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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政府機關在面對新時代國內外環境的急遽變遷與競爭壓力，正積極的營造學習型組織，建立學習型政府，以促進國家

的進步與發展。本研究首先探討學習型組織的產生背景，包括行政管理的發展狀況、新組織典範的產生進行分析瞭解；並

探討學習型組織理論基礎，及對邁向學習型組織的五項修練等理論體系探討瞭解，以作為行政機關建構學習型組織的理論

基礎及推動依據。 本研究並經由實地觀察參與及調查等研究方法，就行政機關目前推展學習型組織的現況進行瞭解，分析

出我國行政機關目前建構學習型組織的推展狀況，及探討如何加強推展。並依學習型組織理論，探討出有利於建構學習型

組織，應塑造的組織環境、組織文化及學習型組織的領導模式，並提出行政機關建構學習型組織的具體作為。由於建構學

習型組織，與機關知識管理是一體兩面的，因此本研究同時對組織知識的創新與擴散加以探討，並就學習型組織對機關知

識管理的重要性及其相連加以分析，以期經由建構學習型組織以強化機關知識管理。 本研究除依研究結果提出結論外，並

考量我國傳統的行政文化，及行政機關建構學習型組織須加以克服之處，提出做為未來的研究建議。

關鍵詞 : 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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