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组织结构与组织设计 

1、管理层可以采取哪些方式进行部门化? 

答：部门化指对工作单元进行合并的基础。管理层可采取五种方式进行部门化，具体如下： 

(1)根据职能划分部门，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例如，一家制造业的管理者通过把工程、

财会、生产、人事和采购方面的专业人员划分到不同部门中来组织工厂；一家医院拥有的职

能部门可能包括研究部、护理部和财务部等等。 

    (2)根据组织生产的产品类型进行工作任务的部门化。例如，宝洁公司就是这样组织它

的产品线的。每一项主要的产品(例如，汰渍洗衣粉、帮宝适婴儿、纸尿裤、Charmin 纸类

卫生用品和品客暑片)都由一位高层经营者管辖，他对该产品的全球活动承担所有责任。 

  (3)根据地域进行划分。例如，就营销工作来说，可以根据地域分为东、西、南、北四

个分区，实行分片负责。    

  (4)根据过程进行部门化。例如，假设你到一家州立机动车辆管理办公室去办理驾驶执

照，在得到驾照之前，你可能要去好几个部门。在某个州，申领驾照必须经过三个步骤，每

个步骤由一个独立部门负责：机动车管理部进行核查；执照部负责具体工作；财务部负责收

费。 

  (5)根据顾客的类型进行划分。例如，微软公司最近围绕四类客户市场进行了重新组织：

个体消费者、大型公司、软件开发商和小型企业。 

在大型组织在进行部门化时，可能会综合运用上述介绍的各种方法。  

 2、归纳组织规模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 

    答：组织规模指组织的人数。组织的规模越大，组织结构就会趋于复杂和规范化。两者

的关系表现为： 

    (1)随着规模的扩大，在管理者的管理幅度的约束下不可避免的需要分层，因此会形成

多层次的组织结构。 

    (2)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的关系更加复杂，协作也更加困难，因此需要对员工进

行部门划分，形成多部门结构。企业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小规模的企业，容易形成有机式的

组织；而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企业就会逐步形成机械式的组织。 



例如，大型组织倾向于比小型组织具有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和横向及纵向的分化，规模条

例也更多。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而是规模对结构的影响强度在逐渐减弱，也即随

着组织的扩大，规模的影响力显得越来越不重要。 

 3、如果你是一个矩阵结构中的员工，你认为这种结构有哪些优点?有哪些不足? 

    答：矩阵结构是把按照职能组合业务活动，以及按照产品(或工程项目、规划项目)组合

业务活动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的一种组织设计，即在同一组织内部，既设置具有纵向报告关

系的若干职能部门，又建立具有横向报告关系的若干产品部门(或项目小组)，从而形成纵向

和横向管理系统相结合，形成矩阵的组织结构形式。 

    矩阵结构的主要优点有： 

    (1)有利于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通过具有横向报告关系的管理系统，把各

职能部门的有关人员联系起来，便于沟通信息、交换意见；同时，有关的职能人员参加了项

目小组以后，承担着共同的任务和目标，整体观念得到了加强，这些显然能够促进职能之间

的协作。 

    (2)有利于顺利完成规划项目，提高企业的适应性。采用矩阵结构，可根据完成某一特

定任务的要求，把具有各种专长的人员调集在一起，做到集思广益、各展其能，加之横向协

调方面的优越性，有利于该项目任务的顺利完成。当更换另一项新任务时，又可灵活机动的

根据新任务，需要什么样的人员，就调集什么样的人员。所以，这种组织结构能提高中层和

基层管理的灵活性及工作效率，从而增强整个企业的适应性。 

    (3)由于矩阵结构内部都有两个层次的协调，这样就能够减轻上级主管人员的负担，有

利于高层管理集中精力制定战略目标、决策和规划，以及对执行情况的监督。 

    (4)有利于职能部门与产品部门相互制约，保证企业整体目标的实现。由于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往往不止一个。矩阵组织中的职能部门，受其分工的局限，

注重质量、成本等因素，而产品部门则负有创新的使命。只要赋予他们相应的职极，通过沟

通和协调，就能做到统筹兼顾，以保证全面实现企业的整体目标。  

    矩阵结构的主要缺点有：  

    (1)组织的稳定性较差。按产品或项目成立的组织，其成员经常变动，人事关系不稳定。

同时，小组成员来自各职能部门，任务完成后仍要回去，容易产生临时观点。 

    (2)双重领导的存在，容易产生责任不清、多头指挥的混乱现象。为此，职能部门、产



品部门和下级单位的人员之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沟通，致使频繁的碰头和解诀冲突

的会议过多。 

(3)机构相对臃肿，用人较多。  

 4、试论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进入上个世纪末，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组织结构正在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这些变

化的新趋势主要有： 

    (1)组织形式扁平化。目前许多企业组织结构已经开始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扁平化方向

发展。所谓组织结构扁平化，就是通过减少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来建立一种紧凑的扁平

型组织结构，使组织变得灵活、敏捷，提高组织效率和效能。形成组织形式上扁平化的原因

主要有：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对中层管理的需要；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减少

管理层次有利于提高信息传递效率；更多人认为通过扁平化组织结构能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

务；能够节约管理费用，降低企业成本。这种扁平化组织结构带来的优势是： 

   ①管理幅度增宽，管理层次缩减，职工积极性提高，更多地不是依赖上级而是需要自己

在工作中做出决策。  

   ②信息流变得畅通。层次的减少以及新技术的采用，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信息流畅通。      

   ③创造性、灵活性增强。信息流的畅通使企业能灵敏、快捷地对顾客需求做出反应，有

助于增强企业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④决策周期缩短。信息流畅通、分权加大、灵活性与创造性增强，都会缩短决策周期、

提高决策质量。   

   ⑤士气和生产率有所提高。新的组织给职工的工作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给他们扩展

了表演舞台，必然导致职工士气增长、企业生产率提高。   

   ⑥成本降低。管理层次和职工人数减少，工作效率提高，必然带来产品成本的降低。 

   (2)组织结构团队化。许多企业正在摒弃垂直式功能化的组织结构，而转向以“团队”

为核心的过程化组织模式。最为突出的代表是美国当今著名的微软公司，它的“团队化”组

重结构效率高、创新强，成为世界高新技术企业的楷模。所谓“团队”就是让职工打破原有

的部门界限，绕过原来的中间管理层次，直接面对顾客和公司总体目标，以群体和协作的优

势赢得组织的高效率。团队组合的类型一般有两种：一类是“专案团队”，其成员主要来自



公司各单位的专业人员，为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组织在一起，例如新产品的开发、新技术的

推广与应用，解决公司遇到的市场危机等而组成的团队。另一类是具体工作团队，主要从事

日常业务工作，长期存在的“团队”的运作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①目标明确。共同的、明确的目标是团队得以存在的基础。任何一个团队的成员都愿意

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缺乏明确目标的团队无法开展工作，自然也就无法存在。 

  ②界限不明。团队是由不同部门、不同技能的职工构成的，职工一旦进入团队后，就不

再受原职能部门的管辖，而是依据团队的目标和工作标准自主开展工作，团队直接向总公司

负责。 

    ③角色分工。有效团队的成员必须在清楚的组织框架中，做好角色定位和分工，每个成

员均应清楚了解自己的定位与责任，团队中成员的角色有三种：a.以工作为导向的角色，主

要任务是促成团队决策目标的实现，为此要主动分析观察、审时度势努力开展工作。b．以

关系为导向的角色，主要任务是有效发展以团队为中心的各项组织活动，为此必须具备激励、

交际、观察等能力。c．以自我为导向的角色，该角色往往注重自我价值目标的实现。 

    ④规模适中。团队成员的人数一般视任务的工作量而定，理想的规模应为 3—7 人，最

多不能超过 25人。规模过大不便于成员间沟通交流，影响团队成员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

任何团队的发展过程都必须经过初始组成——达成共识——正常动作——适时解散四个阶

段，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应有这样的观念和思想准备。 

    (3)组织规模精干化。西方许多企业的规模正在向适度或精干的方向调整，因为面对激

烈的市场竞争，使下属的生产经营单位规模适当，既可发挥小企业“船小好掉头”的机动灵

活的能力，又依托于大企业科研开发的雄厚实力。同大公司相比，这些公司的销售额很有限，

仅在 2～10亿美元，但同小出口商相比，活力却非常惊人。这种“小而实、小而活”的公司

在竞争中也常有其独到之处，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4)组织发展创新化。西方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的创新功能很强，许多跨国公司每 5 年至

20 年往往就要重新调整一次组织结构，尽管这种组织结构上的大变动会引起组织的振荡，

带来一定混乱，但如不进行调整，也会因老的组织结构的僵化而引起很多问题。目前西方一

些大公司，更侧重于公司组织结构能根据内部、外部环境重化的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这种

自我更新的好处是：适应外界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并保持长久的优势；能减少甚至排除由于

组织剧烈变化所引起的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