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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设计与组织文化 （一）组织设计概述 1．组织设计的主

要概念 （1）组织设计的基本内容 组织设计是对企业的组织

结构及其运行方式所进行的设计，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

面： ①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两种：新建企业、现有企业） 

②保证企业组织结构正常运行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方法设计（

横向协调、管理规范、绩效评估制度、激励体系、人员配备

和培训体系等方面的设计） 组织设计从形式上可以分静态设

计和动态设计，只对组织结构进行的设计称之为静态组织设

计（古典），同时对组织结构和运行制度进行的设计称之为

动态组织设计（现代）。 （2）组织结构设计 ①组织结构的

定义 企业的组织结构是指为实现企业目标，企业全体员工进

行分工协作，在职务范围、责任、权力方面所形成的结构体

系。 A．组织结构的本质是企业员工的分工协作关系。 B．

设计组织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段。 C．组织结

构的内涵是企业员工在职、权、责三方面的结构体系。 组织

结构体系的主要内容（权责结构）： A．职能结构 B．层次

结构 C．部门结构 D．职权结构 组织结构三个要素： A．复

杂性 B．规范性 C．集权度 ②组织结构设计的主要参数： 特

征因素和权变因素。 A．组织结构的特征因素 描述一个组织

结构的各方面特征的标志或参数，称为组织结构的特征因素

。（十个方面） 第一，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 管理层次也称组

织层次，它是描述组织纵向结构特征的一个概念。 管理幅度



也称为管理跨度，它是指一名领导者直接领导的下级人员的

数量。 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的关系密切。首先，两者存在反

比的数量关系，同样规模的企业，加大管理幅度，管理层次

就少；反之，管理层次就多。其次，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是

相互制约的，其中管理幅度起主导作用。管理幅度决定管理

层次，管理层次的多少取决于管理幅度的大小。同时，管理

层次对管理幅度也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 第二，专业化程度 

组织结构的专业化程度是指企业各职能工作分工的精细程度

。 第三，地区分布 地区分布是指企业在不同地区、城市设有

生产工厂和管理机构的状况。一般来说，地区分布越广，管

理的复杂程度也就越高。 第四，分工形式 即企业各部门的横

向分工所采取的形式。在企业中常见的分工形式有：职能制

（按职能分工）、产品制（按产品分工）、地区制（按地区

分工）以及混合制等。一般将产品制和地区制统称为事业部

制。 第五，关键职能 关键职能指在企业组织结构中处于中心

地位、具有较大职责和权限的职能部门。 第六，集权程度 在

集权程度高的组织结构中，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权大部分

集中于高层管理者手中，如果将企业的大部分的决策和管理

权下放到较低的管理层，则其组织结构集权程度较低，或分

权程度较高。 第七，规范化 规范化指员工以同种方式完成相

似工作的程度。 第八，制度化程度 企业中采用书面文件的数

量可以反映其制度化的程度。 第九，职业化的程度 职业化程

度是指企业员工为了掌握其本职工作，需要接受正规教育和

培训的程度。 第十，人员结构 人员结构是指各部门人员、各

职能人员在企业职工总数中的比例情况。它可以通过技术人

员比率、中高级领导人员比率、管理人员比率、基本生产工



人同辅助生产工人的比率等指标来表示。 B．组织结构的权

变因素 影响组织设计的主要权变因素有：企业环境；企业战

略；企业技术；人员素质；企业规模；企业生命周期 2．组

织设计的程序 （1）确定组织设计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2）进

行职能分析和职能设计 （3）设计组织结构的框架 （4）联系

方式的设计 （5）管理规范的设计 （6）人员配备和培训体系

的设计 （7）各类运行制度的设计 （8）反馈和修正 （二）组

织设计的类型 1．行政层级式组织形式 （德国学者马克

斯&amp.#8226；韦伯） （1）行政层级模式的决定因素 ①权

力等级 ②分工 ③规章 ④程序规范 ⑤非个人因素 ⑥技术能力 

（2）行政层级形式的适用范围 行政层级组织形式在复杂／

静态环境中最有效。 2．按职能划分的组织形式（法约尔） 

它是一种按职能来组织部门分工的组织形式，通常称为“职

能制结构”。 （1）职能制的主要特点 ①职能分工 ②直线一

参谋制 ③管理权力高度集中 （2）职能制的优点 ①按职能划

分的组织形式有明确的任务和确定的职责，并且由于从事类

似：工作、面临类似问题的人们在一起工作，相互影响和相

互支持的机会较多。 ②职能形式可以消除设备及劳动力的重

复，可以对资源最充分地利用，这种形式也适合于发展专家

及专门设备。 ③各部门和各类人员实行专业分工，有利于管

理人员注重并能熟练掌握本职工作的技能，有利于强化专业

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④每一个管理人员都固定地归属于一

个职能机构，专门从事某一项职能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部门间的联系能够长期不变，这就使整个组织有较高的

稳定性。 ⑤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便于最高领导层对整个企业

实施严格的控制。 （3）职能制的缺点 ①狭隘的职能观念。 



②横向协调差。 ③适应性差。 ④企业领导负担重。 ⑤不利于

培养具有全面素质、能够经营整个企业的管理人才。 （4）

职能制的适用范围 职能制的组织形式在简单／静态环境中效

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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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