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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辽宁省工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研究》是关于研究辽宁省工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专著，书中具
体包括了：辽宁省工业企业组织结构相关案例分析、北方重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结构分析、工业
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趋势分析、辽宁省工业企业生产运作结构建立等内容。
《辽宁省工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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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新波，管理学博士，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后，副教授，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助理，EMBA教
育中心执行主任。
自1996年开始从事管理学、管理哲学、项目管理学等理论方面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
已经主持或参加近20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
迄今为止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5部。
曾获如下奖项：1999年度东北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000年度东北大学优秀教师，2003年度中国管理科
学研究院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2005年度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优秀党员，2005年度东北高校企业管
理挑战赛优秀指导员，2006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7年度东北大学第四届教
学基本功大赛优秀奖，2008年度东北大学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青年岗位能手），2008年度东北大学
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年度宝钢优秀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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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关于专业化分工　　一、专业化分工相关研究的进展　　（一）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视角　　亚当·斯密把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确立为经济学中的首要地位，亚当·斯密
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第一篇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专业化分工发展的过程。
他认为，劳动分工是提高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源泉；分工会带来专业化，专业化会使得劳动者的
技巧改进，劳动时间大大节省，同时也有利于机器的发明与采用。
他还以做扣针为例详细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
“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
说不定一天连_枚也制造不出来。
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1/240，就连这数量的1/4800，恐怕也制造不出
来。
”他总结了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有三个：①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②由一种工作转
到另一种工作，通常会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③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
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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