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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5/2021_2022_MPA_E5_A4

_8D_E4_B9_A0_E8_c72_225354.htm 不利： 1、工作程序较慢

，需要比领导个人决策更长的时间；2、在群体沟通遇到障碍

时，个人意见往往会受到某种因素的压制；3、群体决策易出

现极化现象，出现冒险或保守两个方向的极化；4、可能造成

不必要的内耗和人力的浪费，导致人为 的决策障碍；5、名

义上的集体决策，实际上的个人拍板，可能会伤害参与决策

的其他成员的感情；6、一旦决策失误，责任需由集体承担，

可能掩盖了个人的失误；7、当组织不具备群体决策的条件，

一旦采取群体决策形式，往往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8、激

励只是群体决策的附加值，把群体决策作为激励的一种手段

的做法并不明智；9、在决策目标和问题情境不清楚时，不要

采取群体决策；二、参与决策的特征 1、从领导机制的角度

来看，参与决策可以削弱集权式领导的作用，是一种制衡工

具；2、从执行效果的角度来看，由于参与决策的群体往往就

是决策的执行群体或目标群体，因此，通过参与的形式作出

的决策易于被群体接受和认同，也就是说，参与决策有利于

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和促进决策的合法性；3、从决策执行过程

中人际互动的角度来看，参与决策与领导个人决策相比，会

使目标群体有更强的合作意识和更广泛的支持效应；4、从尊

重人的价值的角度来看，参与决策体现可现代公共管理以人

为中心的决策理念；5、从决策水平高度的角度来看，参与决

策优势的发挥也要具备相当的条件后才能生效；三、群体决

策的择案规则 4、博尔达计数：先给每个备选方案按照偏好



次序依次排列打分，然后计算各个方案的总分，分数最高者

胜出。又称：“偏好次序表决法” 5、赞成投票制：创始人

“布拉姆斯和菲什伯恩”,又称“同意表决法” 由群体成员对

所有他认为可以接受的方案投赞成票，得票最多的备选方案

即可中选。 6、淘汰投票制：又称“否定表决法”由群体成

员对所有他认为可以舍弃的方案投反对票，得票最多的备选

方案即被淘汰，否定表决依次进行，直至剩下最后一个备选

方案。 7、正负表决法：对某一备选方案或者投一赞成票或

者投一反对票，但两者只可择其一，每一个备选方案的正负

之和就是净余票，净余正票最多者获得通过。 8、等级决定

原则：由某一成员(通常是领导者)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作出

决定。 不利： 1、工作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