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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B_AE_E7_AE_A1_E7_c41_65993.htm 在一个持续经营的企

业中，往往同时存在着运行管理（OPERATION）和项目管

理（PROJECT）这两种主要的管理模式，一些经营管理活动

经常采用项目的方式来实现，因此项目管理本身的组织管理

方式必然要受到企业的组织结构的影响，不同的企业组织结

构、不同的项目组织方式，在项目管理上都有不同的特点。 

就组织系统而言，一般可以认为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基于职

能的划分方式，每一职能部门对应一种专业分工，或者对应

一条产品线；另一种是基于项目的，每一个部门或项目组负

责一个或一类项目，其责任随着项目的开始而开始，随着项

目的结束而结束，这种模式在建筑行业比较典型。在基于职

能的组织模式中，也存在项目管理，但往往是局限在职能部

门内的，当项目跨越职能部门时，就会出现四种可能的情况

： 1、各职能部门派人参加项目，参加者向本部门领导报告

，跨部门的协调在各部门领导之间进行，没有专职的项目经

理。这种做法是在基于职能的组织结构中最常见的项目组织

方式。 2、由各职能部门派协调人参加项目，参加者向本部

门领导报告，跨部门的协调在各部门派出的协调人之间进行

，没有专职的项目经理。这种组织方式也是基于职能的组织

结构中很常见的项目组织方式，其工作效率较前者略高，但

和前者一样，由于没有人对项目负责，项目组织效果很有限

。但毕竟有了通过非部门领导的协调人之间的横向沟通，所

以也把这种组织结构称为弱距阵结构。 3、在上述弱距阵结



构的基础上，指定其中的一名协调人作为项目经理，负责项

目的管理，其他各部门委派的协调人不仅要向本部门报告，

在项目过程中还要向项目经理报告，项目经理有一定的权利

安排参加者们的工作。由于项目经理的出现，使项目管理得

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证，会大大提高项目的工作效率，这种

组织结构被称为平衡距阵结构。 4、在上面平衡距阵的基础

上，增加与各职能部门平行的专门的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

企业内的项目管理，专职的项目经理都归项目管理办公室管

理。由于有了专门的组织负责项目管理，项目管理作为企业

内的一项任务长期存在，并能够不断地积累、发展，项目经

理也不是根据项目临时任命，而是成为常设岗位，这样从组

织上、人员上都使项目管理得到了保障。这种结构也称为强

距阵结构。 上述四种项目组织的方式都可能会出现在基于职

能式的组织结构中，它们对项目管理的支持程度是不同的。

特别是在三种距阵式结构中，跨越部门的项目组织与职能部

门之间往往会存在着较大的冲突，主要表现在资源竞争、目

标期望等方面。例如在人员安排上，职能部门内被委派参加

项目的人，往往需要同时兼顾原部门和项目两方面的任务，

时间得不到保证。在项目目标上，各职能部门总是希望更多

地实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而从整个项目的角度来说，可能

更关注整体最优而牺牲部分职能部门的局部利益。在我们的

工作实践中经常遇到的这类矛盾，从根本上说，应该从项目

管理的组织方式上考虑解决办法，在企业内部形成适应项目

管理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和企业文化。这是企业高层领导

者需要认真考虑解决的问题。 基于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是最

适应项目管理需要的。由于项目管理的方法被越来越多的企



业做采纳，甚至有的企业也采用项目管理的方法来管理企业

的运行，特别是在强调成本管理的企业中，工作任务、岗位

职责、资源配置、绩效考核等非常具体明确，则项目管理的

方法更容易得到应用。 从一般的职能式组织结构，到弱距阵

、平衡距阵和强距阵的组织结构，再到基于项目式的组织结

构，项目经理从无到有，跨部门协调效率从低到高，项目管

理力度由小到大。因此当项目涉及部门越多，涉及内容越新

，涉及各职能部门利益越深，所需协调能力越强，那么就越

需要采用更能有效支持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 在项目组内部

，其组织结构一般都尽可能采取扁平式的组织结构，这是项

目管理的特点所决定的。企业的运行工作具有稳定、重复的

特点，而项目则具有临时、独特、逐步优化的特点，因此项

目管理过程也往往具有其独特性和未知性。这就更需要面向

目标的管理，要让项目的参与者都充分了解项目的目标，并

为达到共同的目标发挥各自的作用，项目有关信息在项目组

中需要充分地共享。这与传统企业的层级组织结构是有很大

差异的。如果说军队是传统的层级组织的代表，那么项目管

理的组织方式就更象乐队，演奏者之间都是平等的，大家都

清楚地了解整个乐谱和自己的角色，主动配合整个乐队的演

奏，通过出色地完成自己的演奏而为整个乐队添色。这是项

目管理在管理文化上与传统层级管理的最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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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