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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项目组织结构选择在项 目计划过程中的定性分析及其不确定因素，通过引入定量分析方法一模糊聚 

类分析 法，进行项 目组织结构选择 的定量分析 。同时介绍了如何建立企业项 目组织结构标准，及如何进行模糊聚类决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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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项目管理是通过项目经理和项目组织的努力，运用系统理论和 

方法对项目及其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旨在实现项目的特 

定目标的管理方法体系。 

一 个项目一旦确立，首先将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必须确定项 

目与公司的关系，即项 目的组织结构；第二，必须确定项 目内部的组 

成。目前，我们将项目组织分为 3类，即职能式、项目式和矩阵式组织 

结构。 

1 建立项目组织结构的原则 

建立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第一，组织结构必须反映公司的目标 

和计划，因为公司的活动是从目标和计划开始的。第二，必须根据工 

作需要来设计组织结构。第三，必须保证决策指挥的统一。第四，必须 

创造人尽其才的环境。第五，必须有利于全过程及全局的控制。 

项目的组织形式除了需要遵循上述一般组织的设计原则之外， 

还需要服从一些特殊的组织原则。 

2 项目组织结构的分类 

目前，经常见到的组织结构有职能式组织结构、项目式组织结 

构、矩阵式组织结构。 

三种组织形式可以表示为一个变化系列，职能方法在一端，项 目 

式方法在另一端。短阵式方法处于两者之间，其结构形式的变化范围 

相当广泛，弱矩阵式组织接近于职能式组织，而强矩阵式组织接近于 

项目式组织。根据项目人员的归属一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和项目组人员 

的不同，从职能式项目组织到项目式组织其人员的归属感不断增强。 

3 建立企业项目组织结构的标准体系及模糊决策分析 

为了实施模糊聚类分析进行企业项 目组织结构选择的工作，我 

们需要对企业制定一个比较完善和详细的项目组织结构标准体系， 

这样我们才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有标准可以参考。需要强调的是，每个 

企业的标准不尽相同，需要根据企业的多方面情况进行分析，采取一 

系列的定量分析方法建立标准体系。 

3．1 建立企业项目组织结构的标准体系 

在确定标准体系之前，我们需要对影响项目组织结构选择的关 

键因素进行分解，这要视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这里可以使用因素分 

解法。假设我们将关键因素分为两个层次，我们将第一层指标称为第 

一 级综合指标。设指标被分为P层，其它的我们称为第p层指标 

(2≤p≤P)。我们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给每一个第P层指标(2≤p≤P) 

进行权重分析。其中，设第a级指标(1≤0≤p)第b项的权重为 ，则 

有以下成立 =1(1≤n≤p)。这里设 =0．1，其代表的意义为：在该 

企业中，每个第一级综合指标同样重要。 

fg-NN~ (m个)IF⋯rl2，rl 

⋯ 一 ⋯ 一 一  ．1第二级指标(n个：)r2l，r2 ，⋯， 则有以下存在{ ～ ‘ 
l ‘ ‘。‘⋯ ⋯  ‘ ⋯ 。‘⋯  ‘ ⋯  ‘⋯  ‘ ‘ 

l第P级指标(q个)： ， ，⋯ 

现在，我们对第P层指标进行逐项打分，这样通过加权计算我们 

可以得出以上各层的分值，设第P级指标第 b项(1≤6≤q)的分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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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值是我们打出的原始分。则其上层元素的分值为，即第a 

级指标(1≤口≤P_1)第b项的分值为ŝ =∑ra+ ·S ，则此项目的 
i=l 

综合分值为ŝ=∑r 21~S 通过以上计算，我们可以得到项目组织选择 
i：l 

的各个关键因素的分值。 

当然，这只是一个因素分解的例子，企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进行修改，但是，打分的原则不变。这样，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针对 

职能式、项目式和矩阵式进行分别打分。之后，企业得到了三种组织 

结构的标准分值。当然，企业可以将组织结构标准进行一步细分。接 

下来，根据所得到的分值，制定取值范围，这里我们以第一层综合指 

标为例。 

这里我们设企业的项目组织结构只有上述的3种形式，请看表 

1(以职能式结构为例)： 

表1 

Rll·R⋯ 一，Rin+R I) max(Rll·Rl2I 

R2I·RI1，·一，R ·R ) max(n2I·RI2， 

0．4 1 0．4 

0．8 0．4 1 

0．5 0．4 0．5 

0．5 0．4 0．5 

0．4 0．4 

0．5 0．5 

1 0．6 

0．6 1 

，Rin"R ) ··，max(Rll·Rh，，一，R ·R 

，尺 ·R ) ··· ma】【(R2I·R⋯⋯，尺 ·尺 

R ·R 一，尺胁。R I) max(R nl·Rl2，·一，尺胍·R ) ·一 max(R I·R ⋯，尺胍·R 

现在我们得到了结构的标准，下面介绍一下如何运用模糊聚类 

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决策。 

3．2 模糊聚类分析 

根据以上的方法，在每次进行项目组织结构选择的时候都要对 

新项目进行估计和评分，这个分值就是我们与结构标准比较的工具。 

结构标准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的数据，但是，影响组织结构选 

择的因素有很多，并且，并不一定每个影响因素的分值都在将要选择 

的组织结构的范围内，这样就给我们的选择带来了困难。 

通过聚类分析，我们不能说一定要采取哪种结构，但是我们可以 

判断出它更接近于哪种结构，这种结构可以作为企业选择项 目组织 

结构优先考虑的对象。 

这里要介绍一个接近系数。这也是一个权重值。这个权重值表示 

裹2 的意义是：当新项目的打 

分越接近结构标准的分 

值时，权重越大；反之则 

越小。具体分值见表2。 

设分值差为曰，权重 

值为 C，分值范围[曰～， 

曰～]，例如 ：当项 目的不 

确定性分值为 23时，它属于0-33个这个分值范围。则B=min(I曰、 

曰～I)，C=I—MOD(B／10)／10。 

这样，我们根据以上的各项打分，这里设组织结构有 4种，即职 

能式、矩阵式、项目式、混合式。对第一级综合指标分别进行两两关系 

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矩阵。第一项为新项目不确定性第一级综合指标 

的权重值，第二项为职能式组织不确定性综合指标的权重值，依此类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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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o,=max(R Rv，R ·R ，⋯，R ·R )， 

并且(1≤ J≤n)。 

当愿 愿 =墨 时，我们称愿 为模糊等价 

关系。这里， 愿 愿2则愿 是模糊等价关 

系。 

这里引入模糊系数K(0<K<I)， 越大，则我们要求新项目得分 

值与标准分值越接近；反之相反。 

当K=0．5时，愿 中的每个元素 (1≤ ≤5，1 ≤5)，若 ≥ 则 

= 1；若愿 j(则 =0。 

当K=0．5时，则R： 

当K=0．6时，则 R： 

当K=0．8时，则R= 

通过以上结果看出，当K=0．8时，u。与 u，是同一类。记作R。。( ) 

=0．8。代表新项目第一个第一级综合指标——不确定性与矩阵式组 

织结构最相似，模糊系数为0．8。 

3．3 结论及决策 

对第一级综合指标分别进行模糊聚类分析，假设得到以下结果： 

Rl。 )=0．5、Rl )=0．8、R。l )=0．5、Rll )=0．5，以及 Rl2、R ⋯ 、 

R̈ 0，各有4个，一共 40个结果。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可以进行如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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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经营能力谭愉的层次分折与漠湖决策 

陈春花，徐慧琴 

(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510640) 

摘 要：在借鉴系统工程学中的层次分析与模糊决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家经营能力评价的层次分析模型 

与模糊决策方法。依据企业家经营能力评价的层次分析模型，可以计算出被评价企业家所具备的主要经营能力的各能 

力权重系数；依据模糊决策方法，可以测算出被评价企业家经营企业的能力指数，并通过与专家意见法所设定的经营能 

力指数的相互比较，来确定企业家目前所处的位置。 

关键词：企业家；经营能力；层次分析法；模糊决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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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西方经济学对企业家理论的主要 

研究成果，本文将企业家经营企业的能力划 

分为5个方面，并在这五大能力之下又进行 

了细分。这五大经营能力分别为：创新能力、 

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公关能力和自控能力。 

l 划分依据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作为强调企业家地 

位的第一人，其主要代表思想是“企业家作 

为生产过程的中心枢纽，收集信息、制定决 

策，着重发挥其协调人、财、物、产、供、销的 

协调者的作用。”即企业家是协调者。 

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则提出，企业家是生 

产要素卖方和产品买方之间的中介人，是把 

生产要素在企业中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产品 

并送到消费者手中这一组织化过程的核心。 

企业家不仅作为中间商和协调者，还是创新 

者和风险承担者。 

熊彼特则鲜明地提出企业家的主要职 

能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熊彼特认 

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把一种从未有过的有关生产要素和生产条 

件的新组合引人生产系统。具体来说，这种 

新组合或创新包括 5种：引进新产品(或改 

进现有产品质量)；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 

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 

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形式(特别指组成托 

拉斯或某种其它类型的垄断组织)。 

后来的奈特和柯兹纳在吸收了熊彼特 

创新理论的基础上，赋予了企业家“不确定 

性决策者”的角色。企业家的职能就是识别 

和把握各种机会，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决 

策。决策的性质决定了企业家还必须具备承 

担风险的能力。 

新制度学派的开山鼻祖科斯则在其经 

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一书中，提出企业家的 

主要任务就是使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成本 

低于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家的指挥、协调、组 

织能力决定了企业发展的边界。 

此外，西方经济学还有关于企业家特性 

和企业家生成环境的研究。特性研究主要着 

重于企业家的个人特质方面，探讨企业家的 

算：设新项目与第 k个组织结构标准的模糊系数为 = 尺- ( )· 
l 

r。I，(2≤ ≤5)。通过比较 (2≤ ≤5)，max(瓦)所代表的组织结构就 

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结果。因为，影响企业选择项 目组织 

结构的因素很多。企业需要重新考虑项目组织结构的选择。 

当然，以上的计算方法稍显复杂，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系统 

仿真技术的发展，以上方法完全可以采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来实现。 

4 结语 

本文通过介绍项目组织结构的类型和特征，综合模糊聚类分析 

的数学方法，对企业进行项目组织结构选择进行了定量的分析，为企 

业选择组织结构时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定量分析方法。其方法特 

点是将影响因素定量化，并且进行相关比较分析，从而得出可以参考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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