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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注意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 

（－）领导决策的程序 领导决策的程序，指的是将决策的全

过程，依据一定的顺序划分成若干阶段。科学的程序是客观

规律的反映。决策由以下程序构成。 1．发现问题，确定目

标 提出问题，确定目标是整个决策过程的基础，是科学决策

的前提条件。决策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准备采取的行动，作出

的决定。问题是决策的逻辑起点。在问题中已经包含了决策

过程中各种因素的萌芽。只有找准了问题和问题发生的原因

，才能有针对性地确定决策目标，提出解决问题、实现决策

目标的措施或办法。 2．拟定方案，充分论证 制定决策方案

就是寻找实现决策目标的手段，因此，制定可供选择的各种

方案，是决策的关键步骤。决策中十分强调拟定多种备选方

案，备选方案越多，可供选择的余地就越大，决策就越科学

3．分析评估，方案择优 方案的分析评估和方案择优是决策

全过程的关键。方案评估是方案选优的前提，方案选代是方

案评估的结果。 分析评估即采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对已经

拟定的可行方案进行效益、危害、敏感度及风险度等方面的

分析评估，以进一步认识各方案的利弊及其可行性。分析评

估过程包括两个步骤：一是对备选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结果

进行深人细致的分析；二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评价标准

对各备选方案的优劣程度作出评判。方案评估的任务主要由

智囊团来承担。 方案择优的过程就是决策者“拍板定案”的



过程，方案的选优必须由决策者亲自完成。在方案选优的过

程中，决策者应坚持以下标准：一是能够实现决策目标，总

体最优；二是付出的代价尽可能小，获得的效益尽可能大；

三是承担的风险尽可能小；四是实施后产生的副作用尽可能

小。还要注意把握好方案的利弊得失。选优只能是相对的，

任何一种方案都存在利和弊，无非是利大弊小、利弊各中、

利小弊大这三种情况。总起来说应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

相权取其重。 4．慎重实施，反馈调节 决策的目的是为了实

施，实施过程本身是对决策方案正确与否的检验。决策的实

施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关键阶段，为此，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 试验证实。当方案选定后，先进行局部试验，以验证其可

靠性。同时，通过局部试验，也可以发现事先没有估计到的

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地在规模实施方案之前，对原定的决

策方案进行修正。对无法进行试验研究的决策方案，则需要

在方案实施的过程中，加强管理和控制，发现问题，及时反

馈，以便采取补救措施。 制定实施计划。经过试验证实后，

就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就要有实施的计划。这一计划应由

决策机关责成有关部门，吸收有关专家和具体工作人员共同

制定。制定计划的总要求是把决策具体化，做到周密、细致

、具体、灵活。计划一旦制定就要由决策机关向执行机构下

达；通过各方面的工作，把实施计划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

动。 反馈调节。领导决策是一个动态过程，由于现代决策的

复杂性，决策者个人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使得已经作出的决

策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这就

要求决策者在进入决策实施阶段之后，必领注意追踪和监测

实施的情况，根据反馈的情况对决策不断地进行调节。应该



建立一种灵活有效的反馈机制；重视反馈调节中的追踪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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