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组织结构设计



2–21–2

 1.  1. 组织结构设计的目的是通过结构设计保障组织目标实现组织结构设计的目的是通过结构设计保障组织目标实现

•管理者在组织(organization)中工作

由于由于组织经营环境和组织目标是动态的

因此因此组织结构有自己的特性：保持稳定和适应性保持稳定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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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系统示意图例：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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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任何时候组织结构设计的具体目标任何时候组织结构设计的具体目标

•一方面需要把工作任务分解成各项具体的工作

•另一方面又需要保证这些分散的工作可以结合成

整体性工作

也就是：

通过分解与合成使得组织成为一个分工协作的系统

核心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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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组织结构设计的核心任务组织结构设计的核心任务

组织结构

部门结构部门结构

  即完成组织目标所需

的各项业务工作及其
比例和关系。如一个企
业有经营、生产、技术、
后勤、管理等不同的业务
职能。各项工作任务都为
实现企业的总体目标服务，
但权责关系却不同。

即各管理或业务部门的构成，又
称组织的横向结构。如企业设
置生产部、技术部、营销部、
财务部、人事部等职能部门。

即各管理层次的构成，又称组织的纵
向结构。例如，公司机构的纵向层
次大致可分为：董事会→总经理→
各职能部门。而各部门下边又设基
层部门，基层部门下边又设立班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纵向
的组织结构层次。

即各层次、各部门在
权力和责任方面的分
工及相互关系。

如董事会负责决策，
经理负责执行与指挥，
各职能层次、部门之
间的协作关系、监督
与被监督关系等。

职能结构职能结构
职权结构职权结构

层次结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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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系统示意图例：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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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组织结构设计的核心任务组织结构设计的核心任务--成果展现成果展现

组织结构组织结构
系统图系统图

编制职务编制职务
说明书说明书

组织结构设组织结构设
计的任务计的任务

职务说明书应该能简单明了地指出：职务说明书应该能简单明了地指出：

各项管理职务的工作内容，职责与权力，各项管理职务的工作内容，职责与权力，

与组织中其他部门和其他职务的关系，与组织中其他部门和其他职务的关系，

担任该项职务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担任该项职务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包括基本素质、学历、技术知识、工作包括基本素质、学历、技术知识、工作

经验、处理问题的能力等。经验、处理问题的能力等。

完成核心任务涉及六个关键决策…….第7页,共63页，2024年2月25日，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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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

•职能分工
•部门化
•指挥链
•控制跨度（管理幅度)
•集权与分权
•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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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

• 职能分工与设计职能分工与设计

ØØ描述组织中的任务被划分为各项专门工作的程度，每描述组织中的任务被划分为各项专门工作的程度，每
个步骤由不同的人来完成个步骤由不同的人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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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职能设计
Ø 组织基本职能的设计
Ø 关键职能的设计
Ø 职能的分解

•找出国内外比较先进的同类企业作为参考系，然
后根据组织设计的有关变量因素，如环境、战略、

技术、规模、人员素质、企业生命周期等特点加

以调整，确定本企业应具备的基本职能。 

是否由必要增加新的基本职能 
是否有必要细化某些基本职能 
是否有必要简化某些基本职能

职能分工与设计职能分工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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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企业基本职职能的典型形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职职能的典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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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分工与设计职能分工与设计

Ø组织基本职能的设计
Ø关键职能的设计
Ø职能的分解

 1.第一类关键活动是为战略目标实现的活动。
2.第二类关键活动是企业短板活动。 “木桶效应”现象。
3.第三类关键活动是有特别价值的活动，如火药厂的安全活动，
化工企业的环保活动等

以质量管理为关键职能的组织结构
以技术开发管理为关键职能的组织机构

以市场营销为关键职能的组织结构

以生产管理为关键职能的组织结构

以成本管理为关键职能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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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职能关键职能

总经理

综合计划处 TQC室 

质量管理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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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职能关键职能

总经理

劳资处 设备处 运输处

生产办公室

总调度室

以生产管理为关键职能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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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分工与设计职能分工与设计

• 组织职能设计
v 组织基本职能的设计

v 关键职能的设计

v 职能的分解

  职能分解：将以确定的基本职能和

关键职能逐步分解，细化为独立的、
可操作具体业务活动。 

• 职能分解的基本要求：

   1、业务活动的独立性 

   2、业务活动的可操作性

   3、避免重复和脱节

    生产计划

    生产调度

    仓库管理

    运        输

一级职能 二级职能 三级职能

研究与开发

市场营销

制        造

人        事

财        务

… …

    工程

    生产控制

    采购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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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并不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而是将工作划分为若干步
骤,由一个人单独完成其中某一个步骤。

• 传统观点认为:劳动分工是增加生产率的不尽源泉。

• 现代观点认为:劳动分工并非越细越好。

劳动分工程度

劳
动
生
产
率

    劳动分工在专业化没有得到普遍
推广的情况下，应用它通常总能产生
更高的生产率。但在某一点上，由劳
动分工产生的人员的非经济性(厌倦、
疲劳、压力、低生产率、劣质品、矿
工、高离职流动率等）表现出来，会
超过专业化的经济优势。

职能分工与设计职能分工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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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

•职能部门化
Ø 基于工作职能组合工作

•产品部门化
Ø 基于产品线组合工作

•地区部门化
Ø 基于地区或地理组合工作

•过程部门化 

Ø 基于产品或客户工作流程组
合工作

•顾客部门化
Ø 依据共同的顾客组合工作

部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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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化职能部门化

•优势
Ø将同类专家及拥有相同技能、知识和观念的人组合在一起
从而提高效率

Ø职能领域内部的协调
Ø深度的专门化

•劣势
Ø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良
Ø缺乏对组织整体目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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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部门化地区部门化

• 优势
Ø更有效地处理特定区域所产生的问题
Ø更好地满足区域市场的独特需求

• 劣势
Ø职能的重复配置
Ø可能感觉到与组织其它领域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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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部门化产品部门化

+ 促进特定产品或服务的专门化经营

+ 经理人成为所在领域的专家

+ 贴近客户

– 职能的重复配置
– 缺乏对组织的整体目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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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部门化过程部门化

+ 工作活动的更有效流动

– 只适用于某些类别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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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部门化顾客部门化

+ 能由专家来满足和处理顾客的需要及问题

- 职能的重复配置

- 缺乏对组织整体目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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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

•指挥链
Ø组织高层延伸到基层的这样一条职权线，它规定了谁
向谁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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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

•职权
Ø指管理职位所固有的发布命令和希望命令得到执行的这
样一种权利

•职责
Ø对完成任务的期待或义务

•统一指挥
Ø指每个下属应当而且只能向一个上级主管直接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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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何获得权力？
• 1) 强制权力(依赖于惧怕)

•     如降职、解雇、不喜欢的工作 

• 2) 奖赏权力(与强制权力相反)

•     如奖赏、晋升、有趣的工作

• 3) 合法权力(职权)

• 4) 专家权力(专长、特殊技能或知识)

• 5) 感召权力(拥有独特智谋或个人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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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权与权力对照

B.权力

人事
财 务

会计

营销

权力核心

生产
研究开发

职

权

层

次

A.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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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

•管理跨度
Ø管理者能够有效率又有效果管理下属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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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

•管理跨度
Ø影响管理跨度的因素：

v管理者的能力和技能

v雇员特点

v完成工作的特点

v任务的相似性

v任务的复杂行

v下属工作地点的相近性

v任务标准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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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组织结构设计涉及六方面关键要素的过程

•集权化
Ø组织高层进行决策制定的集中程度

v组织内部高层管理做决定，底层雇员只是简单的执行他们的命
令

•分权化
Ø组织内部，决定权被分配给最接近执行的管理层

•员工授权
Ø给雇员更多的制定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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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组织中较低管理层次制定决策的频
度或数目越大，则分权程度越高可
能性 

q 组织中较低层次决策的范围越广，
涉及的职能越多，则分权程度越
高

q 比如按地区划分的管理单位，如果只
有权对生产问题作出决策，则组织的
分权程度较低；

q 相反，如果对市场营销、甚至财务问
题也有一定的决策权，则企业是一个
分权化组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q 决策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
方面来衡量：

q 一是决策的影响程度

q 二是决策涉及的费用

决策频度决策频度

决策的幅度决策的幅度

对决策的控制程度对决策的控制程度

决策的重要性决策的重要性
分权的标志

q如果高层次对较低层次的决策没有任何控
制，则分权程度极高

q如果低层次在决策后要向高一级管理部门
报告备案，则分权程度次之

q如果低层次在决策前要征询上级部门的意
见，向其“咨询”，则分权程度更低。

第30页,共63页，2024年2月25日，星期天



2–31

图表图表  1010––4  4  影响集权与分权的因素影响集权与分权的因素

• 更集权化
Ø 环境稳定

Ø 底层管理者不具有高层管理者那样作出决策的能力或经验

Ø 底层管理者不愿介入决策

Ø 决策的影响相对小

Ø 组织正面临危机或失败的危险

Ø 企业规模大

Ø 企业战略的有效执行依赖于高层管理者对所发生的事拥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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