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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决策 一、决策的概念 管理学所讲的决策，是指管理者

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和在处理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时，从各种

备选方案中作出选择的活动。决策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对

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决策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首先，决策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的活动，没有目标就无从

决策，目标已经实现，也就无需决策；其次，决策的目的在

于付诸实施，不准备实施的决策是多余的；再次，决策具有

选择性，只有一个方案，就无从优化，而不追求优化的决策

是无价值的。一切决策过程都大致包括以下四个阶段：第一

，确定决策目标。第二，设计备选方案。第三，评价和选择

方案。第四，对付诸实施的方案进行评价。 二、决策的类型 

由于决策贯穿于一切管理活动之中，是管理的基本职能，因

而，决策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多种多样的形式。据此，可以把

决策划分为许多种类型。根据决策对管理系统和管理过程的

影响程度，可以把决策分为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根据决策

问题的重复程度，可以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根

据决策问题的可控程度，可以分为确定型决策和不确定型决

策；根据参与决策的人数的多寡，可以分为个人决策和集体

决策；根据决策影响的时间长短，可以分为长期决策和短期

决策；根据决策者在管理系统中所处的层级的高低，可分为

高层决策、中层决策和基层决策；依据决策者追求目标的多

寡，又可分为单目标决策和多目标综合决策；根据后一个决



策是否保持前一个决策的大致方向和目标，还可以划分为突

破型决策和保守型决策。 三、决策方法 科学决策的前提是运

用科学的决策方法。管理学家和从事管理活动的实际工作者

总结概括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决策方法，20世纪的许多新的

科学方法也被广泛地运用到决策中来。最常见的、一般性的

决策方法有：1.头脑风暴法。2.德尔菲法。3.加权评分法。4.

集体磋商法。此外，在经济管理中，还经常使用边际分析法

和经济效益分析法。 第二节预测 一、预测的概念 预测是人们

对客观事物未来发展的预料、估计、分析、判断和推测。预

测充分体现了人类活动的能动性，因为，世上的一切生物中

，只有人类能够对未来作出合理预见。对于现代管理来说，

加强预测是提高管理应变能力的需要。预测主要解决两个基

本问题：第一，在一定时期内管理活动可望达到什么水平，

即目标规定的任务能完成到什么程度；第二，能获得多少资

源来支持实现目标方案的各种活动，即人力、物力、技术、

时间、信息等资源可以筹集到多少。预测是决策的前提。科

学预测是正确决策的依据。 二、预测的类型 预测所涉及的领

域包括政治、经济、历史、生态、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的心

理、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因此，预测的内容极其广泛，预

测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要想对预测作出精确的分类将会

变得极其繁琐。但是，为了进一步把握预测的概念，我们大

致可以把预测分为这样几种基本类型：根据预测的内容，可

以把预测分为科学预测、技术预测、社会预测、经济预测、

军事预测等；根据预测的期限，可以把预测分为短期预测、

中期预测、长期预测等；根据预测的性质，可以把预测分为

定性预测、定量预测、综合预测等。 三、预测方法 预测方法



都有其适用范围，有时可以用几种方法来预测同一个对象，

以提高精确度。从方法本身的性质出发，可以将预测方法分

为两大类：定性预测方法和定量预测方法，上述作为决策方

法而提出的“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也是经常使用的

定性预测方法。定性预测方法往往使用在长期预测上，因为

，一些关系到长期预测的问题是不宜或根本无法采用定量预

测方法的，尤其是那些预测对象的变化不是渐进式的，而是

突变式的，仅从历史统计的时间序列中是无法推测出来的。

几种最为常见的定量预测方法有：1.时间序列法。2.回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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