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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决 策第一节 决策概述一、决策的含义和特征所谓决策，从

广义上讲，就是作出决定，即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作

的行为设计及其抉择。１、伊斯顿和拉斯维尔将决策概念 带

到互动、正式和非正式关系 的层面上：２、西蒙从理性、非

理性的心理层 面考察决策；３、林德布罗姆又加上了渐进主

义 的解释；４、阿利森则将决策附着于官僚体 系及其政治运

作的模式。 理查德施奈德将决策界定为：决策是一个过程，

它是指决策者为了达到想像中未来事务的状态，从社会所限

制的各种途径中，选择一个行动计划的过程。特征或属性：

⑴ 预见性⑵ 选择性⑶ 主观性决策的概念所谓决策 是指组织

或个人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对未来一定时期内有关活动的方

向、内容及方式的选择或调整过程。1、主体：可以是组织，

也可以是组织中的个人；2、要解决问题：活动的选择，也可

是这种活动的调整；3 、选择调整的对象：方向、内容和方

式；4 、 时限：可为未来较长时期，也可为某较短时段。简

述决策的构成要素。答：决策的构成要素有：决策者；决策

目标；自然状态；备选方案；决策后果；决策准则。决策基

本要素：决策者，决策对象，决策信息，决策方法，决策后

果决策的特点理解记忆下列六大特性：1、目标性2、可行性3

、选择性4、满意性（重点理解）5、过程性（重点理解）6、

动态性 组织决策的特点是什么？1、目标性：目标是未来完

成任务的标志；2、可行性：要注意实施条件的限制；3、选



择性：从多种方案中选择，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4、满

意性：选择方案的原则：满意原则，非最优原则；5、过程性

：组织决策不是一项决策，而是一系列决策的综合；这一系

列决策本身就是过程。6 、 动态性：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怎样理解决策的满意性？ 选择组织活动的方案，通常根据

的是满意化原则，而不是最优化原则。最优决策往往只是理

论上的幻想，因为它要求：a、决策者了解与组织活动有关的

全部信息；b、决策者能正确地辨识全部信息的有用性，了解

其价值，并能据此制定初没有疏漏地行动方案；c、决策者能

够准确地计算每个方案在未来地执行结果；d、决策者对组织

在某段时间内所要达到地结果具有一致而明确的认识。上页

条件在现实中是难以具备的，因为： 第一、从广义上说，外

部存在的一切对组织的目前或未来均会产生或多或少或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然而组织很难收集到反映外界全部情况的所

有信息； 第二、对于收集到的有限信息，决策者的利用能力

也是有限的，这种双重有限性决定了企业只能制定有限数量

的行动方案； 第三、任何方案都需要在未来付诸实施，而人

们对未来的认识能力和影响能力是有限度的，目前预测的未

来状况与未来的实际情况可能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如此行

动必有风险性； 第四、即便决策方案的实施带来了原来预期

的结果，这种结果也不一定就是组织实现其最终的目标所需

要的。为什么选择活动方案的原则是满意原则而非最优原则

？答：最优决策要求：决策者了解与组织活动有关的全部信

息。决策者能正确辨识全部信息的价值并能据此制定出没有

疏漏的行动方案。决策者能够准确计算出每个方案在未来的

执行结果。显然，这些条件难以具备。因此，在决策活动中



，在方案数量有限、执行结果不确定的条件下，人们难以作

出最优选择，只能根据已知的全部条件，加上人们的主观判

断，作出相对满意的选择。决策的过程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去

考察： 首先，组织决策不是一项决策，而是一系列决策的综

合，只有这一系列的具体决策已经确定，相互协调，并与组

织目标相一致时，才能认为组织的决策已经形成； 其次，这

一系列决策中的每一项决策，其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了许多工

作、由众多人员参与的过程，从决策目标的确定，到决策方

案的拟订、评价和选择，再到决策方案执行结果的评价，这

些诸多步骤才构成了一项完整的决策，这是一个"全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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