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企业组织结构

目录

第一节 企业组织设计

第二节 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及其选择

第三节 新型企业组织模式

第四节 企业变革

第一节 企业组织设计

【本节考点】

【考点 1】劳动分工与专业化

【考点 2】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

【考点 3】集权与分权

【考点 4】直线关系与参谋关系

【考点 5】部门化

【考点 6】企业组织设计的任务、依据和原则

【考点 1】劳动分工与专业化

（一）分工、专业化与协作

1.概念：分工指的是生产过程之中的劳动分工，即不同的劳动者分别从事不同的工作；

专业化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单位长期从事某种专项性的工作

协作是由于实施分工后各个片段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对整个生产过程上的若干片段进行整合是必要的。

2.分类

按照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顺序：

3.进入 21 世纪，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又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世界范围内分工的精细化程度日益提升。知识经济的发展促使国际产业分工从产业内垂直分工向产业

内水平分工转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促使国际产业分工从产业内水平分工向社会网络化分工转变，

国际范围内的分工更加精细。

其次，专业化形式不断推陈出新，业务外包取代机械专业化，可重构生产系统替代刚性生产系统，个性化定

制取代大规模生产，灵活专业化取代机械专业化。

最后，在分工和专业化日益深化的同时，协作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建立在细致分工与高度专业化基础上的紧

密协作已成为当今企业发展的必由路径。

（二）分工协作与生产效率

1.企业内部分工协作与生产效率

第一，分工协作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巧。

第二，分工协作能减少劳动转换时间。



第三，分工协作促进了先进劳动工具和机器的发明和使用

第四，分工协作便于对生产要素进行重组，从而使各要素充分发挥优势，并相互协调，提高生产效率。

2.社会分工协作与生产效率

（1）企业的专业化经营可以使各企业专门生产某种或某（系列）产品和服务，从而可以使企业家的智慧和精

力更加集中，使产品和服务精益求精，以便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提高市场占有率。贯彻分工的原则，使

专业化经营的企业可以更好地改进技术、节约原材料和提高生产效率。

（2）市场通过价格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促使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产出，并在竞争中达到社会

各产品生产的最佳比例。

【单选题】按照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顺序，第一种专业化形态是（ ）。

A.部门专业化

B.产品专业化

C.零部件专业化

D.工艺专业化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按照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顺序，第一种是部门专业化；第二种是产品专

业化；第三种是零部件专业化；第四种是工艺专业化；第五种是生产服务专业化。

【单选题】企业的产生、发展密不可分，按照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顺序，第四种专业化形态是（ ）。

A.工艺专业化

B.零部件专业化

C.产品专业化

D.部门专业化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按照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顺序，第一种是部门专业化；第二种是产品专

业化；第三种是零部件专业化；第四种是工艺专业化；第五种是生产服务专业化。

【单选题】以加工的操作为对象的专业化属于（ ）。

A.部门专业化

B.产品专业化

C.零部件专业化

D.工艺专业化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专业化形态。工艺专业化，即专门进行产品或零部件加工和操作的专业化。

【多选题】分工是为了适应生产率提高的要求而产生的，企业内分工有利于（ ）。

A.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

B.劳动转换时间的减少

C.机器的发明和使用

D.生产要素的重组

E.多技能工人的培养

答案：ABCD

解析：本题考查分工协作与生产效率。

【考点 2】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

（一）管理幅度的含义

管理幅度是指一个主管能够直接有效地指挥和监督下属的数量。



管理幅度的影响因素：行业特点、人员素质、工作性质、环境特征等。

（二）管理层次的含义

管理层次：是指组织中从最高主管到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不同管理层级。

管理层次的多少应当根据组织的任务量与组织规模大小确定。任务量较重和规模较大的组织，其层次可以设

定得多一些，否则宜采用少层次的结构。

（三）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关系

1.对于一个特定的组织，其管理幅度越大，则需要设置的管理层次越少；而管理幅度越小，则需设置的管理

层次越多，两者呈反比关系。

2.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的反比关系决定了组织具有两种基本的组织结构形态，即扁平结构形态和锥形结构形

态。

（1）扁平结构形态

管理幅度较大，管理层次较少

（2）锥形结构形态

管理幅度较小，管理层次较多，呈现金字塔状的组织结构形态。

【单选题】企业管理层次的多少取决于企业任务量和（ ）。

A.外部环境的特点

B.企业的地理位置

C.企业规模的大小

D.企业流动资产的大小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管理层次的基本含义。管理层次的多少，受到组织的任务量与组织规模大小的影响。

【单选题】管理幅度是指一个主管能够直接有效指挥和监督下属的（ ）。

A.数量

B.能力

C.层级

D.职级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管理幅度的基本含义。管理幅度是指一个主管能够直接有效地指挥和监督下属的数量。

【多选题】影响企业管理幅度的主要因素有（ ）。

A.行业特点

B.人员素质

C.组织目标

D.环境特征

E.工作性质

答案：ABDE

解析：本题考查管理幅度的基本含义。一个组织合理的管理幅度总是受到行业特点、人员素质、工作性质、

环境特征等多项因素的影响。

【单选题】组织管理层次的减少和管理幅度的扩大是指组织结构的（ ）。

A.扁平化

B.分立化

C.柔性化

D.网络化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关系。扁平结构是指在特定规模的组织中，管理幅度较大，管理层次



较少，呈扁平状的组织结构形态。

【考点 3】集权、分权和授权

（一）集权与分权

1.集权与分权的含义

（1）集权：是指将组织中的主要权力集中到较高的管理层次。

（2）分权：是指将组织中的主要权力分散到整个组织之中。

职权的绝对分散：意味着没有上级主管人员；

职权的绝对集中：意味着没有下层主管人员。

所以：不存在绝对的集权或分权。

2.集权与分权程度的主要标志（4 点）

（1）决策的数量

组织中较低管理层次制定决策的数量越大，分权程度越高

较高管理层次制定决策的数量越大，其集权程度就越高。

（2）决策的幅度

组织中较低管理层次决策的范围越广，涉及的职能越多，说明该组织的分权程度越高；组织中较高层次决策

的范围越广，涉及的职能较多，则该组织的集权程度较高。

（3）决策的重要性

如果组织中较低管理层次的决策只影响该部门的日常管理，而对整个组织的影响程度较小，组织的分权程度

较低；反之则较高。

（4）对决策的控制程度

如果上级对下级的决策没有任何控制，则分权程度极高；如果下级在决策后要向上级报告备案，则分权程度

次之；如果下级决策前须向上级请示咨询，则分权程度更低。

3.影响集权与分权程度的主要因素（6 点）

（1）决策的代价。重要程度较高的决策或耗费较多的决策，应由组织内的较高管理层做出。重大决策所承担

责任重大，往往不宜分权。

（2）决策的影响范围。影响范围比较大的决策，因为客观地需要决策内容的集中和统一，故而此类决策权应

当集中使用。

（3）组织的规模。组织的规模大，决策的数目多，在管理过程中协调、沟通和控制相对不易，对此宜于分权。

相反，如果组织规模小，决策的数目少，分散程度较低，则比较适宜集权。

（4）管理人员的素质与数量。管理人员数量充足，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管理能力较强，则可以较多地分权；

反之则应集权。

（5）控制技术的完善水平。如果组织拥有比较完善的控制技术及手段，上级能够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下级决策

中的问题和错误，则可以较多地实施分权。

（6）环境影响。环境变化越快，变化程度越大，组织中遇到的新问题就越多。因此，环境越不稳定，组织决

策的权力应当相对集中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