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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
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
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在全党营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积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提高
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
组织党员、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
同时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
加强对全党学习的指导和服务，加强理论宣讲队伍建设，完善和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
把理论素养、学习能力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重要依据。
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国民教育体系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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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习是生存的前提、发展的关键。
加强学习是党组织建设的永恒主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这是党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加强党的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途
径。
    本书在认真研读学习型组织相关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对建设学习型政党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系统的
阐发。
它囊括了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思想提出的历史方位、理论来源和历史考察，全面阐
述了学习型政党的内涵、特征、意义及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原则、目标和重要工程，而且从实例的角度
进行了案例分析，内容深刻，意义深远，为各地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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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方面，“学习型”又是个崭新的命题。
“学习型”理念，发端于教育界，形成于管理学，推行于企业圈，适用于各领域，是当今世界上最前
沿的管理理论之一。
我们所指的“学习型”理念，就是指“学习型组织”理论。
自从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学习型社会》以后，经过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集大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彼得博士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1992年荣
获世界管理学会最高荣誉的开拓奖），到此“学习型组织”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理论。
在这一独具魅力的理论的影响和指导下，建立“学习型企业”的活动正风靡全球，像微软、杜邦、英
特尔、苹果电脑、联邦快递等世界排名前100家的企业中已有很多按“学习型组织”模式进行了改造，
更甚的是现在已经从企业管理迅速向政治、国家、城市、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管理延伸，比如美国宣称
要形成人人学习的国家，新加坡要建立学习型政府，日本颁布终身学习法及其首都东京要创建学习型
城市，等等。
　　在1989年的中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荣誉院士、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杨通谊先生在讲
学中就开始传播系统动力学，并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介绍给台湾的学者、企业家和大陆的学术圈
。
台湾中山大学立即成立了“系统思考与组织学习研究室”并出版杂志、书刊，学习、研究与传播这一
理论，到1992年，这一新的管理科学已在台湾得到大力推广。
一向善于学习、敏于新法的中国大陆，对这个“舶来品”，在它的发明者、生产国、培育地还没有完
全研究透、扶植大、结出果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它、传播它、应用它、发展它了，一时间，几乎家喻
户晓，人人耳熟能详。
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传播开来，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是个好东西。
然而，它到底“好”在哪里？
“好”到了什么程度？
除了一些望文生义的应景文章、标签活动、生搬硬套之外，从学术的角度、从理论的深度、从人本的
高度、从实践的程度上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就不甚了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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