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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一）组织结构的种类及特点 1 直线制 直线制是一种最简

单的集权式组织结构形式，又称军队式结构。其领导关系按

垂直系统建立，不设立专门的职能机构，自上而下形同直线

。 优点：结构简单、指挥系统清晰、统一；责权关系明确；

横向联系少，内部协调容易；信息沟通迅速，解决问题及时

，管理效率比较高。 缺点：缺乏专业化的管理分工，经营管

理事务依赖于少数几个人。当企业规模扩大时，管理工作会

超过个人能力所限，不利于集中精力研究企业管理的重大问

题。 适用范围：规模较小或业务活动简单、稳定的企业。 2

直线职能制 直线职能制是一种以直线制结构为基础，在厂长

（经理）领导下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实行厂长（经理）统

一指挥于职能部门参谋、指导相结合的组织结构形式。 特点

： 厂长（经理）对业务和职能部门均实行垂直式领导，各级

直线管理人员在职权范围内对直接下属有指挥和命令的权力

，并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职能管理部门是厂长（经理）的参

谋和助手，没有直接指挥权，它与业务部门的关系只是一种

指导关系，而非领导关系。 适用范围：规模中等的企业。随

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将倾向于更多的分权。 3 事业部制 事

业部制也成分权制结构，是一种在直线职能制基础上演变而

成的现代企业组织结构。事业部制结构遵循“集中决策,分散

经营”的总原则，实行集中决策指导下的分散经营，按产品

、地区和顾客等标志将企业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经营单位



，分别组成事业部。各事业部可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职能部

门。 优点： 权力下放，有利于管理高层人员从日常行政事务

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考虑重大战略问题。 各事业部主管拥

有很大的自主权，有助于增强其责任感，发挥主动性和创造

性，提高企业经营适应能力。 各事业部集中从事某一方面的

经营活动，实现高度专业化，整个企业可以容纳若干经营特

点有很大差别的事业部，形成大型联合企业 各事业部经营责

任和权限明确，物质利益与经营状况紧密挂钩。 缺点： 容易

造成机构重叠，管理人员膨胀 各事业部独立性强，考虑问题

时容易忽视企业整体利益。 适用范围：规模大、业务多样化

、市场环境差异大、要求具有较强适应性的企业 4 矩阵制 矩

阵制是由职能部门系列和为完成某一临时任务而组建的项目

小组系列组成，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具有双道命令系统。 优点

： 将企业横向、纵向进行了很好的联合 能在不增加人员的前

提下，将不同部门专业人员集中起来 较好地解决了组织结构

相对稳定和管理任务多变之间的矛盾 实现了企业综合管理与

专业管理的结合 缺点： 组织关系比较复杂 5 分公司与子公司

的异同 子公司：受集团或母公司控制，但在法律上独立的法

人企业。 特点：有自己的公司名称和董事会，有对立的法人

财产，可以以自己名义从事业务和民事诉讼活动。 分公司：

母公司的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 特点：在法律和经济上均无

独立性，不是独立的法人企业。没有自己的独立名称和董事

会，资产是母公司资产的一部分；在资不抵债情况下，母公

司对其债务负责。 （二） 部门结构设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将

企业组织划分为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部门 将它们组合起来，

形成特定的部门结构 （三） 部门结构设计组合原则 共有三种



： 以工作和任务为中心—广义的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直线

制、直线职能制、矩阵结构。 以成果为中心。事业部制和模

拟分权结构。 以关系为中心。只出现在特别巨大的企业或项

目中。 （四）部门结构选择考虑因素： 企业规模大小。规模

较小，宜采用“以工作为中心”模式；规模较大，宜采用以

“成果为中心”模式；特大，可考虑“以关系为中心”模式

。 各部门工作的性质。以利润为中心，可采用事业部制；以

成本或责任为中心，则适宜直线制或直线职能制。 外部环境

复杂和变化速度。外部环境稳定，宜采用职能制；反之，可

考虑事业部制。 企业技术状况。技术复杂程度影响管理层次

和幅度，间接影响组织结构。 企业成员素质。素质高，宜采

用以“成果为中心”模式；反之，则适合“工作为中心” （

五）明确定义 组织结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个组成部

分，具有各种功能的单元体之间的搭配、排列和组合的形式

。组织结构决定组织结构，组织机构是组织结构的外在表现

。 正式组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有意识地加以协调的行为

或力的系统。 非正式组织：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无意识地

体系化了地多种心理因素的系统。 （六）设计服务和后勤性

部门时应注意 服务和后勤部门的设立必须和整个组织的工作

效率结合起来 尽可能把服务部门设置在靠近被服务的单位所

在地 注意服务部门的社会化趋势 （七）企业组织结构设置时

， 注意充分发挥企业内部三个系统： 1)指挥计划系统 2)沟通

联络系统 3)检查反馈系统 企业组织结构设置时，注意调整好

四个层面： 1)决策层 2)执行层 3)管理层 4)操作层 企业组织结

构设置时，体现三个原则： 1)以系统为主 2)以效率为主 3)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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