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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组织学习视角探讨了持续改进和渐进式创新的内涵与联系，将持续改进、渐进式创新和组织学习

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归纳为交互作用观、终极目标观和学习能力观３种观点，并探讨了３种观点的演进机

理；最后应用学习能力观的思想，提出一个基于组织学习的持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能力提升框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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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在全球汽车和电子产业上的竞争

败给了日本，许多学者将之归因于美国公司的产品和生产

流程缺乏持续改进和渐进式创新［１－２］。这个问题背后有它

的文化差异性———美国文化强调结果导向，企业投入大量

精力在重大改进和急剧创新上，而日本企业更多关注于持

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的过程改进［２］。
理论上，质量管理理论研究从解析型的渐进式改进发

展到设计型改进，而持续改进理论也由渐进式改进发展到

突破性改进。有 关 突 破 性 改 进 更 多 的 是 在 创 新 管 理 领 域

进行研究，而对渐进式改进的研究停留在早期的Ｋａｉｚｅｎ领

域［１］。目前，有关持续改进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成为学术

界和实践界人士争论的焦点［３］。双方围绕持续改进所带来

的一系列直接与间接后果进行争论，难以获得持续改进与

渐进式创新关系的一致结果［４－５］。如何从组织学习视角解

释持续改进和渐进式创新，三者之间的内在作用与互动机

制如何，以及从组织学习角度如何提升企业持续改进水平

与渐进式创新能力尚未有人系统地进行研究。
本研究针对持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研究中的不足，首

先对持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进行相关回顾与系统对比；其

次归纳出持续改进、渐进式创新与组织学习三者之间的关

系；最后基于学习能力观，提出了基于组织学习的持续改

进与渐进式创新能力提升模型，并对模型进行相关讨论。

１　持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的对比分析

持续改进（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Ｉ）在 日 本 被 称

为Ｋａｉｚｅｎ，Ｋａｉ意思是变化，Ｚｅｎ意思是好［１］。因此，Ｋａｉｚｅｎ
就是连续地向更好的方向改进、永远没有停止。持续改进

可以被理解为一 系 列 引 起 不 间 断 的 创 新 潮 流 的 操 作 和 过

程，从而促使整个组织持续走向卓越［６］。它也可以被理解

为一系列竞争能力，使组织自我学习、改革和更新［６］。

按照创新幅度与所采用的技术类型进行分类，可以分

为渐进式创新和突破性创新（或急剧创新）［７］。渐进式创新

是基于持久性技术的创新，是对企业的现有产品和用户关

注的产品（服务）性能方面进行改进；突破性创新是基于突

破性技术的创新，远离现有技术轨道。渐进性创新可以保

持优势和获取稳定回报，突破性创新成为抢占未来市场的

利器，但是也意味着高风险和回报的不确定性。
持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相似性，以

至于学术界很多人将持续改进等同于渐进式创新，或者将

两者不加区分 使 用，导 致 人 们 对 两 者 的 认 识 变 得 模 糊［１］。

因此需要重新厘清持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的概念与关联，
界定两者的概念、最早起源、内在特点、应用 范 围、区 别 联

系以及从组织学习角度重新定义内涵（见表１）。

２　持续 改 进、渐 进 式 创 新 与 组 织 学 习 的 关

系

　　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８，１１，１３］，本研究将持续改进、渐进

式创新和组织学习三者之间的关系归纳为如下３种观点，
分别是：交互作 用 观、终 极 目 标 观 和 学 习 能 力 观。这３种

观点之间的演化是一个逐步完善与提升的过程。

２．１　交互作用观

交互作用观认为持续改进、渐进式创新和组织学习三



者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三者交互作用［８］。持续改进可

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引起渐进式创新的操作和过程，这些操

作和过程促使整个组织学习走向良性循环，而组织持续改

进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渐进式创新的过程［８］。按照演化经济

学观点，我 们 可 以 将 持 续 改 进 过 程 视 为 一 个 常 规 化 的 过

程［１０］，建立和嵌入常规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积累知

识的过程。而渐 进 式 创 新 的 前 提 是 充 分 了 解 组 织 现 有 的

改进以及未来的改进方向，在已有改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创新。通常，组织会将先导顾客（Ｌｅａｄ　Ｕｓｅｒｓ）的需求作为

了解未来市场需求的一个窗户，从反复的市场测试中积累

知识，并根据新知识和新视野修改原有产品，这个过程就

是一个“探索与学习的过程”（ｐｒｏｂ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１１］。
表１　持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对比

持续改进 渐进式创新

最早起源 源自产品质量改进
源自 经 济 学 中 的 学 习 经

济理念

概念界定

持续 改 进 是 一 种 全 公 司

广泛参与的、对 现 行 行 为

进行的渐进 式 改 变 过 程，
这个过程是 有 计 划、有 组

织的系统性过程［６，８］

渐进 式 创 新 是 指 对 现 有

技 术、产 品、流 程 等 方 面

进行 改 进 而 引 起 的 渐 进

的、连续的创新［２，７］

内在特点

改 进 无 止 境；自 发 改 进；
全员参与的 活 动；公 司 范

围内改善流程绩效

有清晰的市 场 目 标；创 新

具有连续性；基 于 现 有 技

术轨道［７］

应用范围
涉及 到 企 业 各 个 业 务 部

门及流程

主 要 集 中 在 产 品、技 术、
工艺

主要区别

持续改进一般指日常改进［６］，而渐进式创新一般特指

技术、工艺、产品等方面的小规模非突变式更新；持续

改进指质量改进时，范 围 要 比 渐 进 式 创 新 狭 窄，而 现

在已扩展为公司范围的改善活动，范围比渐进式创新

大。本文在两者所包含的共同范围内进行研究，主要

在产品、技术、工艺等方面

内在联系

Ｂｅｓｓａｎｔ等人将持续 改 进 视 为 创 新 的 一 种 形 式，认 为

持续改进是“公司广泛集中参与的过程和持续的渐进

性创新”［８］；Ｃａｆｆｙｎ也认 同 持 续 改 进 是 通 过 逐 步 创 新

实现的［６］；持续改进为 渐 进 式 创 新 积 蓄 能 量，而 渐 进

式创新能力的增强 反 过 来 又 会 增 强 其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学习视角

持续 改 进 就 是 一 个 不 断

试验－学 习－积 累－再

试验的循环过程［６］，其改

进水 平 受 组 织 从 改 进 过

程中 所 获 取 的 知 识 和 形

成的改进能力影响

利用 现 有 技 术 和 资 源 的

过程 就 是 一 种 渐 进 式 创

新［９］；当累积的小创新不

断改 善 着 组 织 的 技 术 状

态并超过临 界 点 时，就 会

导致质变的大创新

　　交互作用观告诉我们，组织最实惠和最稳健的产品竞

争策略是抢先在市场中导入新产品，然后不断进行产品使

用测试与用户试用信息积累，邀请用户参与产品的渐进式

创新，逐步逼 近 顾 客 期 望 与 理 想 中 的 成 熟 产 品。但 是，这

种观点没有考虑到组织改进与创新的目标，会导致组织持

续改进与创新失去最终目标。

２．２　终极目标观

终极目标观认 为 持 续 改 进 和 渐 进 式 创 新 为 建 立 学 习

型组织奠定了基础，并且学习型组织是持续改进和渐进式

创新的终极目标［８］。组织持续改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探索与

学习，不断寻 找 更 好 的 市 场、产 品 与 技 术 知 识 的 过 程。许

多组织致力于更好和更快地了解顾客与竞争对手，以达到

引领市场和 超 越 竞 争 对 手 的 目 的。而 现 实 中 有 关 顾 客 和

竞争对手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善的、主观和易变的，这就预

示着持续改进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学习过程［２］。这个过程所

追求的最优状态，就是Ｂｅｓｓａｎｔ所提出的持续 改 进 的 最 高

水平———形成学习型组织［８］。渐进式创新为组织建立学习

型组织创造了相关的条件，渐进式创新也是学习型组织应

该培育的一种学习氛围。创新过程中，要求组织成员不断

进行Ｓｅｎｇｅ提出的五项修炼，使学习型组织成为每个组织

成员心中的追求。
终极目标观为进行组织改进、创新和学习指出了目标

和未来愿景，有利于组织的改进、创新和学习氛围的形成，
但是在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关键一环是形成双

环学习，终极目标观强调创建学习型组织这一结果，却忽

视了学习能力的培养对改进与提升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２．３　学习能力观

学习能力观认 为 组 织 学 习 能 力、持 续 改 进 能 力、渐 进

式创新能力都是组织应该拥有的能力［１１］，并且组织学习能

力贯穿于创 新 能 力 的 改 进 与 提 升 中。组 织 在 持 续 改 进 的

过程中不但培育了能力，而且积累了知识、获取了新的能

力［１２］。组织的市场利用与开拓过程，实质上是不断创新现

有产品和服务，提升组织满足顾客现有需求和潜在需求能

力的过程。基于 市 场 导 向 的 组 织 渐 进 式 创 新 对 竞 争 者 来

说，难以察觉、理解，更不用说模仿，因此创新 过 程 中 积 累

的一系列特殊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最终在组织内部生成

一些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的异质能力。现实中，持续改

进、渐进式创新和组织学习３种能力的形成与提升的都离

不开市场、顾 客、竞 争 对 手 和 学 习，因 此 下 面 分 别 从 市 场

（顾客）导向、竞争对手导向和学习导向三方面来阐述３种

能力的形成关系。
市场导向主要 指 组 织 层 面 上 获 取 当 前 和 未 来 顾 客 需

求的知识、跨部门分享知识以及整个组织层面的快速响应

（经常检查产品和服务能否满足顾客需求）［１４］。市 场 导 向

的持续改进可以更好地满足顾客的当前和潜在需求，但是

改进过程中的核心环节是动态获取顾客需求信息和想法，
而获取与满足动 态 需 求 的 能 力 基 础 是 组 织 学 习 能 力 的 提

升。市场导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顾客导向，顾客导向就是

要求组织持 续 不 断 地 为 顾 客 创 造 价 值。Ｓｌａｔｅｒ和 Ｎａｒｖｅｒ
发现，不同的知识能力对顾客价值创造有不同的贡献，比

如提高产品质量和顾客满意度方面都存 在 差 异［１１］。这 就

要求组织有选择性地找到自身学习能力的强项，迅速捕捉

知识并转化为持续不断创造顾客价值的能力，将顾客和市

场知识作为改进的机会，在改进和学习中激活创新能力。
竞争对手导向是组织在行业中定位的策略，它意味着

组织非常了解当前和潜在竞争对手的短期优势劣势、长期

能力和战略［５］。竞 争 导 向 可 以 促 使 组 织 不 断 超 越 竞 争 对

手，提升产品 质 量 和 服 务 水 平。竞 争 导 向 让 组 织 知 道，比

竞争对手能更快 速 地 学 习 是 组 织 获 取 和 保 持 持 续 竞 争 优

势的关键途径［１３］。竞争对手导向的持续改进 与 创 新 能 力

·４１·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０年



培育中，标杆对比是一个常用的方法。组织通过选取行业

内优秀的组织或其它行业的组织代表作为标杆，根据自身

的实际情况 设 定 改 进 目 标。这 些 改 进 目 标 的 实 现 依 赖 于

组织学习标杆企业的能力，以及将学习所获得的知识和经

验转化为组织改进和创新的能力。
市场导向和竞 争 对 手 导 向 的 链 接 直 接 导 致 基 于 市 场

的组织学习思想 的 产 生。市 场 导 向 或（和）竞 争 对 手 导 向

只是导致单环或适应性学习顾客和竞争对手，需要伴随一

种强烈的学习导向才能形成双环或生成 性 学 习［１４］。学 习

导向满足Ｂａｒｎｅｙ提出的关于核心能力的４个特征，即有价

值、稀缺、不 可 模 仿 和 不 可 代 替［１５］。资 源 观 学 者 Ｗｅｒｎｅｒ－
ｆｅｌｔ［１６］认为获取异质 资 源 能 力 是 保 持 竞 争 优 势 的 关 键，而

组织在持续改进和创新中所学习的知识、经验与教训，都

是构成组织能力的特殊无形资源。站在资源观的立场上，
我们认为学习导 向 的 核 心 是 从 其 它 组 织 获 取 最 大 的 知 识

价值，并将 这 种 价 应 用 到 为 顾 客 和 市 场 的 改 进 与 创 新 中

去。组织的长期 生 存 依 赖 于 不 断 地 生 成 新 的 知 识 和 持 续

地学习，第３部分的能力提升模型将会从组织学习角度整

合３种能力。

３　基于组织学习的持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

能力提升模型

３．１　模型提出

ＰＤＣＡ循环又叫戴明环，它是指通过不间断地周而复

始的改进，进 而 持 续 提 高 组 织 的 改 进 水 平 与 能 力。此 后，

Ｄｅｍｉｎｇ将ＰＤＣＡ改为ＰＤＳＡ，将之改为“学习的循环”，可

见持续改进与学习的密不可分。依据Ｂｅｓｓａｎｔ等人［８］将持

续改进分为５个水平，从初级的自然的改进到第５级达到

学习型组织。Ｍｕｒｒａｙ和 Ｃｈａｐｍａｎ［１７］在Ｂｅｓｓａｎｔ的研究基

础上，发现持续改进能力水平与具体的学习行为相联系，
并认为这５个持续改进水平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而选 择

性学习能够推动 每 一 个 持 续 改 进 项 目 从 较 低 的 水 平 发 展

到较高的水平，并不断地循环下去。这个循环的动力是在

ＰＤＣＡ循环中加入双环学习，促使组织学习向更高阶段迈

进。Ａｒｇｙｒｉｓ提出［１８］组 织 学 习 的 四 阶 段 模 型 包 括 发 现、发

明、执行和推广，认为需要在学习过程中嵌入单环学习和

双环学习。

３．２　模型机理说明

（１）ＰＤＣＡ循环与双环学习嵌套。在我们提出的基于

组织学习的持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能力提升模型中（见图

１），Ａｒｇｙｒｉｓ的双环学习嵌入到Ｄｅｍｉｎｇ的ＰＤＣＡ改进循环

中，策划（Ｐ）对应双环学习中的“发现”和“发明”；执行（Ｄ）
对应“执行”；校对（Ｃ）和调整（Ａ）对应“推广”。这里的“双

环学习”是指不 同 层 次 的 问 题 解 决 逻 辑，在 解 决 问 题 时 需

要对行动本身的有效性进行审视，以确保组织学习方向的

正确性。依据 Ｍａｒｃｈ［９］将组织学习分为探索性学习与开发

式学习，其中“发现”与“发明”属于探索性学习活动，而“执

行”和“推广”属 于 开 发 式 学 习 活 动，这 两 类 学 习 活 动 共 同

构成ＰＤＣＡ内部的双环学习循环，并促进组织学习能力的

提升与知识的积累。

图１　基于组织学习的持续改进与渐进式

创新能力提升模型

（２）持 续 改 进 能 力 的 渐 进 式 提 升。在 持 续 改 进 过 程

中，组织的持续改进能力会随着组织学习所积累的经验与

知识增长而提升，依次经历Ｂｅｓｓａｎｔ所提出的５个水平，依

次是：自然／背景的ＣＩ、基本的ＣＩ、包括前两个水平并正式

设置战略目标的ＣＩ、主动／授权的ＣＩ、全面的ＣＩ（学习型组

织）［８］。组织持续改进前４个水平可以通过开发式学习达

到，而第５级水平需要组织不断进行探索性学习与开发式

学习，逐步逼近理想目标，这也体现出持续改进中的无限

接近完美和零缺陷的哲学思想。
（３）渐进式创新能力由渐变到突变。创新能力的培育

依赖于长期渐进式的改进和知识积累，渐进式创新可以发

生在每个改进阶段，同样，每 个 改 进 阶 段 的 学 习 又 会 促 进

组织创新能力的提升。当 组 织 中 的 创 新 知 识 与 能 力 积 累

到一定程度，会达到 一 个 临 界 点（图 中 黑 点），这 时，只 要

组 织 内 部 积 聚 的 渐 进 式 创 新 足 以 改 变 现 有 技 术 和 市 场，
就会导致变革性的急 剧 创 新 发 生。高 水 平 的 组 织 学 习 与

知识转化，或者探索性学 习 的 突 破，都 能 催 化 急 剧 创 新 的

发生。
（４）组织学习能力贯穿改进与创新始终。探索与学习

是一个迭代过程，探索为持续改进和渐进式创新设定了预

定轨道，而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知识与持续提升的过程［２］。
学习既可能发生在某个阶段内的改进与创新中，也可以通

过将前一个阶段 改 进 与 创 新 的 经 验 和 知 识 累 积 到 下 一 阶

段，指导更高水平的持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在组织的持

续改进过程中，随着知识的积累与学习效应的显现，组织

的持续改进能力会随之提升；持续改进能力的提升反过来

又会促进组 织 获 取 更 强 的 渐 进 式 创 新 能 力。组 织 学 习 为

通过持续改进与 创 新 而 建 立 组 织 的 持 久 竞 争 优 势 提 供 了

实现途径；知识积累与组织学习能力的提升贯穿于持续改

进与渐进式创新的始终。

４　讨论与总结

实践中，由于产 品 生 命 周 期 的 压 缩，企 业 快 速 制 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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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是先于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５］，但是由于新产品设计

与测试的不完美，企业新产品需要经过市场的反复测试才

臻于完善。组织 从 早 期 产 品 的 市 场 测 试 中 可 以 学 到 经 验

和顾客需求 知 识，并 且 用 所 学 到 知 识 改 进 产 品 和 营 销 方

法，然后重新进入市场。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取的知识

有时直接导致组织渐进式创新的发生，有时其改进的过程

也就是渐进式创新的过程，两者不可分割。渐进式创新和

持续改进不断接近目标，不断进行探索和学习，每次都是

向获得完美 产 品 和 市 场 迈 进 了 一 步。现 有 产 品 和 市 场 成

为再次探索新产品的学习基础，探索和学习成为组织获取

目标市场的工具，利用此工具可以了解技术、产品的特征

和利益等相关信息。
本研究从组织 学 习 视 角，重 新 归 纳 出 持 续 改 进、渐 进

式创新和组织学习之间的３种关系，理清了３种关系的发

展脉络。依据学习能力观，整合ＰＤＣＡ循环与组织学习模

型，提出一个基于组织学习的持续改进与渐进式创新能力

提升模型，为 企 业 持 续 改 进 与 创 新 提 供 了 一 定 的 理 论 指

导。由于模型框架的复杂性和相关实证研究的缺乏，在以

后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加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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