸烟与健康的困扰；ＷＴＯ的冲击； ＦＣＴＣ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掣肘；小企业、小品牌的分崩离析；大企业、大品牌连横合纵； “工商分离”、 “联

合重组”的战略实施；品牌竞争日益激烈，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市场变化日新月异。云南烟草企业要想在未

来的发展获得生存的空间，在今后的发展中再铸辉煌，就必须积极倡导探索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而构

建 “学习型组织”企业，应该是云南烟草企业一个适时、现实、明智的选择和正确的答案。

二、 “学习型组织”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内涵

（一） “学习型组织”的发展历程

较早提出 “学习型组织”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阿吉瑞斯 （Ｃｈｒｉｓ Ａｒｇｙｒｉｓ）和舍恩 （Ｄ．Ａ．Ｓｃｈｏｎ），在
１９７７年阿吉瑞斯在 《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 《组织中的双环学习》，首次提出 “组织学习”的概念，并于

１９７８年与舍恩合著 《组织学习：一种行动透视理论》，详细地并正式界定了 “组织学习”概念，同时也对

“组织学习”类型进行了划分。并提出创造性学习是组织学习的发展阶段，这种学习方式能对组织规范进行

探索与重建。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在企业界和管理思想界，出现了推广和研究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并逐
渐风靡全球。［３］

１９９０年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彼得·圣吉博士出版了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
书，再次掀起了组织学习和构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美国的杜邦、英特尔、苹果电脑、ＡＴ＆Ｔ、福特汽车、
通用电气、摩托罗拉、联邦快递、欧洲的赛恩斯钢铁、罗福、ＡＢＢ等世界一流企业，纷纷构建 “学习型组

织”。

当今世界理论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现在的世界，大概每八个月就会产生一种新理论。［４］但是真正对人类

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 １００年来只有 ３５种。如果我们把这 ３５种理论按照时间和作用排序，就会发现，
“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管理理论之一。

著名学者罗宾斯在他的 《组织行为学》的第七版中专题论述了学习型组织。他在书中讲到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的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企业热衷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应用，如ＱＣ
小组活动。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企业开始热衷于企业再造，如ＥＲＰ。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企业
进入了积极推广 “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的实践阶段。［５］其实，“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的提出时间早于企业再

造理论，但是，它的应用却要晚一些。

“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的推广是因为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企业再造理论在实践中虽然取得实效，但并

未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和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问题。

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产品质量的竞争，产品质量的竞争实质是技术的竞争，技术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

争，人才的竞争实质是学习力的竞争。因此，评价一个企业在本质上是否有竞争力、是否可持续发展，仅仅

看这个企业取得了多少成绩、上缴多少税金、贡献多少ＧＤＰ是不够的，而是要看这个企业有多强的学习力。
学习力是一个组织、一个企业适时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更新观念的能力，符合实际的有利于推动发展的创新



思维能力。具体到员工是指：一个人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的总和。如果将一个企业比作一棵大

树，当我们观察一棵大树的生长情况时，不能只看到大树郁郁葱葱、果实累累的外表，因为无论有多么美好

的外表，如果大树的根已经烂掉，那么眼前的这些繁荣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所以，一个企业

现在的辉煌并不能说明其有足以制胜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正是建立在 “根理

论”的基础之上，它使当今很多著名企业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在美国排名前２５位的企业８０％都采用了
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国内也有海尔、联想等企业在进行 “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的实践。所以，无论是从

时间还是从作用来看，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都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管理理论之一。

（二） “学习型组织”的基本内涵

“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学习理论，其实它是一种管理理

论。这种管理理论的执行者应是企业的最高管理层的领导。

彼得·圣吉博士研究认为，要使企业茁壮成长，必须建立“学习型组织”，当一个组织成为“学习型组织”之

后，它就能够在学习中不断健康成长，并能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如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学习型组织”是：“在

其中，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

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地一起学习、共同学习”。［１］“学习型组织”的特点是：人员精简、结构扁平化、富有弹性、不

断自我创造、善于学习和自主管理。其核心是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６］

三、他山之石

“湘系”的长沙烟厂、常德烟厂都非常注重 “学习型组织”的建立。

纵观长沙卷烟厂，从１９８４年到２００４年，企业经济效益连续２０年快速增长，企业总产量由１２．７万箱增
长到１５０．８万箱，增长１２．５倍。企业综合实力位居行业前列，成为拥有 “白沙”系列产品等全国知名品牌，

荣获全国优秀企业 “金马奖”的中国工业百强企业，是湖南省利税首户。

那么，长沙卷烟厂是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勇立潮头呢？

早在１９９９年，长沙卷烟厂就提出了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与教育，致力于使企业有效地掌握 “组织学习

能力”，逐步将长沙烟厂构建成 “学习型组织”企业。为了构建成 “学习型组织”企业，长沙卷烟厂将构建

“学习型组织”工作放在企业发展的优先战略位置，对员工进行潜能开发，提升他们的学习、创造、竞争、

合作和抗挫折能力。设计了全新的人才培养和管理模式，并付诸实践，这一模式是 “四类专家、五条跑道”，

即 “营销专家，研发、技术专家，管理专家，能工巧匠”， “营销专家跑道，研发、技术专家跑道，管理专

家跑道，能工巧匠跑道，行政晋升跑道”。通过这一模式拓宽了员工的成才之路，使员工 “超越自我”的理

想得以实现，把员工自身发展和企业发展联系的更加紧密。

到２０００年为建设“学习型组织”企业，又提出了“３Ａ．ＨＯＴ”（三个能力和七个原则）的工作指导思想，无不体
现着企业在战略、管理、技术、营销、文化诸领域上自我超越、永不停滞的创新能力。［７］

常德卷烟厂在建设 “学习型组织”企业发展中得出如下经验：第一、注重 “四个转变” （一是 “造声

势”向 “重实效”转变。二是由 “执行型”向 “自主型”转变。三是由 “灌输型”向 “渗透型”转变。四是

由 “单一教育型”向 “多元综合型”转变），把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贯穿于构建学习型组织工作的全过程。

第二、找准结合点，把构建学习型企业同企业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三、紧密联系实际，不断创新

企业学习形式。第四、建立激励机制，激发职工自觉学习的内在动力。［８］

四、两点思考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特别是彼得·圣吉 《第五项修炼》出版后，许多中外优秀企业积极推进、导入 “学

习型组织”的管理模式，并取得了明显成效。继承、总结、创新了许多构建 “学习型组织”企业的理论和实

践经验。与此同时，云南烟草企业也开始构建 “学习型组织”企业的实践。昆明卷烟厂党委下发了 《关于实



施把企业建设成为 “学习型”组织的若干意见》，通过不断提高员工的专业技能，来增强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致力于将昆明卷烟厂构建为 “学习型组织”的企业。红河卷烟厂在务实的管理文化和经营理念指导下，总结

出 “干中学，学中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有效激励、注重效率、信息管理、团队精神”的经营机制和管

理方法。红塔集团等其他企业也都进行了内部改革，成效明显。云南烟草企业对构建 “学习型组织”企业这

一新的管理理论都已具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在积极实践。

笔者对云南烟草在构建 “学习型组织”企业进程中有两点思考，供大家参考。

（一）警惕 “学习型组织”的 “泛、虚”化

在Ｇｏｏｇｌｅ、ＹＡＨＯＯ、 “百度”中以 “学习型组织”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你会发现竟分别有 ４９７牞０００；２０３牞
７５５；３９８牞０００（截止２００５－７－２７）之多的信息和“学习型组织”有关，各烟草企业在长远发展计划中也不同程度上
对构建“学习型组织”做出了安排。

在理论研究方面牞“学习型组织”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牞从最早的 “组织学习”扩展到 “知识管理”、 “组

织行为学”、 “人力资源管理”、 “社会心理学”、 “信息技术”等领域，其内容越来越庞杂。［９］当然，这种倾

向可能有利于 “学习型组织”理论体系的进步和完善，但同时，也有可能把 “学习型组织”当作包治百病的

“灵丹妙药”，使 “学习型组织”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 “大杂烩”，这对 “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

运用是非常有害的。

“泛化”的倾向在实践领域的一种表现是挪用概念，将其范围不适当地延展牞另一种表现是什么都被贴上
“学习型组织”的标签，甚至包括各种培训、战略规划与业务流程优化、信息技术应用、 “送温暖”活动、

兴趣小组、读书会等等。［１０］

“虚化”在实践领域表现为很多企业把 “学习型组织”构建活动形式化、表面化。只停留在口号上，没

有落实到行动中；只停留在做做表面文章，没有与企业的业务相结合；或者只当成领导者个人的 “政绩”，

到处去 “炒作”，大肆宣传，实际上则是敷衍了事。

笔者认为，在构建 “学习型组织”烟草企业的过程中，一定要警惕 “泛、虚”化，防止虎头蛇尾。重要

的不是我们学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去做什么，怎么做，要不断地实践一些新的事物，这应该是构建 “学习型

组织”烟草企业的真正意义和精髓。烟草企业要不断地进行实践，实践，再实践。正如彼得·圣吉博士所言：

“不要关注自己是否是学习型的企业，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努力做什么，而不要关注这个标签是什么。”［１１］

（二）正确处理好 “学习型组织”的 “本土化”、 “个性化”问题

“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欧美，有着其深刻的文化背景。比如，彼得·圣吉博士在 《第五项

修炼———实践篇》指出：职务有高低，财富有多寡，但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平等才容易交流，少防

范心理，多一点相互认同。这样才会有共同学习的基础。而我们中国人，传统文化中的弱点正好与之相反。

严重的 “等级”观念，以高人一等为荣。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等，恰恰与 “学习型组

织”的要求相反。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弱点，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阻隔，小视他人，防范心理严重，这些都

为构建 “学习型组织”无形中设置了重重障碍。在烟草企业构建 “学习型组织”进程中可以适当利用 “等

级”观念激励员工，不断 “自我超越”，而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阻隔 “建立共同愿景”也同样重要。因此，

在构建 “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创造性地对西方优秀管理文化吸收和转化，使其尽快 “本土化”，

同时在挖掘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去其糟粕，使传统文化成为 “学习型组织”发展的新动力。

“个性化”是学习型组织的生命。学习型组织的核心是相同的，但在实践上有许多不同的模式，例如，

联想的 “组织学习鱼”模式，上海隧道的 “两步五阶段”模式，等等。 “学习型组织”的构建起于有形，成

于无形，没有固定的模式。云南烟草企业在构建 “学习型组织”企业的过程中，也应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

况， “内”从企业文化内涵， “外”从市场外部环境出发，审时度势，只要是能加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只要是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方法和思路，就要去探索、去实践。使企业通过构建 “学习型组织”，提升

员工的学习力、向心力、凝聚力；提升管理层的团队协作精神、团队奉献精神。

有 “学习型组织”先进管理理论的引导，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支撑，有优秀企业管理者的实践，通过不



断深化对 “学习型组织”理念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提高烟草企业干部职工构建 “学习型组织”企业的意识

和能力，云南烟草企业在构筑 “大品牌、大市场”的进程中一定能抓住机遇，再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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