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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競爭性的組織

　　在東西方二大陣營的敵對狀態結束，進入了後冷戰時代的今天，國

際間也放棄了以武力作為競賽的手段，代之而起的則是國家競爭優勢的

比較，尤其是當哈佛大學教授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Ｐｏｒｔｅｒ所提

出的「競爭策略」（一九八三）在國際間造成了一股震撼與追求競爭力的

風潮。我國在近年來也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為政府及人民共同努力的方向，

然而，首先必須在作為人民火車頭的政府率先成為具競爭力的政府，才

能夠帶動全民朝向正確而有效的方向前進。因此，如何使得政府成為有競

爭力的政府，不僅是目前政府再造的策略，也是我們所要追求的階段性

目標。

　　Ｒｉｃｈａｒｔ　Ｌ.　Ｄａｆｔ（１９９５：２３４－２３６）認

為左面對全球競爭性的環境下，現代化的組織必須朝向一個革新的途徑

設計，革新的途徑包括水平化（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再造工程（Ｒｅｅｎｇｉｎｅ

ｅｒｉｎｇ）、與動態的網絡設計（Ｄｙｎａｍ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ｓｉｇｎ）：

１．水平化組織：以往的組織形態大都強調權威及專業分工的重要性，

形

　　成層級節制的高聳式組織，造成許多不利組織運作的障礙。而水平化

　　的組織則強調組織結構乃是依照工作的流程而建構，層級節制趨向

扁

　　平化的設計，並且開始向下授權，以及注重顧客需求導向。這種水平

　　化的組織，可以使得組織的效率與速度上均有重大的突破、減少部門

　　之間不必要的協調障礙、提升工作士氣、降低行政成本。

２．再造工程：組織再造工程源自於企業希望以較激進的方式，澈底改

善

　　組織原有的作業和人員的心態，使得組織的成本、服務、和速度均能

　　獲得大幅度的進步。對於行政組織而言，組織再造即是針對根本的結

　　構性問題｜盤根錯節的僵化官僚制度和惡質的官場文化提出根本的

解

　　決之道。其基本的內涵包括：以流程為改革中心、以顧客導向為目的



　　、掌握策略目標、系統性思考、以及藉助於資訊科技為輔助工具）長

　　潤書，民８７：五二一　五三二）。

３．動態的網絡設計：以往功能式的組織結構，各個分工部門必須在一

定

　　的辦公地點，才能夠相互支援、合作，以共同完成一定的任務。動態

　　的網絡組織則是將各種不同功能的部門，包括銷售、製造、人事、會

　　計等，以一種動態式的網絡來連結，此一組織形態尤其可以透過資

訊

　　網路科技的幫助，非常快速、有效率的達到相互支援、互通聲息旳協

　　調與合作，進而有效的達成組織的目的。例如，電子化政府即是一種

　　網路組織的設計，但卻可以提供更快速、便捷的服務效果。


	　（二）競爭性的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