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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AC_E7_BB_84_E7_c41_583543.htm 一、内容提要 3.3 基

本组织结构模式及其应用 3.4 业主方建设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

二、重点和难点 1. 掌握职能、线性、矩阵组织结构的特点及

其应用 2. 掌握业主方项目管理组织结构图的设计及动态调整 

三、内容讲解 3.3 基本组织结构模式及其应用 组织结构模式

可用组织结构图来描述。 常用的组织结构模式包括职能组织

结构、线性组织结构和矩阵组织结构等。 3.3.1 职能组织结构

的特点及其应用（掌握） 职能组织结构是一种传统的组织结

构模式。在职能组织结构中，每一个职能部门可根据它的管

理职能对其直接和非直接的下属工作部门下达工作指令，因

此，每一个工作部门可能得到其直接和非直接的上级工作部

门下达的工作指令，它就会有多个矛盾的指令源。一个工作

部门的多个矛盾的指令源会影响企业管理机制的运行。 3.3.2 

线性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应用（掌握）来源：考试大 在线性

组织结构中，每一个工作部门只能对其直接的下属部门下达

工作指令，每一个工作部门也只有一个直接的上级部门，因

此，每一个工作部门只有唯一一个指令源，避免了由于矛盾

的指令而影响组织系统的运行。 在国际上，线性组织结构模

式是建设项目管理组织系统的一种常用模式，线性组织结构

模式可确保工作指令的唯一性。 但在一个特大的组织系统中

，由于线性组织结构模式的指令路径过长，有可能会造成组

织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运行的困难。 在该组织结构中，每一个

工作部门的指令源都是唯一的。 3.3.3 矩阵组织结构的特点及



其应用（掌握） 矩阵组织结构是一种较新型的组织结构模式

。在矩阵组织结构最高指挥者（部门）下设纵向和横向两种

不同类型的工作部门。 矩阵组织结构适宜用于大的组织系统

。 在矩阵组织结构中，每一项纵向和横向交汇的工作，指令

来自于纵向和横向两个工作部门，因此其指令源为两个。当

纵向和横向工作部门的指令发生矛盾时，由该组织系统的最

高指挥者（部门）进行协调或决策。 在矩阵组织结构中为避

免纵向和横向工作部门指令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可以采用以

纵向工作部门指令为主或以横向工作部门指令为主的矩阵组

织结构模式，这样也可减轻该组织系统的最高指挥者（部门

）的协调工作量。 我们来看一下注册咨询工程师教材中：工

程项目管理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的相关论述： 一、职能式 （

一）职能式的组织形式 职能式是目前国内咨询公司在咨询项

目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模式，通常由公司按不同行业分成

各项目部，项目部内又分成专业处，公司的咨询项目按专业

不同分给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和专业处来完成。 职能式组织形

式是最基本的，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项目组织形式。职能式

项目管理组织模式有二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将一个大的项目

按照公司行政、人力资源、财务、各专业技术、营销等职能

部门的特点与职责，分成若干个子项目，由相应的各职能单

元完成各方面的工作。 职能式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对于一些中

小项目，在人力资源、专业等方面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根据

项目专业特点，直接将项目安排在公司某一职能部门内部进

行，在这种情况下项目团队成员主要是由该职能部门人员组

成。 （二）职能式组织结构的优点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1

）项目团队中各成员无后顾之忧。 （2）各职能部门可以在



本部门工作与项目工作任务的平衡中去安排力量，当项目团

队中的某一成员因故不能参加时，其所在的职能部门可以重

新安排人员予以补充。 （3）当项目全部由某一职能部门负

责时，在项目的人员管理与使用上变得更为简单，使之具有

更大的灵活性。 （4）项目团队的成员有同一部门的专业人

员作技术支撑，有利于项目的专业技术问题的解决。 （5）

有利于公司项目发展与管理的连续性。 （三）职能式组织结

构的缺点 （1）项目管理没有正式的权威性。来源：考试大 

（2）项目团队中的成员不易产生事业感与成就感。 （3）对

于参与多个项目的职能部门，特别是具体到个人来说，不容

易安排好在各项目之间投入力量的比例。 （4）不利于不同

职能部门的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 （5）项目的发展空间容

易受到限制。 二、项目式 （一）项目式的组织形式 项目式管

理组织形式就是将项目的组织独立于公司职能部门之外，由

项目组织自己独立负责项目的主要工作的一种组织管理模式

。项目的具体工作则主要由项目团队负责。项目的行政事务

、财务、人事等在公司规定的权限内进行管理。 （二）项目

式组织结构的优点 （1）项目经理是真正意义上的项目负责

人。 （2）团队成员工作目标比较单一。 （3）项目管理层次

相对简单，使项目管理的决策速度响应速度变得快捷起来。 

（4）项目管理指令一致。命令主要来自项目经理，团队成员

避免了多头领导，无所适从的情况。 （5）项目管理相对简

单，使项目费用、质量及进度等控制更加容易进行。 （6）

项目团队内部容易沟通。 （三）项目式组织结构的缺点 （1

）容易出现配置重复，资源浪费的问题。 （2）项目组织成

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组织，公司的管理与对策在项目管理组织



中贯彻可能遇到阻碍。 （3）项目团队与公司之间的沟通基

本上依靠项目经理，容易出现沟通不够，和交流不充分的问

题。 （4）项目团队成员在项目后期没有归属感。 （5）由于

项目管理组织的独立性，使项目组织产生小团体的观念，在

人力资源与物资资源上出现"屯积"的思想，造成资源浪费；

同时，各职能部门考虑其相对独立性，对其资源的支持会有

所保留。 三、矩阵式 （一）矩阵式的组织形式 为解决职能式

组织结构与项目式组织结构的不足，发挥它们的长处，人们

设计出了介于职能式与项目式组织结构之间的一种项目管理

组织模式，即矩阵式组织。矩阵式项目组织结构中，参加项

目的人员由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安排，而这些人员的工作在项

目工作期间，项目工作内容上服从项目团队的安排，人员不

独立于职能部门之外，是一种暂时的，半松散的组织形式，

项目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不需通过其职能部门领导，项目经

理往往直接向公司领导汇报工作。 根据项目团队中的情况，

矩阵式项目组织结构又可分成弱矩阵式结构、强矩阵式结构

和平衡矩阵式结构三种形式。 1.弱矩阵式项目管理组织结构 

一般是指在项目团队中没有一个明确的项目经理，只有一个

协调员负责协调工作。团队各成员之间按照各自职能部门所

对应的任务，相互协调进行工作。实际上在这种模式下，相

当多的项目经理职能由职能部门负责人分担了。 2.强矩阵式

项目管理组织结构 这种模式下的主要特点是，有一个专职的

项目经理负责项目的管理与运行工作，项目经理往往来自于

公司的专门项目管理部门。项目经理在与上级沟通往往通过

其所在的项目管理部门负责人进行。 3.平衡矩阵式项目管理

组织结构 这种组织结构形式是介于强矩阵式项目管理组织结



构与弱矩阵式项目管理组织结构二者之间的一种形式。主要

特点是项目经理是由一职能部门中的团队成员担任，其工作

除项目的管理工作外，还可能负责本部门承担的相应的项目

中的任务。此时的项目经理与上级沟通时不得不在其职能部

门的负责人与公司领导之间做出平衡与调整。 （二）矩阵式

组织结构的优点 很明显，矩阵式项目组织结构具备了职能式

组织结构和部分项目式组织结构的优点： （1）团队的工作

目标与任务比较明确，有专人负责项目的工作。 （2）团队

成员无后顾之忧。项目工作结束时，不必为将来的工作分心

。 （3）各职能部门可根据自己部门的资源与任务情况来调

整、安排资源力量，提高资源利用率。 （4）提高了工作效

率与反应速度，相对职能式结构来说，减少了工作层次与决

策环节。 （5）相对项目式组织结构来说，可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资源的屯积与浪费。 （6）在强矩阵式模式中，由于项

目经理来自于公司的项目管理部门，可使项目运行符合公司

的有关规定，不易出现矛盾。 （三）矩阵式组织结构的缺点 

虽然矩阵式组织结构有许多优点，但同样也有一些不足，主

要有： 1.项目管理权力平衡困难 2.信息回路比较复杂 3.项目

成员处于多头领导状态 四、复合式 （一）复合式的组织形式 

所谓复合式项目组织结构有二种含义： 一是指在公司的项目

组织形式中有职能式、项目式或矩阵式二种以上的组织形式

； 二是指在一个项目的组织形式中包含上述二种结构以上的

模式，例如在职能式项目组织结构的子项目采取项目式组织

结构等。 （二）复合式组织结构的优缺点 复合式项目组织结

构的最大特点是方式灵活，公司可根据具体项目与公司的情

况确定项目管理的组织形式，而不受现有模式的限制，因而



在发挥项目优势与人力资源优势等方面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

。与此同时，复合式组织结构也因此产生一些不足，即在公

司的项目管理方面容易造成管理混乱，项目的信息流、项目

的沟通容易产生障碍，公司的项目管理制度不易较好地贯彻

执行。 根据国际上项目管理资料的介绍，项目组织结构形式

与项目各类人员的情况相互关系可以用下表的形式反映出来

。 我们来看一下注册监理工程师教材中：项目监理机构的组

织形式的相关论述： （一）直线制监理组织形式 这种组织形

式的特点是项目监理机构中任何一个下级只接受惟一上级的

命令。各级部门主管人员对所属部门的问题负责，项目监理

机构中不再另设职能部门。 这种组织形式适用于能划分为若

干相对独立的子项目的大、中型建设工程。总监理工程师负

责整个工程的规划、组织和指导，并负责整个工程范围内各

方面的指挥、协调工作；子项目监理组分别负责各子项目的

目标值控制，具体领导现场专业直线制监理组织形式的主要

优点是组织机构简单，权力集中，命令统一，职责分明，决

策迅速，隶属关系明确。缺点是实行没有职能部门的"个人管

理"，这就要求总监理工程师博晓各种业务，通晓多种知识技

能，成为"全能"式人物。 （二）职能制监理组织形式本文来

源:百考试题网 职能制监理组织形式，是在监理机构内设立一

些职能部门，把相应的监理职责和权力交给职能部门，各职

能部门在本职能范围内有权直接指挥下级，此种组织形式一

般适用于大、中型建设工程。 这种组织形式的主要优点是加

强了项目监理目标控制的职能化分工，能够发挥职能机构的

专业管理作用，但由于下级人员受多头领导，如果上级指令

相互矛盾，将使下级在工作中无所适从。 （三）直线职能制



监理组织形式 直线职能制监理组织形式是吸收了直线制监理

组织形式和职能制监理组织形式的优点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形

式。 这种形式保持了直线制组织实行直线领导、统一指挥、

职责清楚的优点，另一方面又保持了职能制组织目标管理专

业化的优点；其缺点是职能部门与指挥部门易产生矛盾，信

息传递路线长，不利于互通情报。 （四）矩阵制监理组织形

式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矩阵制监理组织形式是由纵横两套管

理系统组成的矩阵性组织结构，一套是纵向的职能系统，另

一套是横向的子项目系统这种形式的优点是加强了各职能部

门的横向联系，缺点是纵横向协调工作量大，处理不当会造

成扯皮现象，产生矛盾。 例题 组织结构图中矩形框的含义

为________. A、一个项目的组成部分 B、一个建设项目的参

与单位 C、一个组织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工作部门） D、一

个组织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组成元素）之间的组织关系（指

令关系） 答案：C 例题 线性组织结构的缺点是________. A、

每一个工作部门可能得到其直接和非直接的上级工作部门下

达的工作指令，它就会有多个矛盾的指令源。 B、 每一个工

作部门只有唯一一个指令源，避免了由于矛盾的指令而影响

组织系统的运行。 C、 在一个特大的组织系统中，由于线性

组织结构模式的指令路径过长，有可能会造成组织系统在一

定程度上运行的困难。 D、 当纵向和横向工作部门的指令发

生矛盾时，由该组织系统的最高指挥者（部门）进行协调或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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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