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潤中心制度 

 

所謂的「利潤中心」( profit center )就是將一個綜合性企業體，依照業務的

性質，分割成若干個能獨立運作的經營單位，各自獨立運作。每個利潤中心在

公司內部都獨立的計算損益，如果有資本性支出時，也要有獨立的預算制度對

每個利潤中心的負責主管授以較大權限，使各利潤中心可發展其獨特的經營型

態。 

 

利潤中心亦可稱為事業部或責任中心，在管理專業上則被稱為戰略經營單

位 SBU（Strategic Business Unit）。在公司內部，利潤中心視同一個獨立的經營

個體，在產品開發、原材料採購、製造、銷售、人事管理、流動資金使用等實

際運營上享有相當高度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並編製獨立的損益表，評估其經營

績效。 

   

利潤中心制度又稱目標責任中心制度，是指以利潤為導向的管理制度，這

種制度不僅僅是一種公司組織形式的簡單再造，更是一種管理制度的再造，近

年來在企業界頗為流行並受到重視。 

 

利潤中心制度看似把日常決策授權利潤中心主管負責，經營者只需定期按

損益報告進行評估績效即可，這種方法自可增加幹部工作的積極性和員工的歸

屬感，也可減少組織內部的各種會議和內控協調。 

 

可是有利就有弊，這種制度最大的失敗就是將本為同一個組織加以割裂成

個別的利潤中心，而不視為一個系統來管理。由於公司內的個人、工作組、各

部門都是以利潤中心方式運作，而非以公司整體的目標為念，結果必然是變成

斤斤計較且本位主義強烈。公司各利潤中心也因而喪失長期思維和工作樂趣，

長期下來，結果是人人皆輸！ 

 

管理大師戴明(Deming)指出，這種情況必定會導致缺乏溝通，員工都不再

期望能了解本身工作與他人工作之間的關係，甚至只要把自己顧好即可，即便

明知會對別人有不利的影響。 

 

因此戴明大力的反對這種利潤中心制度，他特別強調，要把公司視作一個

完整的系統來管理，而且系統必須包含未來。要鼓勵公司內部各部門人員多多

溝通對話，不分職位和階級。任何組織都要畫出一幅顯示各個部門之間的相互

關係流程圖，這樣每個人才能了解自己所處的位置和角色，因為不了解，根本

就無從改善！ 

https://wiki.mbalib.com/zh-tw/SBU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BB%84%E7%BB%87%E5%BD%A2%E5%BC%8F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AE%A1%E7%90%86%E5%88%B6%E5%BA%A6


 

國家的組成和政治制度也是一樣，美國所謂的聯邦制就相當類似責任中心

的結構，各州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平時沒事時好像看起來還不錯，但是在這

次新冠疫情的考驗下，可以說醜態畢露，難怪會快速的成為全球疫情中心，不

愧為「美國第一」！ 

 

同學們，你曾在利潤中心這樣的體制下工作過嗎？有何親身體驗可以分

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