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学基础

商学院



任务 2 分析组织结构形式

一、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

组织结构就是表明组织各部分排列顺序、空间位置、聚集状态联系方式及各要素之间相

互关系的一种模式。在进行组织结构设计时，管理者可从一些常用的组织结构设计类型中进

行选择。在这里，我们介绍几种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

1.直线型结构

这是最古老、最简单的组织结构形式，适用于小型企业组织或应用于现场的作业管理。

该结构的特点是：组织中各种职务按垂直系统直线排列，各级主管人员对所属下属拥有

直接职权，每个下属只接受一个上级的指令，并只能向一个直接上级报告（如图 1-1 所示）。

该结构的优点是：组织结构比较简单，权力集中，责任分明，命令统一，联系快捷，决

策迅速。

该结构的缺点是：要求主管人员通晓多种知识技能、亲自处理各种业务，在组织规模较

大的情况下，所有的管理职能都集中由一人承担，往往会由于个人的知识及能力有限而感到

难于应付，顾此失彼，可能发生较多事故。另外，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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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直线型结构

2.职能型结构

这一组织形式最早由泰勒提出。该结构的特点是：在组织中设置一些职能部门，分管组

织的某些职能管理业务，各职能部门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有权向下级单位发布命令和指示，

直接指挥下属（如图 1-2 所示）。

该结构的优点是：分工较细，能够适应现代组织技术比较复杂和管理分工较细等特点；

责任明确，能够充分发挥职能机构的专业管理作用，减轻上层主管负担。



该结构的缺点是：由于各个职能部门都拥有指挥权，因而容易形成多头领导、协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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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职能型结构

3.直线职能型结构

这是一种综合了直线型和职能型两种类型的组织特点而形成的组织结构形式。最早由法

约尔提出。该结构的特点是：设置了两套系统：一套是按命令统一原则组织的直线指挥系统；

一套是按专业化原则组织的职能系统。直线部门的管理人员担负着实现组织目标的直接责任，

并拥有对下属的指挥权；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是直线指挥人员的参谋，主要负责提供建议和

信息，他们只能对下级机构进行业务指导，而不能进行直接指挥和命令。这样就保证了整个

组织的统一指挥和管理，避免了多头指挥和无人负责的现象（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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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直线职能型结构

该结构的优点是：一是既保证统一指挥和管理，又避免了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现象；

二是既保持了直线型结构实行的直线领导、统一指挥的优点，又保持了职能型结构的职能管

理专业化的优点。同时，既避免了直线型结构管理粗放的缺点，又避免了职能型结构造成的

多头领导的弊病。

该结构的缺点是：各职能部门自成体系，横向联系少，协调比较困难；参谋部门与直线

部门之间的目标不易统一，彼此间易产生不协调或矛盾，致使上层主管协调工作量增大。

4.事业部结构

最初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斯隆创立，故又称为“斯隆模型”。事业部结构是现代大公

司广为采用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它适用于产品多样化或从事多角化经营的组织，并尤为

适用于市场环境复杂多变或所处地理位置分散的大型企业与巨型跨国公司。

该结构的特点是：事业部结构的管理原则是“集中决策，分散经营”。在该种组织形式

中，企业按产品类别、地区或经营部门分别成立若干事业部（如图 1-4 所示）。该项产品或

地区的全部业务，从产品设计制造一直到销售，全由事业部负责。各事业部独立经营，单独

核算，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和自主权。企业的最高管理层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其职责是

研究和制定公司的总目标、总方针、总计划以及各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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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事业部结构

该结构的优点是：组织高层主管摆脱了具体的日常事务，有利于集中精力作好战略决策

和长远规划，提高管理灵活性和适应性；有利于发挥事业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发展

产品专业化；有利于培养和训练管理人才。

该结构的缺点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构重复，造成管理人员的浪费；协作较差，

各事业部独立经营，相互协调困难，不能有效地利用企业的全部资源；内耗大，各事业部主

管人员考虑问题往往从本部门出发，忽视整个组织的利益。

由于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型化，在美国和日本又出现了“超事业部结构”，亦称“执行部

结构”，相当于分公司制。由于企业规模已发展到超大型化，总公司直接领导的事业部过多，

显得管理幅度过大，不能进行有效管理，于是就在公司最高首脑与事业部之间增设一个管理

层次——超事业部，由它直接管理事业部，而总公司最高层领导只直接领导各个“超事业部”。

5.基于团队的结构

在基于团队的结构中，整个组织是由执行组织各项任务的工作小组或团队组成。在这种

组织中，不存在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职权链，而是将决策权下放到工作团队层次，通过对员

工进行授权，使员工团队可以自由地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安排工作，而且团队对其所负

责领域的所有工作及结果负责。目前许多组织都在运用团队结构，有的公司还将团队结构与

职能型结构或事业部结构结合起来，如摩托罗拉公司、波音公司、惠普公司等，这种组合结

构使这些公司在获得行政性机构的效率性的同时，还拥有团队结构的灵活性。

6.矩阵型结构

矩阵型结构是一种把按职能划分的部门和按产品(或项目)划分的小组相结合所产生的



一种组织结构形式。该结构的特点是：由纵横两套管理系统组成。一套是纵向的职能系统，

一套是为完成各项任务而组成的横向项目系统。横向系统的组织，一般是产品、工程项目或

服务项目组成的专门项目小组或委员会，并设立项目小组的总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方案的

综合工作。纵向系统的组织，是在职能部门经理领导下的各职能科室。这种结构从各职能部

门中抽调有关专家，分派他们在一个或多个由项目经理领导的项目小组中工作。参加项目小

组的有关成员，一般要接受两方面的领导，即在执行日常工作任务时接受本部门的垂直领导；

在执行具体规划任务时接受项目负责人的领导。任务完成后，成员就回到原单位再去执行别

的任务（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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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矩阵型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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