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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所谓权力， 是指组织成员为了达到组织目标而拥有的开展

活动或指挥他人行动的权利，本章中所指的权力是指存在于

组织之中、与岗位职责相对应的职位权力，拥有一定的职权

是一个组织成员做好组织所分派的任务的必要条件之一，建

立相应的权力和责任体系还是分工协作关系得以落实的保证。

1. 权力的来源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1）传统的观点认为，权力是授予的，某人有权力是因为有人给了他权力。

（2）接受理论认为权力来自于下属接受指挥的意愿。

1. 权力的来源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1）直线权力。组织中上级指挥下级工作的权力，表现为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权力关系。

（2）参谋权力。组织成员所拥有的向其他组织成员提供咨询或建议的权力，属于参谋性质。（组织

中的任何一位成员都拥有参谋权力）

（3）职能权力。某一人员或部门根据高层管理人员的授权而拥有的对其他部门或人员直线指挥的权

力。职能权力是一种有限的权力 ，只有在被授权的职能范围之内才有效。

2. 权力的类型【选 ，判】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参谋建议、直线指挥”的关系。

3. 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之间的关系

“参谋建议、直线指挥”有两层含义：

• 第一层：是指直线人员(管理者)在进行重大决策之前要先征询组织成员或参谋人员的意见

• 第二层：是指这两种权力性质的不同。参谋权力是咨询性的，行使参谋权力的人员可以向直线人员提出自

己的意见和建议，但不能把自己的认识、想法等强加给直线人员，或直接发号施令；指挥的权力应由直线

人员来行使，由直线人员来决定方案的取舍及发布指令，并承担最后的责任。这是保证组织命令的统一性

和职权对等所必需的。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参谋建议、直线指挥”的关系。

3. 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之间的关系

直线人员对参谋人员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直线人员往往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参谋人员，认为他们有潜在的削弱直线人员职权的危险

• 直线人员认为参谋人员不了解实际情况，提出的建议不是不切实际，就是片面偏激

• 参谋人员只负责提建议，而不承担责任

精讲精练没有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参谋建议、直线指挥”的关系。

3. 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之间的关系

参谋对直线人员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直线人员不了解参谋人员的作用，把参谋人员看得无足轻重

• 直线人员墨守成规，过于保守，排斥参谋人员的新思想、新观念

• 直线人员对参谋人员的工作没有提供足够的条件，而要求又十分苛刻

精讲精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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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参谋建议、直线指挥”的关系。

3. 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之间的关系

协调这两者的关系需注意的几个方面【简】

• 双方要明确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通过规范化的文件，对直线权力和参谋权力之间“参谋建议、直线指

挥”的关系作出明文规定，以便相应人员能各司其职，并形成规范有序的协作关系。

• 直线人员要注意倾听参谋人员的意见，并随时向参谋人员提供有关情况。

• 参谋人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

• 创造相互合作的良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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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权力和职能权力之间的关系是“直线有大权、职能有特权”的关系。

4. 直线权力与职能权力之间的关系

“直线有大权、职能有特权“即指在一个组织中，直线人员拥有除了其上层直线人员赋予职能部门

的职能权力以外的大部分直线权力，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则除了拥有对本部门下属的直线权力外，

还拥有上层管理者所赋予的特定权力，可在其职能范围之内对其他部门及其下属部门发号施令，直

线人员在组织规定的各职能范围内的事项要接受职能权力的指挥；职能权力则应限定在规定的职能

范围之内。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1.传统的观点认为，权力来源于（  ）

A.下属接受指挥的意愿

B.上级的授予

C.管理者的专业技能

D.追随者的意愿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1.传统的观点认为，权力来源于（  ）

A.下属接受指挥的意愿

B.上级的授予

C.管理者的专业技能

D.追随者的意愿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2.（  ）是组织中上级指挥下级工作的权力，表现为上下级之间的命

令权力关系。

A.指挥权力

B.职能权力

C.直线权力

D.参谋权力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2.（  ）是组织中上级指挥下级工作的权力，表现为上下级之间的命

令权力关系。

A.指挥权力

B.职能权力

C.直线权力

D.参谋权力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3.只有在被授权的职能范围之内才有效的权力是指（  ）

A.直线权力

B.参谋权力

C.职能权力

D.领导权力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3.只有在被授权的职能范围之内才有效的权力是指（  ）

A.直线权力

B.参谋权力

C.职能权力

D.领导权力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4.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之间的关系是（  ）

A.直线有大权、参谋有特权

B.直线有特权、参谋有大权

C.参谋建议、直线指挥

D.参谋参与、直线领导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4.直线权力与参谋权力之间的关系是（  ）

A.直线有大权、参谋有特权

B.直线有特权、参谋有大权

C.参谋建议、直线指挥

D.参谋参与、直线领导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5.行使参谋权力的人员可以向直线人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不能把自己的认

识、想法等强加给直线人员，或直接发号施令。这体现的参谋权力的性质是（  ）

A.直接性

B.间接性

C.咨询性

D.指挥性



第十章·第一节·权力及其类型

5.行使参谋权力的人员可以向直线人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不能把自己的认

识、想法等强加给直线人员，或直接发号施令。这体现的参谋权力的性质是（  ）

A.直接性

B.间接性

C.咨询性

D.指挥性





第十章·第二节·授权及授权方法

1. 授权的益处

所谓授权， 就是指上级赋予下级一定的权力和责任，使下属在一定的监督之下， 拥有相当的自主权

而行动。授权者对被授权者有指挥、监督权，被授权者对授权者负有汇报情况及完成任务之责。

管理者进行授权的主要原因有：

• 可促使管理者专注而有效地达成目标

• 可促使员工愉快而高效地完成工作

• 有助于组织培养人才和提升效益

和精讲精练说法不一
但是意思一样

（1）可使高层管理人员从日常事务中解
脱出来，专心处理重大问题。
（2）可提高下属的工作情绪，增强其责
任心，并增进效率。
（3）可增长下属的才干，有利于管理人
员的培养。
（4）可充分发挥下属的专长，以弥补授
权者自身才能之不足

精讲精练的说法



第十章·第二节·授权及授权方法

2. 授权的基本过程【选，简】

（1）任务的分派

权力的分配和委任来自于实现组织目标的客观需要

（2）权力的授予

给予一定的权力是使受权者得以完成所分派任务的基本保证。

（3）责任的明确

对于组织来说，授权者对于受权者的行为负有最终的责任

（4）监控权的确立

授权不同于弃权，授权者授予受权 者的只是代理权，而不是所有权。



第十章·第二节·授权及授权方法

2. 授权的基本过程【选，简】

（1）任务的分派

权力的分配和委任来自于实现组织目标的客观需要

（2）权力的授予

给予一定的权力是使受权者得以完成所分派任务的基本保证。

（3）责任的明确

对于组织来说，授权者对于受权者的行为负有最终的责任

（4）监控权的确立

授权不同于弃权，授权者授予受权 者的只是代理权，而不是所有权。

通常通过岗位说明书或授权书
来加以书面明确，通过面对面
交流加以进一步明确和解释。



第十章·第二节·授权及授权方法

3. 授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选，简】

（1）明确授权的目的
授权者必须向受权者明确所授事项的任务目标及权责范围，使其能十分清楚地工作。

（2）职、权、责、利相当
即所授予的权力应能保证受权者履行相应职责、完成所授任务；而受权者对授权者应负的责任大小应与授权者

所授予的权力大小相当；给予受权者的利益必须与其所承担的责任大小相当。

（3）保持命令的统一性
命令统一性原则，即指要求一个下级只接受一个上级的授权，并仅对一个上级负责。保持命令的统一性原则，

要求：

①全局性的问题集中统一，由高层直接决策，不授权予下级。

②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不交叉授权。

③不越级授权。



第十章·第二节·授权及授权方法

3. 授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选，简】

（4）正确选择受权者

在选择受权者时，应遵循“因事择人、视能授权”和“职以能授、爵以功授”的原则。即根据所要分派的任务，

来选择具备完成任务所需条件的受权者，以避免出现不胜任或不愿受权等情况。应根据所选受权者的实际能力，

授予相应的权力和对等的责任。

（5）加强监督控制

授权者要建立反馈渠道，及时检查受权者的工作进展情况以及权力的使用情况。



第十章·第二节·授权及授权方法

1.上级赋予下级一定的权力和责任，使下属在一定的监督之下，拥有相当的自主权

而行动的行为是（  ）

A.集权

B.分权

C.授权

D.指挥



第十章·第二节·授权及授权方法

1.上级赋予下级一定的权力和责任，使下属在一定的监督之下，拥有相当的自主权

而行动的行为是（  ）

A.集权

B.分权

C.授权

D.指挥



第十章·第二节·授权及授权方法

2.在授权过程中，授权者必须向受权者明确所授事项的任务目标及权责范围，使其

能十分清楚地工作。这体现的授权原则是（  ）

A.保持命令的统一性

B.职、权、责、利相当

C.正确选择受权者

D.明确授权的目的



第十章·第二节·授权及授权方法

2.在授权过程中，授权者必须向受权者明确所授事项的任务目标及权责范围，使其

能十分清楚地工作。这体现的授权原则是（  ）

A.保持命令的统一性

B.职、权、责、利相当

C.正确选择受权者

D.明确授权的目的



第十章·第二节·授权及授权方法

【多】3.授权的基本过程包括（  ）

A.分派任务

B.授予权力

C.明确授权目的

D.确立监控权



第十章·第二节·授权及授权方法

【多】3.授权的基本过程包括（  ）

A.分派任务

B.授予权力

C.明确授权目的

D.确立监控权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1.集权与分权的相对性

• 作为一个组织，为了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有效地实现共同目标，必然要在内部进行分工，这就

要求在组织内部进行分权

• 集权就是决策权都由某一最高层管理者或某一上级部门掌握与控制，下级部门只能依据上级的决

定和指示执行，一切行动听上级指挥

tips：没有绝对的集权没有绝对的分权，任何问题都要以批判性思维看待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2.影响集权与分权的主要因素【选，简】

（1）影响集权与分权的主观因素

组织首脑的个人性格、爱好、能力等都会影响职权分散的程度

（2）影响集权与分权的客观因素

①组织的规模，②职责或决策的重要性

③下级管理人员的素质，④控制技术的发展程度

⑤外部环境的影响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2.影响集权与分权的主要因素【选，简】

（1）影响集权与分权的主观因素

组织首脑的个人性格、爱好、能力等都会影响职权分散的程度

（2）影响集权与分权的客观因素

①组织的规模，②职责或决策的重要性

③下级管理人员的素质，④控制技术的发展程度

⑤外部环境的影响

xxxx 的影响因素类型：都差不多，考虑的角度是类似的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3. 集权与分权的平衡【选】

艾尔弗雷德 • 斯隆为我们提供了正碑处理集权与分权关系的典范。斯隆提出“政策制定与行政管理相

分离”“分散经营和协调控制相结合 '' 的组织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总体精神是：集中保证整个公司

的巩固和成功所必须的重大政策和规划的决策权，在此前提下，实行最大限度的职权分散化。这一体

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1）确立两级职责（总部和各个运营中心）

（2）加强协调支援

（3）维护整体控制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1.（  ）是指组织将决策权集中于最高层管理者或某一上级部门，下级部门只能依

据上级决定和指示执行决策。

A.集权

B.分权

C.授权

D.指挥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1.（  ）是指组织将决策权集中于最高层管理者或某一上级部门，下级部门只能依

据上级决定和指示执行决策。

A.集权

B.分权

C.授权

D.指挥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2.下列关于集权与分权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分权的对立面是集权

B.分权对于任何组织来说都是必要的

C.集权与分权是绝对的

D.集权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都是必要的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2.下列关于集权与分权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分权的对立面是集权

B.分权对于任何组织来说都是必要的

C.集权与分权是绝对的

D.集权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都是必要的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3.下列属于影响集权与分权的主观因素的是（  ）

A.组织的规模

B.工作或决策的重要性

C.组织首脑的个人性格

D.下级管理人员的素质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3.下列属于影响集权与分权的主观因素的是（  ）

A.组织的规模

B.工作或决策的重要性

C.组织首脑的个人性格

D.下级管理人员的素质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4.集权的缺点不包括（  ）

A.限制了员工的积极性

B.组织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

C.增加各部门之间协调的复杂性

D.使高层管理者负担过重



第十章·第三节·集权与分权

4.集权的缺点不包括（  ）

A.限制了员工的积极性

B.组织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

C.增加各部门之间协调的复杂性

D.使高层管理者负担过重





第十章·第四节·权力分配艺术

1.权力分配中常见的错误

• 职权不清

• 有责无权

• 将权力系统与信息系统相混淆

• 误用职能权力（直线职权，参谋职权和职能职权之间的混淆）

• 多头指挥

•  不能均衡地授权



第十章·第四节·权力分配艺术

2.授权的艺术

（1）管理者不愿授权的主要原因

• 管理者自身计划组织能力差（自身能力差）

• 对他人的不信任（对下级能力的不信任）

•  职业偏好的影响

• 管理者的权力偏好



第十章·第四节·权力分配艺术

2.授权的艺术

（2）下级不愿意接受上级授权的原因

• 担心因干不好而受到上级的训斥或惩罚，因而不愿接受过多的职权，上级说什么，就干什么。

• 害怕承担更多责任。

• 有的人认为即使是多做工作也不会带来更多报酬，因而不愿多承担责任。



第十章·第四节·权力分配艺术

2.授权的艺术

（3）如何克服这些心理障碍

• 建立一个良好的组织文化。(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和鼓励承担风险的组织文化）

• 进行充分的交流。

• 对承担更多责任者予以额外的奖励

• 提高管理者的素质。

• 建立一定的制度强迫管理者授权。为了防止管理者由于各种个人的原因而不愿授权，组织可采

取一些政策 , 迫使其授权。



1.参谋人员的设立就是为了减轻管理者的负担，或弥补管理者的不足，以避免重大失误。（  ）

2.每一主管都有其一定的管辖范围，不可将不属于自己权力范围之内的权力授给下级，以避免交叉

指挥，打乱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和管理秩序，造成管理混乱和效率降低。（  ）

3.从理论上来说，一个下级同时接受两名以上上级的授权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是可能的。（  ）

4.对一个组织来说，组织的规模越大，其分权程度越低，集权程度越高。（  ）



5.在授权的同时，授权者要加强对受权者的监督控制，监督控制的意义是干预受权者的日常行动，

确保不出任何差错。（  ）

6.分权的对立面是集权，集权与分权是绝对的，在组织设计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分权好还是集

权好的问题。（  ）

7.如果组织中缺少合格的管理人员，高层管理者就很可能倾向于集权，依靠少数高素质的人来管理

组织。（  ）



第三篇 组织篇 完结撒花

第八章-第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