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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理論(1/2) 

管理理論的核心內容，研究組織結構、職能和運作

以及組織中管理主體的行為，並揭示其規律性的邏

輯知識體系。 

瞭解如何建構組織，預測組織變更時，將如何影響

其他部門，例如，從功能式部門組織轉變為產品別

部門組織時，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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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理論(2/2) 

普遍理論（universal theory） 

組織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找出一最佳的組織結
構。 

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 

強調組織結構設計必須與情境相配合。 

學習型組織理論（learning organization 
theory） 

管理實務中發展出來的新型管理理論，適用於各
類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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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組織理論 

亦稱傳統組織理論（科學管理、管理程序及官僚理
論） ，是從規範角度研究組織的目標、分工、結
構、指揮、協調和責任的理論，焦點集中於發展分
析的工具與原則，使管理者更容易設計組織活動。 

其特徵是較著重於組織技術面的效率，對本學派而
言，如何設計出有效率的工作方法與組織結構才是
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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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科學組織理論 

古典學派追求的是技術面效率，行為學派則以工人
作為研究的主體。 

古典學者強調有效率的工作方式，並假設只要有合
理報酬，工人就會執行各項工作。 

行為學者強調激勵員工的重要性與複雜性，及為了
要達到激勵的目的，應如何建立組織、設計工作。 

換言之，組織結構及工作都必須經過設計，以
滿足員工的需求，因為這才是長期確保工作績
效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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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與行為科學組織理論的比較 

雖然行為學者與古典學者同樣地認為其理論是普
遍的原則，可適用於任何類型的組織，但是實質
上卻是兩個極端。 

古典學者深信最佳的組織方式是：每個人都依附
於僵固的指揮體系內，集中式決策、功能式部門
劃分，較窄的控制幅度，每人都有專司的工作。 

行為學者認為：較不具預定性的指揮體系，較多
的職權授予，事業部式部門劃分，較寬的控制幅
度及比較不專業化卻豐富化的工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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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變組織理論 

現代組織理論將組織視為開放的系統，不僅從組
織內部分析組織各次系統的特點及相互關係外，
尤其著重研究組織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其著
眼點由組織內部轉移到外部環境，並由被動適應
環境的觀點轉變到影響環境。 

權變組織理論綜合了古典理論和行為科學理論的
觀點，既看到了人的因素，又重視結構的作用，
將二者結合，試圖重新設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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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設計的結構和權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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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組織的不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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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組織(1/2) 

一個組織在動態的環境中能夠快速因應變遷的
需要 ， 用創 造 力來 掌 握變 遷 的動 向 ，以
_________為鷹架，結合組織及成員的自我
超越，改善心智模式，透過共同願景的建立，
結合__________的方法來達成組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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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組織(2/2) 

學習型組織理論是20世紀末葉以來興起的新型管
理學理論。 

主要包括推動__________是建構學習型組織的
基礎，__________是建構學習型組織的關鍵，
以及建構學習型組織是一場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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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組織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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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式&有機式組織 

機械式組織  

古典學者所倡導的是高複雜度、高正式性和
________的組織形式，這正好是機械式組
織的特性。  

有機式組織  

相對於機械式組織的是有機式組織，它是低
複雜度、低正式性和________的組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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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式和有機式組織特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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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和組織結構 

策略對組織結構的影響頗大，地區性的中小企業與
全國性的大公司，或全球性企業，其組織結構必然
不同。 

當組織改變策略，必須修正其組織結構，例如，某
公司在某一甚為穩定的市場銷售單一產品或服務，
往往採用功能式組織結構，等到公司銷售的產品多
樣化時，其結構可能改變成依產品別來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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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Chandler的策略引導結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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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Chandler的策略引導結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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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和組織結構 

組織理論學者經常提出三個問題：組織
結構各構面之間的關係如何？哪些因素
決定組織結構構面？組織結構與績效的
關係如何？ 

為探討及回答這些問題，常採實證研究
的方式進行比較，其中組織規模是最常
被採用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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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模的定義與衡量 

組織的實體容量（如醫院床位數目、企業生
產或行政管理的占地面積等）。 

組織的員工人數。  

組織的投入或產出（如學校的入學學生人數、
公司的產品銷售數量或金額等）。  

組織可裁決的資源（如淨資產等）。 

 

20 



管 
理 
學 

CH 

09 

規模影響組織結構 

組織規模愈大，其組織部門愈分化、任務愈專業化、
愈需要增加對其成員的控制與協調。 

由於規模擴大，各項任務可作更精密的分工，因此同
一部門內的作業同性質就比較高，部門之間的任務差
異相對就比較大。 

結果將促使組織設置更多的職稱(頭銜)，可增設更
多的部門或在各地區設立分公司。 

由於組織結構愈分化，愈需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工作，
因此規模愈大的組織，必需使用更多、更精密的協調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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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模與結構分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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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在管理與支援上的人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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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和組織結構 

技術係將各種投入轉換為產出的過程中使用的各種
方法、工具及知識，是組織用來協助達成其目標的
工具。  

瓊‧伍德沃德（Joan Woodward）在英國主持
一項技術與組織結構關係的研究之後，技術即成為
組織理論學者研究組織現象的主要變項之一。 

伍德沃德依據廠商所採行的生產方式歸類，區分九
種不同的技術，並依其複雜性程度先後排列，分成
訂製生產與小批量生產技術、大量生產技術及連續
生產技術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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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產技術與組織
特性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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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和組織結構 

自從組織的權變理論興起之後，環境與組
織的關係就廣受學者討論，認為組織若要
維持或增加其績效，應採適當的結構來因
應其環境。 

基本上，機械式組織在穩定的環境中最具
效能，而有機式組織與動態和不確定的環
境最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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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需視環境變化設定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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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組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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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與整合  

分化 

組織內各功能部門的差異程度，分化後
則必須加以整合。 

整合  

為達成組織工作，各部門間協調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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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組織部門在目標與結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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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特質和結構 

在同樣的政策、規則、作業程序及控制下，員工的
反應通常不盡相同，在富裕環境下長大的新人類，
均不喜歡受官僚化的規則限制，他們比較喜歡有彈
性的組織結構。相反的，年長員工比較願意遵守各
項規則。  

另外，員工的教育訓練、學經歷較佳的員工，在比
較民主的工作環境下通常會有不錯的表現。至於那
些教育程度較低或剛進入社會的新鮮人，反而覺得
官僚式組織對他們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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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權變因素和組織
結構 

 組織須以降低成本與提高效率的方式，才能達成組織的目標，最
有效的組織設計係採用功能式部門劃分。  

 組織所處的環境很複雜，各項重要的決定性的變數必須密切配合
才能得到預期的產出時，則應採取矩陣式的組織設計。  

 組織規模龐大，其採用的技術與市場環境均較為穩定，應採用傳
統的官僚組織結構設計。  

 產業的競爭情況較高，組織應採較高的授權程度。  

 組織所處的環境變動程度愈大，組織愈需要採行分權化、彈性的
組織結構。  

 組織結構若能夠配合組織的策略，其經營績效較佳；反之，其經
營績效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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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組織五種成員主導的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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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階層 

 在生產事業是指一般的操作員、作業員，在流通業就是店職
員，其主要工作是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就整個組織而言，
操作階層扮演下述功能：  

維持定量的生產投入。 

轉換生產投入為產出，即生產過程。  

分配產出。 

提供生產程序中投入、轉換及產出之直接支援，例如機
器維護、存貨管制等。  

 通常這一階層人員的工作，都是一些十分規律、變化少等特
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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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管理階層 

 策略管理階層人員負責整體組織的營運，並促使組織能以有
效的方法來達成任務及目標。其主要的職責包括：  

監督全組織之作業； 

組織與各環境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協調；  

規劃整體組織之策略。  

 一般而言，策略階層的工作不確定性高，毫無規則程序可言，
完全是憑藉思考、創造力及管理才能，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
使組織在變動環境中正常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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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管理 

策略管理階層所擬定的策略及政策要推行到作業階
層，必須透過中階管理者的中介，策略管理階層授
權給中階管理者來指揮操作階層人員，並反映操作
階層的意見上達策略管理階層。 

中階管理的事務性質介於操作階層及策略管理階層
中間，大部分是管理工作，小部分為操作性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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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幕僚 

在輔佐操作階層的工作，使操作階層能以合理的方式
來執行任務。負責規劃、設計、變革及訓練等有關於
作業程序的事務，也就是負責全組織有關「控制」、
「操作」及「標準化」等工作。可分為三類：  

工作研究分析人員，負責工作流程之標準化；  

規劃及控制分析人員，負責長期規劃、預算等  

人事管理人員，負責人員招募、教育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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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性幕僚 

支援組織之一般性事務，而這些事務是由組織外部
環境之壓力或內部一般性事務所造成，例如，公共
關係、法務、收發、自助餐等均屬之。 

其主要功能在於降低組織外部環境之不確定性，為
全體組織提供支援性服務，並進而擴大組織之活動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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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結構(1/2) 

39 

結構十分簡單，是一種比「沒有結構」略強的公司組
織，也是一種扁平化的組織形態。策略階層的總經理
是整個結構中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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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結構(2/2) 

採取簡單結構的組織通常是在創業初期及成長期、
規模小、生產技術單純、較無規律性之工作、處
於簡單及動態的環境，及高階主管有很強的權力
慾望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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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式官僚組織結構
(1/3) 

組織依據一定之規則、作業程序來運作，
如同機器一般。由於組織所採用之技術及
一般事務皆十分規律化，因此可運用嚴密
的分工專業化，來提高生產效率。 

組織最重要的是一群技術性幕僚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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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式官僚組織結構
(2/3) 

由於機械式官僚缺乏彈性，因此適合簡單及穩定
的環境，當產業內技術創新以及來自產品改變的
競爭力都非常小時，公司只須專注於一、兩項或
較狹窄的產品線，組織結構即可趨向官僚化，在
此環境下，組織能依規章、規定來營運，無須時
時改變，可採用正式的溝通與協調，來因應環境
的各項挑戰。 

另外，較成熟的組織也易於成為機械官僚結構，
通常成熟組織規模都較大，擁有重複性與標準化
所需的足夠工作量，該組織的作業熟練度也足以
設定一些標準性作業，大量生產公司即是最為人
熟悉的機械官僚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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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式官僚組織結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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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化官僚結構(1/3) 

這些組織所從事的工作，技術層次比較高，且複
雜多變，無法以分工及標準作業程序來規範，而
必須高度之專業訓練的「專家」，依自己的專業
判斷來工作。 

為使組織工作能有效執行，必須運用技能標準化
來控制操作階層的專家，使其專業知識及能力達
於一定之水準，而能充分授權，獨立來負責本身
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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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化官僚結構(2/3) 

專業化官僚指的是生產核心由專業人員所構成的
組織。 

支援性幕僚人員在此組織有一定之規模，另外技
術性幕僚人員則相對縮小，因為專家們不須要另
一批研究分析人員來干預其獨立判斷之過程，而
策略管理階層也由於充分之授權及尊重專家們的
自由裁量，權力大為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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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化官僚結構(3/3) 

任何組織只要它的工作是由一些專業人員，用一種
界定明確卻非常難以學習的工作程序為主要執行手
段時，這個組織即很容易成為專業化官僚組織。 

是以這種組織結構最適合於運用高度專業知識及技
能的組織，外部複雜且穩定的環境－因為相當複雜
，也由於環境穩定，使得這些處理技術能夠明確地
界定，甚至於標準化，因此環境是導致專業化官僚
的最主要因素。 

46 



管 
理 
學 

CH 

09 

事業部結構(1/3) 

事業部結構是指由不同的事業部所組成的組織結
構，在此結構中，由擁有決策權的事業部主管負
責整個部門的績效。 

產品多角化為企業之所以採取事業部結構的最主
要因素，當企業面對不同市場時，市場經營的差
異性，誘使公司另設部門分別處理； 

反之，當市場既單純又完整時，企業自然也就沒
有必要將組織分割成多個自主經營的部門。 

47 



管 
理 
學 

CH 

09 

事業部結構(2/3) 

為確保每一個自主獨立的事業部能依照組織之目標
來進行，事業部組織的管理控制系統十分嚴密。 

因此，事業部組織結構下之各事業部，比較容易成
為「機械式官僚組織」，各事業部為確實執行組織
所賦予之目標，自然而然的發展出各項規則、規章
來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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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部結構(3/3) 

事業部組織通常也始自於機械式官僚組織，它們
首先在單一、單純、穩定的環境中運作，隨著地
理區域擴張或新產品線陸續出現，組織規模日漸
擴大，便逐漸走向組織多角化（地區多角化或是
產品多角化），而出現事業部組織形式 

事業部組織其重心在於各事業部，因此主導整個
組織的是各事業部之主管，也就是組織之中階管
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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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式結構(1/3) 

團隊式結構沒有一個固定的組織結構，完全依環
境變化及任務之改變來調整。 

團隊式結構主要出現在追求創新或高科技的公司
，組織要達到創新目的，確實需要一種不同於前
述的組織結構。 

團隊式組織是一種「能夠融合來自不同專業背景
的專家，使之在新的專案小組中可順利發揮功能
」的組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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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式結構(2/3) 

團隊式組織以支援性幕僚為主導者，因為其負責
之事務即帶有整合性，且為全體組織之連絡支援
的核心，各項專案計畫由其組成小組，達到隨任
務而改變的目標。 

團隊式組織是一種有機式、自由變動的組織結構。
公司通常依任務、計畫之性質，組成工作團隊，
結合各種背景的專家，利用他們所擁有的技術來
發展公司的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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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式結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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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組織型態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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