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战略与组织结构的关系

1.组织结构的功能在于分工和协调,是保证战略实施的必要手段,通过组织结构,企

业的目标和战略转化成一定的体系或制度,融合进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发

挥指导和协调的作用,以保证企业战略的完成。美国企业管理史学家钱德勒教授

对美国 70家大型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企业选择一种新的战略以后,现行结构因未

能立即适应新的战略面发生变化,直到行政管理出现问题,企业效益下降,企业才

将改变组织结构纳入议事日程。组织结构改变以后,保证了战略的实施,企业的获

利能力大幅度提高。由此钱德勒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组织结构服从战略。

2.有关企业发展阶段的研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说明战略与组织结构的关

系。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规模、产品和市场都发生了变化。这时,企业应采用

适合的组织发展战略,对组织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主要战略有:

(1)增大数量战略。在行业处于发展阶段,只需采用简单的结构或形

(2)扩大地区战略。随着行业进一步发展,要求企业将产品或服务扩到其他地区。

为了协调这些产品和服务,形成标准化和专业化,企业组织求建立职能部门结构。

(3)纵向整合战略。在行业增长阶段后期,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减少竞争的压力,企业

会采取纵向整合战略。此时,组织应选择事业部制结构。

(4)多种经营战略。在行业进入成熟期,企业往往选择多种经营战略这时企业应根

据规模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分别采用矩阵结构或经营单位结构。

3.战略前导性与结构滞后性。战略前导性是指企业战略的变化快于组织结构的变

化,结构滞后性是指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常常慢于战略的变化速度,在经济快速发

展时期里更是如此。

从战略的前导性与结构的滞后性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时,企业不可错过时机,要制

定出与发展相适应的经营战略与发展战略,一且战略制定出来以后,要正确认识组

织结构的滞后性,给予一定的反应期,不可操之过急。



总之,企业在进行组织变革时,必须对本企业的战略目标及其特点,进行深入的了

解和分析,才能正确把握选择企业组织结构的类型和特征。企业发展战略决定了

组织结构的不同形式,如:与单一经营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早期的层级结构(直线

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与市场和产品多样化阶段相适应的是分权事业部制;

与项目为中心的经营活动相适应的是矩阵结构;以产品为中心划分事业部的大型

跨国公司,采用的是与之相适应的多维立体制结构。

般来说,在进行组织变革时,应注意充分发挥企业内部三个系统,即指挥计划系统、

沟通联络系统、检查反馈系统的作用,调整好四个层面,即决策层、管理层、执行

层和操作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并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1)以系统为主,以功能为辅的原则。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任何分散的个体结合成

组织后,都能产生“组织效应”,从而形成新的更大的功能就是人们常说的“1+1>2”,

而过多地强调原有的“1”和“1”的功能,力量就会抵销,结果就会产生“1+1<2”的现象。

(2)以效率为主,以结构为辅的原则。效率是企业所有活动的综合表现和追求的结

果,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必须为企业的战略目标服务,所以在分析组织结构时,组

织机构越简单,越直接,其效率就越高,使指挥系统更灵敏,使沟通联络系统更准确,

使反馈系统更及时。这也就是为什么扁平化组织日益趋向流行的原因。

(3)以工作为主,层次为辅的原则。工作(任务)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最直接的活动,

组织层次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保障,保障得越有力,活动越有效,就越能加速实

现企业战略目标,所以在设置和调整组织结构时,考虑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时必须

以工作分析为前提,防止出现帕金森现象①,因为企业中有的管理人员往往喜欢

增加编制和层次,从而扩大自己的价值和影响,但许多组织的层次和编制往往是没

有必要的,这些没有必要的层次和编制,对管理者个人来说,可能是有利的,当结构

中多了一个层次他们的职位就高升一级,可对组织来说,就增加一个包袱,对实现

企业战略目标来说,就多了一层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