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 么 建 立 一 个 成 功 企
业，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呢？

人们都会说“我想建一
个学习型组织”，但彼得·圣
吉关注的是背后的原因：为
什么？你为什么要建立一
个学习型组织？你有没有
意识到人们会常犯很多错
误？要建立一个文化，这个
文化要接受那些尝试新事

物 的 人 ，那 些 会 犯 错 误 的
人。彼得·圣吉认为，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年岁的增长，
人们对于学习的必经之路
——犯错误的态度会不由
自主地改变，进而影响人们
行动和实践。

“小孩通过摔跤、摔倒慢
慢学习走路，慢慢学习稳步
走路，慢慢学习加快速度，这

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
把同样的这个人放到五六岁
到了该上学的时候，同样学
走路的那个孩子，他会怎么
面对他现在犯的错误呢？如
果他犯同样的错误，他会很
难受，走路都走不好的错误，
会让他受不了。”

彼得·圣吉不断将学习
和学校、培训等概念区分开

来。“生活中重要的事情都是
没有标准答案的。很抱歉。
学校的规则对我们生活是没
有意义的，真正的人生问题
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
要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学习
型组织的氛围，就必须有宽
容的企业文化，让内部的员
工有一个良好的平台进行会
谈与分享。

经济新闻 商学院

记者：您对中国的传统
文化了解非常深，这对您研
究管理理论是否有影响？

彼得·圣吉：我会学习比
如孔孟之道，来加深我对组
织管理的理解。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受益匪浅的学习过
程。我更好地学习以和为
本、凡事适度。每个国家都
有传统，那是长期以来存在
的，必然有它存在的价值。

我们在学习型组织的过
程中间，应更多想一想深层次
的心智发展、开发或者追求。
我们能把人的工作做好，你的
组织和企业就做好了；我们能
够助人成长，你的企业一定能
够健康成长，所以我觉得助人
成长和助企业成长是同一种
哲学背景。

记者：您认为优秀的管
理者需要具有什么特质？

彼得·圣吉：我所敬仰的
或者敬佩的很成功的管理

者，我认为他们都是有生命
力的、不断发展和自我改进
的机体，都是以人为本的。

记者：如果只有一件事
能和中国读者分享，那会是
什么？

彼得·圣吉：第一个出现
在我脑海里的，是关于社会企
业家。这是全球化趋势，我不
知道这个在中国的进展如何，
但这可能是中国当下最需要
听到的。

记者：企业如何建立学
习型组织？

彼得·圣吉：我本身是一
个工程师，如果你当工程师，
你会了解工具的重要性，以
实践来完成工作的重要性。
很长时间一直存在的一个非
常简单的模型——核心学习
模式，在这之中，你会看到学
习能力是如何植入的。

第 一 个 就 是 比 较 重 要
的，我们称之为激情或者叫

热望。你怎么样将你的激情
和热望植入进去？一般来说
一个企业或者是某一个行业
里面的人，我们希望能够共
同的分享，拥有共同的志向，
或者是共同的追求方向。我
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程序，能
够给到各位最大限度的一个
平台，一起来商量、商谈，我
们可能共享的执着或者热
情，或者是灵感的方向。

第二个是深度会谈，人
们进行顺畅的表达。很多的
团队在做会谈的时候，是一
个非常浅层次的、肤浅的对
话。稍微一交流，就会发现
有矛盾，一旦有矛盾的激化，
大家就开始发脾气发火，最
后这个会谈就没有办法进行
下去，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是有致命伤害的。

最后一点代表了一个更
宽广的领域，是理解复杂事
物的能力。你应该了解每个

相对独立个体或者事物之间
的复杂性。这个价值链是怎
么样一个过程，这中间每一
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或者每
一个部分，它充当的作用是什
么？在一个组织里，它如何影
响到这中间的文化，文化又如
何影响到组织的生存？如果
我们在谈某一个公司或者是
企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这
个图景扩得更大，用更全局的
观点看待整个问题。

如果我们将时间画一个
维度，是永远。那你走得越
远你就会发现你有越长的路
要走，学龄前的小孩，他们学
习的核心动力和能力是什
么？这个答案我们可以冥想
一下。那这句话是非常重要
的 ，我 们 一 直 在 学 习 过 程
中。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
们将时间的维度画为永远的
话，你每一个具体阶段都是
在学习。 余玥 南都供稿

■对话彼得·圣吉

能把人的工作做好，你的组织和企业就做好了

学习型组织之父彼得·圣吉再
次来到中国。从2002年首次
来华，彼得·圣吉便开始了对
中国长达10年的关注。师从
国学大师南怀瑾，管理大师彼
得·圣吉融合东方与西方思
维，不断修正与完善自身的管
理理念。
23年前，《第五项修炼》风靡
一时，连续三年登全美最畅销
书榜首。彼得·圣吉在书中阐
述了自己的学习型组织理论，
企业可以通过“自我超越”“改
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
“团队学习”“系统思考”等五
项内容“修炼”成为学习型企
业。
“我要强调的学习是行动为主
体，是付诸实践。”10月19日，
彼得·圣吉在北大汇丰商学院
深圳举办的“当‘机遇’遇上
‘当务之急’”论坛上如是说。
人们该如何理解“学习”，企业
该如何“学习”？

专访学习型组织之父彼得·圣吉

变成赚钱机器的公司最易破产

“我们是谁”比“我们做
什么”要更重要。

我们公司运营的目的是
什么？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本投
入，进行一个最大回报率的产
出，对投资者有一个最大的回
报，是一个公司的最终目的、根
本目的、首要目的，这个叫公司
的机器运营模式，为了获取最
大利润的创造。

彼得·圣吉表示，大部分
开公司的人，当被问到公司
的目的是什么，公司为什么

而存在时，都会回答我们有
我们的愿景，有我们的宗旨，
我们也有很多花哨的词语让
我们公司宣传起来更加好
听。但实际上，被问到真正
核心的价值观的时候，大部
分人没有办法很好地回答。
他们会直接说，我们在乎的
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公司
的盈利状况。

一次课程实践中间，彼
得·圣吉曾让 7 个管理者进
行冥想，首先想着怎么停止，

接着是真正停止下来。“我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智模
式。如果把这个除掉，我们
能看到什么？看到的东西就
是你最重视的，你就要实现
它。”思维停下来了以后你才
能够真正地看周围到底是怎
么回事，而不是被你自己的
个人体验、野心或者欲望所
控制。

彼得·圣吉认为，定位比
盈利更为重要，需要被解答的
问题是：我们是谁？我们为什

么存在？我们怎么样才让社
会变得更好？“盈利对于一个
公司的意义，就好像是氧气对
于人的意义。利润很重要，如
果不盈利，你就出局了。但是
氧气不是目的，我觉得更重要
的是要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要
呼吸？你需要氧气的目的是
什么？”在彼得·圣吉看来，一
味追求利润、将自己变成赚钱
机器的公司最容易破产。只
有清楚“我们是谁”，才不会轻
易被时代抛弃。

“我们是谁”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

大的企业能够存活多久？
这是壳牌曾经做过的一

个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财
富》500 强公司，在过去 200
年中，大部分最成功的大公
司寿命只有三四十年，曾经
非常成功的公司其实平均寿
命非常短。研究的另一发现
是，18%的企业超过了 200 年
的历史，这里面只有两家美
国公司，宝洁和杜邦。

彼得·圣吉认为，这 18%
的公司虽然不一定像大公司

一样拥有人才、市场份额、技
术等各种条件，但能够适应世
界变化的环境，而很多组织并
不能有效学习和成长。“存活
不了太久的公司，是按照机器
的方式来管理的。管理者最
关心的事情是能赚多少钱，投
资回报是多少。公司就像一
个赚钱的机器一样。这个机
器有输入，然后有产出，产出
就是利润，输入就是经济资
源、材料资源、原材料等，当然
还有人力资源。”

“资源在英语里面就是
‘一直保留着，站在那儿等待
着被用的东西’，这些就是资
源，所以‘人力资源’是个很奇
怪的词。”一般人都会觉得大
部分的企业是一个机器，就是
让里边的主体受控、局面受
控，管理者最害怕就是失去控
制。彼得·圣吉表示，管理不
能对待人像对待机器一样，应
该意识到以人为本，给员工更
多的机会和权力，才能创造出
一个有生命力的系统，在企业

中创造出学习的氛围。
这些繁荣了 200 年的公

司有一个共同点：对周边环境
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而运
营这个公司的人，在彼得·圣吉
的眼中，他们真真切切在乎周
围的环境和社区，将自己置身
其中，作为其中的一员来感
受。随着生意的增长、繁荣，他
们带来的影响会扩大到越来越
多的人数上面，这个就影响到
现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些
是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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