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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结构在渔业科研机构与高校结合中的应用’

李 丹 赵 昕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青岛266071)

摘 要 我国渔业经济要从根本上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必须走“科技兴渔”道路。

目前我国渔业科研机构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渔业经济的健康发展，解决这一问

题的有效途径是建立矩阵式组织结构，将科研机构与高校有机结合起来，以科研项目为纽带，相

互交叉渗透，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矩阵式组织结构的建立过程应注重动态、灵活和责任分配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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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海洋大国，管辖海域辽阔，在发展渔业

经济方面具有独特的区位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渔

业经济已成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渔业经济发展迅速，无论是水产品的产量还是产

值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但长期以来，围绕着

养殖和捕捞等渔业活动的进行，越来越多的问题有

待解决，如，传统型、粗放型和单纯追求数量增长

的生产方式仍在渔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使得产业

结构性矛盾突出，渔业发展竞争力较低；同时对环

境产生了不利影响，部分海域和海岛开发秩序混

乱，近海渔业资源破坏严重等。现代渔业是可持续

型和节约型渔业，要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

集约型以及质量、生态和效益并重的转变，而要实

现这一转变，必须深入实施“科技兴渔”和“人

才强渔”战略⋯，提高渔业活动的科技含量，加

大自主创新力度，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是技术的载体，

渔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依赖于渔业相关领域的人才投

入，渔业科技人才主要包括从事渔业活动的科技人

员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有资料显

示，近十年间我国渔业科技人力资源整体素质普遍

提高，但现状仍不容乐观旧J。基层渔业科技人员

待遇低，许多高校毕业生不愿到基层一线工作，科

技人员流通也略显频繁，导致基层机构人才比例失

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渔业科技人员资源匮乏。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在渔业经

济发展过程中推进产学研的结合，充分发挥高校科

研人才的科技辐射和咨询作用，协调渔业科研机构

和高校的资源和力量，同时考虑渔业科研机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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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渔业生产部门三者的关系，形成特色的渔业科

研体系，推广渔业科技成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保证渔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渔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结合——矩阵组织

结构的应用

1．1矩阵式组织结构理论设计

“矩阵”是一个数学概念，最初由解线性方

程组产生。数学上把多个互相关联的元素按一定

规律排成横行、纵列的一个矩形，称为“矩阵”。

将矩阵概念引用到组织范畴，便产生了“矩阵式

结构”的组织形式。矩阵式结构组织最早产生于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航天器和飞机的生产

制造中，每一个项目的设计、生产和调试的过程

都需要多个部门的协作，传统的科层制结构已不

能满足高效生产活动的需求，于是矩阵式组织应

运而生心】。矩阵式组织结构在科层制组织和原有

的直线指挥系统基础上又建立一种横向的协调系

统，两者相互交叉，加强了各部门之间及组织与

组织之间的协作，把组织管理中的“垂直”联系

和“水平”联系以及集权化和分权化很好地结合

起来，目标明确，既讲分工又重协作，不但提高

了生产效率，而且解决了单一部门不能解决的问

题。目前这一组织结构模式已在ABB、杜邦和雀

巢等全球性大企业中运作。具体来说，矩阵式组

织结构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1．1．1 目标明确，功能综合

矩阵组织工作目标明确，分工细化，成员间的

不同结合和搭配可以处理工作中出现的不同问题，

具备完成综合项目的能力。由于矩阵组织成员来自

于不同职能部门，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和工作技

能，这种组织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具有技术和专业上

的综合优势，可以发挥比任何一个部门单独工作时

更高的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1．1．2有利于资源高效配置

矩阵式组织结构通过合理配置人力和物力资

源，避免了工作中的浪费。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协

作可以改善科层制结构中意见层层上报的冗杂模

式，使得新出现的问题能得到及时讨论和解决，减

少时间上的延误。同时，不同部门间资源得到共

享，从而有效地节约了人力和物力投入，自然会减

少费用，这种互相促进和互相支持有助于提高工作

效率。

1-1．3减少组织层次，加强组织成员责任感

传统的科层制结构是金字塔式的集权形式，而

矩阵式结构是分权形式，具有扁平化的管理层次，

大大减少了决策和管理的程序。由项目小组领导与

成员直接交流，遇到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才需要向

上级汇报，这就缩短了任务分配的时间，有效进行

生产；同时，所有人员对于所在项目小组的工作都

有明确的分工，并有专门的负责人对每一方面工作

负责，促进每个成员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作。

渔业科研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组织体系，

其运营包括立项、研发和实验等很多环节，每个环

节都需要专业人员的参与。我国现阶段渔业科技含

量较低，科技人才缺乏，而高校是培养专业人才的

场所，海洋类高校可以培养出海洋经济学、水产养

殖学、海洋生物学和海洋化学等海洋领域专业人

才，这些人才参与到渔业科研活动的各个环节，可

以满足渔业科研过程中具体而又不同的需要。运用

矩阵式组织结构，通过具体的渔业科研创新项目将

高校科研人才与科研机构工作人员相结合、高校人

力资源与科研设备资源相结合新以及高校理论教育

与渔业生产实践活动相结合，优化资源配置，达到

互利共赢；同时依靠人才的带头作用进行科研创

新，提高生产效率，并快速将渔业科研成果运用于

渔业生产活动，保证我国渔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

展。

1．2矩阵式组织结构在渔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结

合中的应用

相对于人类无限的欲望，渔业资源是有限的。

要提高生产效率，必须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含

量，进行科技创新，以科技带动发展。渔业活动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绝大多数不是单一的，需要多领域

人员合作才能够解决，同样，渔业科研创新活动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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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知识面很广，每个环节都需要不同领域的专业人

员参加。如，水产养殖的病害防治及渔药使用、水

产饲料和淡水鱼池养殖的饲养管理需要水产学人员

制定相关标准，海洋灾害对渔业造成的经济损失需

要海洋经济学人员运用计量方法进行评估和预测，

渔业科研部门的运作需要管理学人员的管理等，这

就要求将渔业项目与科研部门及高校矩阵运用到科

研中，将科研部门人员与高校人员有机结合。理论

上讲，纵向为渔业科研部门人员和高校各专业研究

人员，横向为问题导向，按项目实行管理，以解决

渔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整体而言，建立

矩阵就是以研究渔业相关课题和完成渔业项目为纽

带，高校人员和渔业科研部门人员围绕某一共同领

域建立课题组，在学术和技术上相互渗透和互补

增强，共同解决渔业活动中的具体问题或进行技

术创新。这样的立体网状结构使科研部门和高校

真正交叉融合，有利于用科技力量提高我国渔业

在世界的竞争力(图1)。此外，高校学生通过参

与科研项目的研究能够拓宽知识面，学习到其他

学科领域的知识，在夯实理论基础的同时提高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渔业项目可以为基层

科研机构和高校人员搭建桥梁，使双方相互了解

并可能形成长期合作，即学生到基层科研机构实

习和教师到基层科研机构兼职，充分满足社会人

才市场的需要，为渔业科研部门引进优秀的对口

人才，对我国渔业的科技发展形成强大的支持。

通过实现科研机构与高校的长期合作，可以形成

实际的战略联盟，优势互补，给学校和科研机构

都带来巨大效益，实现双赢。

渔

业

项

目

科研部门人员X 水产学 X海洋经济学

项目I、H课题组1 t--4课题组1 H课胚组

项目2 H课题组2 H课题组2 H塑竺!

项目3 H课题组3 L一课题组3 H课题组3

图l渔业项目与科研部门及高校矩阵

2矩阵式组织结构的设计原则

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结构，矩阵组织仍处于

初步实践阶段，还存在许多不足，而渔业经济本

身又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将矩阵组织应用

于渔业科研部门与高校学科相结合应该做到以下

几点。

2．1动态性原则

矩阵式组织结构是为了满足渔业科研某一特定

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其目标是动态的，其组织成

员也是动态的。矩阵组织的存在与项目执行时间密

切相关，而且项目进展的不同时期需要的相关专业

领域人员和项目设备也是不同的，如果让所有参与

成员和所有可能用到的设备在整个项目阶段都设置

在项目组里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应事先做好

项目阶段性计划，动态地使用人力和物力，以保证

项目实施的高效性。

2．2责任分配明确原则

矩阵中的组织成员来自科研部门或高校不同学

科领域，进入矩阵组织后他们和原属机构仍保持联

系，既要接受纵向的组织职能领导又要服从横向项

目组或实习组的安排，容易产生双重领导问题；如

果处理不当，工作可能会陷入僵局，甚至造成矩阵

组织的瘫痪。克服这个弊端，第一种方法是建立责

任分配矩阵，这是一种把组织结构和工作分解结构

相关联的结构，帮助确保项目范围中的每个工作元

素都有负责人员旧1；当问题出现时可以快速找到

相对应的负责人，使问题能够及时协调地得到解

决。第二种方法是借用“控制强度系数”这个概

念，通过控制强度系数对矩阵进行协调和沟通，以

保持纵向部门和横向部门之间的平衡。如果用X

来表示控制强度系数，那么X=Y／ZHl(其中l，为

纵向部门和学科控制强度，z为横向项目控制强

度)。当x趋于无穷大时，在矩阵结构中部门和学

科控制强度比较强，倾向于采用纵向控制为主的的

结构；当x趋于O时，即z相对于y无穷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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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矩阵中以横向项目控制为主；当X趋于l时，

说明矩阵结构趋于稳定协调，项目和部门间达到了

一种均衡状态，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2．3灵活机动原则

矩阵式组织结构是纵向学科导向的组织和横向

解决特定问题导向的组织的交叉，由于渔业经济研

究领域的广泛性，有的项目偏重于对水产养殖的研

究，有的偏重于对捕捞的研究，还有的偏重于对未

来某一数据的预测，这就要求组织结构与具体情况

相适应。灵活的组织结构就是在组织的设计上从目

标和客观需要的变化出发，将组织、目的和人员很

好地结合起来，易于适应工作任务和客观需要的变

化，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人员等组织变动，既

要体现整体性特点，又要在实际情况变化时及时调

整时并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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