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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管理前沿问题丛书：基于科学/经验的学习与企业技术创新》紧扣后经济危机时代企业亟须
学习和创新的时代背景，深谙开放式创新时代永续创新的主旋律，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为核心要务。
综合运用知识观、组织学习和技术创新等相关理论，围绕“科学／经验学习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这一基本研究命题，通过理论分析和对230个国内制造企业的调查研究，深入剖析科学／经验学习对企
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探讨科学／经验学习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演化轨迹，为中国企业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进而在新竞争格局中求得生存并获得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框架。
《创新管理前沿问题丛书：基于科学/经验的学习与企业技术创新》适合从事技术和研发管理的经营管
理者、研发人员、高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对创新管理和组织学习感兴趣的各类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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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过程能力观以组织学习过程环节为切入点来分析学习能力的内涵，如Kim（1998）、Jerez-Gomez
等（2005）、Hsu和Fang（2009）、陈国权和郑红平（2005）、胡汉辉和潘安成（2006）等的研究。
Kim（1998）认为，组织学习能力是组织吸收能力的一个功能，吸收能力需要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技能。
学习能力是指消化知识的能力，目的在于模仿；解决能力是指创造新知识的能力，目的在于创新。
Jerez-G6mez等（2005）把组织学习能力定义为组织处理知识的能力，即创造、获取、转移、整合和改
变其行为的能力。
他们认为，当组织具备一定的条件与特征时，学习可以得到促进与指导，这些特征便决定了一个组织
的学习能力，进而提出了组织学习能力的四个测度指标，即管理承诺、系统思考、开放性与试验以及
知识传递与整合。
Hsu和Fang（2009）将学习能力定义为组织吸收和转化新知识，并应用到有竞争优势和高生产率的新产
品开发中的能力，包括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
我国学者陈国权和郑红平（2005）认为，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体现在组织学习的各个过程阶段中，包
括发现能力、发明能力、选择能力、执行能力、推广能力、反馈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
胡汉辉和潘安成（2006）认为，组织学习能力指组织为了开发与挖掘组织潜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通
过知识的模仿、改进与创造来提高组织与环境相适应的胜任力。
上述观点将组织学习过程和环节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学习能力的形成机理和运行机制。
组织学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Ulricheta1.，1993），学习是学习型组织的灵魂，知识是学习的对象，它
们是研究组织学习能力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
过程能力观把握住了学习能力最本质的内涵，但忽视了组织学习的主体性（高章存，2007）。
　　主体一过程综合能力观从学习主体与过程整合的视角来展开研究，如Nevis等（1995）、严志庆和
王振江（2000）、牛继舜（2004）等的研究。
Nevis等（1995）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学习系统，从学习过程和主体两个维度来探讨学习能力。
学习的过程包括知识获取、知识共享和知识利用三个阶段；组织学习有七种不同的学习导向和十种促
进学习的因素。
不同的组织在学习导向和促进因素上有不同的选择和配合，从而形成不同的获取、共享和利用知识的
能力。
我国学者严志庆和王振江（2000）认为，组织学习能力是指组织内部成员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
通过对信息的及时认知、全面把握和迅速传递，达成共识并作出正确、快速的调整，是组织拥有的比
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的自我创新能力，反映了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对各种内外信息的认知与反应的能力
。
牛继舜（2004）认为，组织学习能力是组织在整合个人学习能力的基础上形成的学习能力，表现为组
织作为学习主体获取、传播、共享、转化知识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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