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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具有變革導向的企業文化──以情節規劃策略為例

特刊

陳建甫 

情節是指未來可能發展的結果，它反映出某些社會事實與對社會變遷的預期結果。情

節規劃不僅被使用在軍事戰略分析上，也廣泛的運用在商業營運診斷與民間機構的組

織再造等議題上。「國際史丹福研究機構」（SRI Interna-tional）情節規劃專家雷

斯頓與威爾森（Ralston and Wilson）在「情節規劃手冊：在不確定的時代裡去發展

策略」（The Scenario Planning Handbook：Developing Strategies in Un-certain 

Times）中，詳細介紹在面對不可確定的未來社會時，企業或組織決策者如何透過情

節分析來解決不可預知的衝擊與挑戰，該書透過實際的案例，讓決策者能夠在最短時

間內，瞭解何謂情節、分析方法、步驟與流程，以及如何使用情節規劃來作進行決策

與採取行動。 在進行情節規劃時，作者認為需歷經醞釀開始、先進行環境分析、產

生情節與進行分析、以及從情節到決策等四項階段，並設計出18個步驟來讓決策者、

組織成員、或輔導專家能夠運用，這包括：1醞釀情節分析的個案、2獲得執行部門的

諒解、支持以及行動參與、3定義所需決策的焦點、4設計流程、5挑選適當的輔導專

家、6形成情節規劃的團隊、7收集可運用的資料、觀點與可能預期的結果、8確定與

評估有哪些影響決策的因素、9確定具關鍵性的力量與驅策動力、10只專注在具關鍵

性的議題、因素或驅策力上、11評估不可確定因素與驅策力的重要性與可能產的結果

、12確定「不可確定因素的關鍵面向」，以符合情節分析所需的邏輯性與架構、13選

擇情節分析邏輯或架構，去涵蓋所有可能的情節發展、14撰寫每個情節所可能發生的

故事、15需不斷演練各種可能發生的情節、16給決策者提供意見、17確定某些具體跡

象來加以監督、以及18與變革組織不斷的進行溝通等。 

不願意變革是企業或組織最常見的通病。部分是因為企業組織並沒有感受到外在環境

中潛在的風險與威脅，或是企業組織內部欠缺組織變革的環境、或根本無法持續修正

或更新組織未來發展目標。因此，該書在第六部份裡，闡述企業組織需具備「警覺」

外界環境變遷或未來不可確定的能力、需建構組織內部溝通機制與發展組織再教育的

課程，以及持續微調、修飾、更新未來的情節以符合企業組織的需要。 

首先，他們提出設定情節、監督控管、搜尋掃瞄、策略發展、選擇（或條件）性的策

略發展、偶發（或意外）性的計畫、以及實際執行等一系列的「環境分析系統」。透

過不斷搜尋與偵測等方式去發現組織內部潛在的衝突、外在的危機與未來可能所面臨

的風險。其中，當外在危機或風險尚未釐清時，仍需要審慎發展選擇性策略加以因應



，以方便企業組織能進行真確的判斷與行動，另外，企業組織也需要珍惜偶發性計畫

，以便應付突發性或「外卡」因素所帶來的衝擊。 

其次，組織內部的溝通能量已經成為組織文化變革的基石。當企業組織習慣威權式的

領導模式後，組織內部所預見的問題、不同意見、或聲音便逐漸消失，雖然由上到下

的單一的思考與運作模式，讓組織似乎變得比較有效率，但是，單純化的結果卻對企

業組織喪失因應外界不同衝擊的能力，也澆熄組織內部所可能醞釀的潛在能力，這對

要轉變成具有變革導向的企業組織文化無疑是一項打擊。因此，作者認為除了強化組

織溝通的能量外，企業主管更需要重新接受組織文化變革的教育課程與訓練，才有辦

法讓整個企業組織成為一個具有學習能力的企業組織。 

最後，許多企業組織忽略要如何將這些可能情節，轉變成可具體執行的步驟，甚至需

要針對不同部門或層級的需要來進行修飾或或調整，才能將情節分析落實到各部門。

因此，他們建議企業組織除了要不斷的更新可能發展的情節外，更需對已經實施的情

節策略與目標進行修正，如此，企業組織才能夠從逐漸熟悉變革，與醞釀具有變革取

向的企業文化，而企業主管、組織成員才能習慣與善用這種變革導向的組織文化，來

應付外來的衝擊與不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