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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企业》

前言

　　充满理念的经济　　我们生活在充满理念的经济之中。 　　如果我们观察那些经常见诸报纸标题
的一些公司，或大众瞩目的一些组织机构，或使人浮想联翩的人物或团队，我们可能发现商务世界的
创新，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老的记分方法——测算有形资产和诸如土地、工厂、设备和办公楼等生
产要素，将由新的计量体系所取代：具有最佳理念的团队，最优秀的人员，最默契的工作方法，最大
的工作热情，与顾客最密切的联系，最成熟的商务模式，最完美的实施。这便是获得成功的组合。理
念、人才、团队、群体、激情、价值观和知识，这些软性资产在今天尤为重要。　　这是博特金和本
书所倡导的世界。这是一个崭新的工作世界，振奋人心，要求严格，具有创造力。在这里工作的人们
思路清新，意志坚定。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后企业再造的世界。对于许多人和公司来说，商
务过程的重构是让人烦恼的记忆：“我们何苦要进行这些变革？”如今只能让这么做的机构和人员追
悔莫及重温企业家所熟知的裁减员工、外发加工和其他刀耕火种的策略，人们不由得怀疑起这些信念
的初衷。作为严肃的企业家，我们当真相信能够藉此取得辉煌的成就吗？我们确实以为减少组织部门
能使企业运转得更快一些吗？我们真的指望削减人员，以及随之而去的专业技能，能使企业更具创造
、革新和增长能力？　　这些问题便是本书和吉姆·博特金工作的背景。在我为本书中所涉及到的充
满理念经济中的一些重要观念稍作评论之前，我想首先介绍一下吉姆。这也是企业再造的一个遗留问
题。当你着手评价一个人的观念时，评价这个人的品格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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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已进入称为知识经济的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以计算机、通信和网络等技术为基础，以知识企
业、知识群体为单元的经济。知识企业就是智能型企业。本书是西方第一本论述智能型企业的著作，
全面介绍了智能型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主要特性和职能，并且对以施乐、摩托罗拉等高科技公司
为代表的智能型企业做了深刻的剖析。作者认为，建设智能型企业的关键是培养知识群体，开展知识
商务，而造就知识群体的关键是沟通信息、共享知识，把知识变成智慧，实现创新。因为只有当知识
为大家共享时，它才具有最大的生产力。作者主张把企业变成学习型组织，以知识群体和知识商务改
造传统企业的营销策略和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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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吉姆·博特金博士是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公司学习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当今世界上一位领先的
知识咨询专家、知名学者、受人尊敬的演说家和作家。他著有曾获奖并翻译成多国文字的《学无止境
》，以及关于企业的其他六本书，现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砍布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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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他知识产品的例子有可口可乐公司在日本使用的80万台自动饮料售货机。每台售货机装有计算
机芯片，能够感知饮料是否装满杯子，饮料温度的高低，白天还是晚上，以及做好销售的记录。装备
了这种信息和软件程序，这些售货机可以进行实时定价。如果外面气温较高，或在高峰购买时段存货
不足时，价格会稍微上扬一些。如果在滞销时段，存货充裕时，而且周围温度较低，该售货机便会自
动做广告提供优惠价格。这是一种智能的知识产品，可以预算未来有多少种产品和服务要定价，定多
少价——这种实时定价方法，类似股票和债券的定价方法，而不同于汽车和水泥的定价方法。　　禅
宗有句老话：“当学生准备好的时候，大师就出现了。”　　在许多公司中，首席知识执行官（CKO
）已经出现。但并非所有雇员都已准备好自己获取知识的途径。有些人早已作好准备，他们是新型的
知识工人——创新模型中的“早期接受者”——他们可以帮助进行变革。另一些人是传统员工——是
“怀疑者”——他们抵制变革。因此首席知识执行官的第一件任务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怀疑者变为学
习者。虽然这看上去有点像禅宗公案，首席知识执行官最终的目标就是使所有员工都能管理好他们自
己的知识，从而使首席知　　识执行官这个职位最终消失。　　假如你能改变怀疑者，那你就能使整
个组织变得不仅关心知识，而且更“关心”知识的获取。上述的“准备好”意味着你要关心自己的知
识，关心建立联系和你想要联系的人。这需要鼓励，需要争取主动。导师可以教你，可以激励你，但
要想真正成地管理知识资源，单靠像一个首席知识执行官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知识是一种视角
　　我们总是无意识地认为知识是一成不变的。当谈论科学知识、医学知识或软件知识时，我们认为
它们是有形的；所有的图书馆、数据库和网址似乎也都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承认知识在成倍增长，承
认新知识代替旧知识。我们花费数百万的资金用于建造电子知识管理系统。然而，我们对知识的描述
的语言背后隐含这样一个假设：知识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触摸的、可以衡量的、是具体真实的。如果
你还坚持这种无意识的假设的话，那你就无可救药了。　　为了更好理解知识经济，我们最好把知识
定义为“一个群体所共享的一种视角，它允许群体采取一些有效行动”。这个定义初步提供了产生创
造性知识的一些要点。它引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我们如何创造新的视角？”或：“如何才
能使一个群体更快地分享新的视角？”以及：“什么样的视角会妨碍行为的有效性？”等等。要想在
知识经济时代赢得成功的话，这些问题比你在知识管理软件上的投资要重要得多。　　最后归结为一
点——信任　　生长多年的树木顷刻便能砍倒。信任的产生虽然不需那么长时间，却也会在瞬间完全
破坏。　　从狭义上讲，信任就是预期的互惠。广义上来讲，它是我们对对方的正直、能力或性格的
依赖。它的反义词有怀疑、疑问与法律合同。埃斯特·戴森说，一个群体最基本价值就是成员之间的
信任。　　在涉及有形资源像土地、劳动力或资本方面，信任一再被破坏时产生了大量的法律条例；
如今，当公众信任或个人的市场权力被滥用时，反托拉斯的法律也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但是，虽然
律师们在知识产权方面有所努力，用法律约束对诸如知识或学习这样的无形资产的破坏还仅仅处于起
步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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