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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一個全球化競爭的環境，企業藉由組織學習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下仍有競爭力。但在不確定的時代中，加速組織學習已

成為企業學習的瓶頸。因此引發本研究以殼牌石油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情境規畫」是如何促進組織學習。 本研究的目

的為：運用情境規畫促進組織學習之相關命題、發展情境規畫具體做法，以提拱學術、實務界參考，以及藉由本個案之實

施經驗，提供有志推動組織學習企業之因應策略。 本研究是以描述性的質化研究，採用個案分析法的方式，探討殼牌是如

何運用情境規畫達到加速組織學習。 研究結果顯示，情境規畫確實能促進組織學習，藉由情境規畫的方式，改善習慣性防

衛的行為，進而改善個人與群體的心智模式，以改變個人之使用，最後達成組織學習的目的，將可改善組織績效。本研究

也發現情境規畫中，培養內部輔導者，可以促進組織的學習能力。當組織成員經由個人心智模式的改善，進而在組織中，

心智模式的共享過程中，將可達成有效的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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