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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强调指出，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提高管理科学水

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国有企业

扭亏增盈，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管理科学涉及企业管理

的方方面面，其中管理组织的科学化是管理科学的基础，是

企业提高运行效率和效益的保证。因此，创建合理的组织结

构，组建相应的管理系统，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的运行机制，不仅是管理创新、管理科学的任务，而且是企

业实施有效管理，发挥组织职能的前提。 目前施工企业的组

织结构普遍采用的是直线职能制。此种模式是在计划经济的

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施工企业采用这种组织结构，在80年代

末以前，按层次排列为：班组长→施工队长→工程处主任（

经理） →部门→公司。80年代末以来，普遍采用了项目法施

工，企业组织结构也作了一定的调整，层次变为：项目经理

部→分公司→公司，或项目经理→公司，基本还是采用了直

线职能制的模式。 直线职能制模式的优点是：职责分明。特

点是纪律和服从。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任务是由国家

计划安排，企业只需有效地管理和组织生产。这种组织结构

模式在当时确是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

而进行激烈的竞争，此种模式的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 一是

管理层次较多，管理幅度较窄，造成机构臃肿、重叠，职能

重复。管理学上称此种管理为“层峰管理”。这种管理很容



易造成人浮于事，管理成本高，企业效益低下。 二是职能部

门横向联系差，|百考试题|相互协调困难，推诿、扯皮事情多

，上下部门重叠，使高层领导人陷入日常事务之中，不能集

中精力考虑和研究企业的重大问题，造成生产经营决策迟缓

，工作效率不高。 三是因为管理层次多，组织森严，下级和

个人的能力和创造性往往无法得到体现和发挥。这是造成施

工企业人才流失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

业内部、外部环境的变化，目前建筑企业普遍采用的直线职

能式管理组织模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和建筑企业的发展

。需要进行管理组织的创新。 根据目前建筑企业项目法施工

的特点和建筑企业向多元化、专业化、小型化发展的趋势，

笔者认为。建立新矩阵和事业部相结合的新型管理结构模式

（matrix or multidrisiond structure），简称MMS管理结构模式

，不失为当前施工企业明智的选择。 MMS管理结构模式的内

容是：对企业总部区域的工程项目采用矩阵式管理，由企业

总部各职能部门对口管理工程项目；对离企业总部较远并承

担到多个工程项目的经营区、以及企业总部内的多个实体和

专业化分公司（每一个利润中心）均采用事业部制。事业部

拥有较大的独立经营权利，实行“政策制定与行政管理分开

”的原则，公司负责制定各种政策，只行使政策监控、财务

控制、监督等权力，并利用利润指标对事业部进行控制，事

业部可在公司总部的政策指导下，积极主动地开展自己的生

产经营活动。公司总部各职能部门，互相协调，管理控制着

本区域内的项目，使之产生效益，同时制定公司的方针政策

，履行职能作用，采用MMS管理组织结构模式的优点： 一是

管理层次少，呈扁平式管理结构，避免了管理机构臃肿，人



浮于事的现象，从而机构精简，人员精干，适应能力强，适

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二是有利于发挥职工的主观能动

性和创造性，多个事业部有利于为优秀人才提供广阔的创业

舞台和市场。 三是符合项目|百考试题|法施工的要求和发展

。由于公司直接管到项目，强化了“项目是成本中心，企业

是效益中心”的原理。 四是合理的分权经营，符合建筑业专

业化小型化的发展，有利于公司最高管理层摆脱日常事务，

成为强有力的决策机构，还有利于增强事业部领导人的责任

心，发挥其积极性，增强创新应变能力。 建立MMS管理组织

结构模式需要建立健全规范的规章制度。因此，企业必须建

立起以责任制为基础，以效益考核为中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

考核制度、跟踪监督检查制度、综合协调制度和奖惩制度，

推动和促进距阵式和事业部制管理组织结构模式的建立和发

展。 建立MMS管理组织结构模式还应建立相应发现人才、重

组人才的激励措施，建立与事业部项目法施工相适应的业绩

量化考核与动态管理相结合的用人机制和竞争机制，切实做

到以人为本，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矩阵和事业

部制管理组织模式仅仅是当前施工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模式创

新的一种模式。每个建筑企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在建立新矩

阵和事业部制管理组织结构模式时，还应和自身实际情况相

结合，才能建立真正高效新型的管理组织结构，推动企业管

理的科学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