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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自省能力的增强，他能够在各种

压力下做出清醒的选择，并鼓励团队像

他一样行事。接下来的 3 年里，团队成员

摒弃了过去相互竞争的态势，开始加强协

作。公司超额完成了所有的财务目标，公

司文化的极大变化让它赢得了 “怡安翰

威特最佳雇主奖” 。

“电影”这一比喻最大的启示就是 ：

如果你想改变自己，你就必须跳出自身

之外，然后回过头来审视自己，就好像看

自己的录像重播一样。最终，你就会掌

握“剪辑”自我的能力，能够在真实生活中

“导演”出更好的“影片”。

（摘自《哈佛商业评论》）

中小企业组织设计的
五大误区

齐剑利

好的组织就是规范的组织——标准

误区

在进行组织设计时，经营管理者往

往围绕着职能是否清晰、分工是否明确、

层级是否合理、连接是否高效等问题展

开，应该说，这些组织设计及规范的原则

是不错的，但问题是，这些原则不能代表

组织设计的标准。

组织设计，究竟是为什么服务的呢 ?

归根结底是为了改善运营效率。因此，如

何改善和组织直接相关的运营效率才是

组织设计的本，反而那些很多人认为很重

要的组织设计原则却是末。原则只是技

术手段，是为目的来服务的，当忘记了目

的，而仅仅强调原则，就进入了舍本逐末

的境地。

因此，规范的组织是一个好组织的

必要条件，而绝非充分条件，要进行组

织设计，必须胸怀目标，知道组织的目标

是什么，知道组织设计之后的具体的运

营效率指标是什么，这才是组织设计的

根本标准，是评价一个企业或者组织是

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学习其他企业的先进经验——学习

误区

首先，企业之间的学习和交流是非

常重要的。交流能够获得信息、知识、技

巧，这些都非常重要。可是还有更为重要

的一步就是这些信息、知识、技巧要能够

应用到自己的企业之中并发挥作用。

其次，作为组织设计而言，会受到很

多现实条件的限制。每个企业的发展路

径和现实状态都是不同的，每个企业所

受到的约束条件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如

果企业不了解或者从来就没有了解过这

些限制条件，那么所谓的学习基本上就

是在模仿或者复制，而且在运行的过程

中往往就受现实条件的约束而变形了。

再次，组织是工具，工具并没有真正

意义的优劣之分，只有有效、无效、效率

高低的差异。用杯子可以喝水，用瓶子也

可以喝水，用盆子还可以喝水，怎么喝得

舒服只有自己最清楚。是垂直组织还是

矩阵组织，没有完美的组织结构，只有适

合或者不适合的组织结构。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和学习其

他企业相类似的就是专业管理咨询人员

的意见和建议。专业管理咨询人员也许

能提供给企业共性的建议 , 但具体到执

行层面上则必须由企业或者组织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来决策。

以岗定人——资源误区

是以岗位定人，还是以人定岗?几乎

所有的人都会说，当然要以岗定人。但

是，作为员工或者管理者而言，不是从一

个模具中诞生的工业品，每个员工有每个

员工的优势和特点，每个管理人员都有其

专长和风格，既不能寄希望于有完美的员

工，也不能寄希望于有全面的管理人员。

在人力资源稀缺的条件之下，岗位

是死的，而人却是活的。一般来说，越

是基础的岗位，要求标准化的程度越高，

这样能够保证业务的严谨性和规范性，

以岗位定人的权重更重一些 ；而越高的

管理岗位，考虑灵活性越高，要充分发挥

不同管理人员的管理特长，需要调整和

整合，以人定岗的权重要更重一些。

专业分工，职能细化——分工误区

一个成功的组织，必须具备一定的

自我更新能力，也一定存在动态的业务工

作需求。没有哪一个领导者能够把组织

可能面临的问题全部都考虑周全，因此，

要实现组织的目标，除了专业分工、职能

细化，必然要求合 作和团队作业。越来

越多的企业采取水平沟通和项目管理的

方式进行业务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

要发挥团队的作用。

当然，在组织中，专业分工和职能细

化是管理规范的基础，是相当重要的。同

时，在普遍的情况下，专业分工、职能细

化和团队合 作以及水平沟通并不冲突。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思维误区，主要是看

这种工作是基于什么立场考虑的，是从

界定责任的角度，还是从完成目标的角

度，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还是从团队角度    

出发。

重设计轻执行——执行误区

组织设计耗费心力，组织设计的落实

更是任重道远。组织设计经常陷入只设

计不执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在组

织设计时没有考虑该设计的可执行性，二

是对于组织设计执行的成本缺乏清醒的

认识。

时间是必须付出的成本。任何变化

都需要时间来沉淀和消化，组织结构变

化和人员变化更需要时间进行磨合及沉

淀。不能寄希望于立即调整立即见效。

精力是必须付出的成本。面对组织

结构的变化，高层管理者需要花费更多的

时间来协调工作关系、工作流程，确定新

的工作标准、对下属进行培训和引导。

经济资源是必须付出的成本。建立

制度、建立流程、建立标准都需要坚强的

经济资源做后盾，因为这些制度层面的

建设是需要持续的成本投入的。

很多企业在组织变革的过程中，都

是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执行成本而陷入进

退两难的境地。

（摘自中国营销传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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