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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组织

p本篇结构

p第八章  组织设计

p第九章  人力资源管理

p第十章  组织变革与组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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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组织设计

p第一节  组织与组织设计

p第二节  组织的部门化

p第三节  组织的层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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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组织与组织设计

p一、组织与组织设计的内涵

p组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为实
现某个共同目标而协同行动的集合体.

p组织设计——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对组织的
结构与活动进行创构、变革与再设计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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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作的逻辑过程

1.企业目标 

2.实现目标的
政策和计划 

3.明确所需要
的活动并加以
分门别类 

4.根据资源和环
境把活动分成组 

5.授权 

6.权力和信息
关系的横向和
纵向协调 



2024/12/7 6

p二、组织设计的任务与原则

p组织设计的任务是设计清晰的组织结构、规划与
设计组织中各部门的职能和职权,确定组织中职能
职权、参谋职权、直线职权的活动范围并编制职
务说明书.

p主要包含三大任务：

p职能与职务的分析与设计

p部门设计

p层级设计

p组织设计的成果：形成组织结构系统图和职务说
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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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组织设计的原则

p专业化分工原则

p统一指挥原则

p管理幅度原则——任何主管能够直接有效
地指挥和监督的下属数量总是有限的,这个

有限的直接领导的下属数量即管理幅度

p权责对等原则

p柔性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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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三、组织设计的影响因素

p环境因素

p战略因素

p技术因素

p组织规模与生命周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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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组织的部门化
p 一、组织部门化的基本原则

p 因事设职与因人设职相结合的原则 

p   使"事事有人做",而非"人人有事做". 

p   保证"有能力的人有机会去做他们真正胜任的工作". 

p 分工与协作相结合的原则

p 精简高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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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二、组织部门化的基本形式与特征比较

p 1.职能部门化

p 按照生产、财务、管理、营销、人事、研发等基本活动相
似或技能相似的要求,分类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

p 优点：突出业务活动的重点,确保高层管理的权威性并使
之有效地管理组织的基本活动；符合活动专业化的分工要
求,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员工的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有
利于目标的实现.

p 缺点：对组织目标的认识有限；过度的专业化带来的局限
性；弱化了职能之间的协调；对环境适应性差；不利于高
层管理者〔总经理〕的产生.

p 是直线制、直线职能制组织形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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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产品或服务部门化

p优点：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产品系列；由于清晰
的产品责任和联系从而实现顾客满意；为运用专
项资金、设备、技术和知识提供方便；有利于产
品和服务的多样化；有利于管理人才的培养；决
策分权等.

p缺点：增加了统一指挥的难度；管理层次 和费用
增加；高素质管理人才缺乏等.

p 3、地区〔区域〕部门化

p与产品部门化类似.

p产品部门化与地区〔区域〕部门化是事业部制组
织形式的基础.

p 4、顾客部门化

p 5、流程部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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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长

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班组长 班组长 班组长 班组长 

1.  直线制组织结构 

三、组织结构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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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企业的一切管理工作均由企业的厂长<公司
经理>直接指挥和管理,不设专门的职能机构 .

  优点:管理机构简单;管理费用低;命令统一;决策迅
速;责权明确. 

  缺陷:领导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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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长

职能科室 职能科室 职能科室 职能科室 

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职能组 职能组 

班组长 班组长 班组长 

2.  职能制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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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特点:采用专业分工的管理者代替直线制的全能管
理者;在组织内部设立职能部门,各职能机构在自己
的业务范围内有权向下级下达命令和指示;各级负
责人除服从上级行政领导的指挥外,还要服从上级

职能部门在其专业领域的指挥 

p   优点:分工细;弥补行政领导的不足 

p  缺陷:多头领导,削弱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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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长

职能科室 职能科室 职能科室 职能科室 

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职能组 职能组 

班组长 班组长 班组长 

3. 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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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特点:以直线制为基础,在各级行政领导下,设置相
应的职能部门.只有直线人员才具有对下级指挥和
命令的权力,而参谋角色是建议、思考和协助. 

p   优点:既保证了集中统一指挥,又发挥各种专家业
务管理的作用. 

p   缺陷:直线与参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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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人事处 计划处 供应处 设备处 财务处 研究开发部 

电池事业部经理 微型电池事业部
经理 

汽车用电池事业
部经理

销售科 

财务科 

电瓶厂 

电木厂 

销售科 

干电池厂 

手电筒厂 

工业用电池厂 

生产计划科 

微型电池厂 

微型电池研
究室 

销售服务部 

4. 事业部制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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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特点:在一个企业内对具有独立产品市场、独立责
任和利益的部门实行分权管理<独立核算、自负
盈亏的利润中心>;总公司只保留预算、重要人事、
方针战略等重大权力 

p   优点:统一管理;多种经营;专业化分工 

p   缺陷:人员要求高;机构设置问题;各事业协调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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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
(1)

职能部
门(2) 

职能部
门(3) 

职能部门
(4) 

A项目小组

B项目小组 

C项目小组 

总经理

5.  矩阵制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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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特点:在直线职能制垂直形态组织系统的基础上,

再加上一种横向的领导系统 

p   优点:灵活性;弹性;加强协作;富于创造性 

p   缺陷:短暂性;多头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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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组织的层级化

p一、组织的层级化与管理幅度

p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关系

p决定有效管理幅度的因素

p          ①工作能力<主管与下属>

p          ②工作性质与内容<层次、计划完善程度、
工作内容相近性、非管理事务等> 

p          ③工作条件<助手、通讯配置情况> 

p          ④工作环境<变化情况>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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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二、集权与分权

p 1.权力的性质与特征 

p Max Webber:《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权力是一种
社会关系中的某一行动者能处在某个尽管有反抗也要贯彻
他自己的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 

p Peter M.Blau:《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权力是
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人反抗,

这些人或群体也可以通过威慑来实现这种能力,威慑的形
式是：撤消有规律地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 

p :《经理人员的职能》：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就是通过变个
人的动机来影响他们的行为,从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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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 

个人
权力 

制度
权力 

个人专长权 

个人影响权 

惩罚权 

其他法定权 

奖励权 

与职位有关，而与 

占据该职位的人无关 

与职位无关，而与 

占据该职位的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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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职权类型

p职权是指组织内部授予的指导下属活动及其行为
的决定权.管理中的职权来源于三个方面：

p制度权力、个人专长权和个人影响权.

p具体分为三种形式

p直线职权——管理者直接指挥下属工作的权力.

p参谋职权——管理者拥有某种特定的建议权或审
核权,评价直线职权的活动情况,进而提出建议或
提供服务.

p职能职权——由直线管理者向自己管辖范围外的
个人或职能部门授权,允许他们按照一定的制度在
一定职能范围内行使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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