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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A．耗费时间：群体决策往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

．因为集合决策的群体需要时间进行信息交流需要时间，群

体表决决策方案也需要时间。因此在需要迅速进行决断时人

做出决策更有效。 B．群体压力难以克服：群体中存在着社

会压力，这种压力迫使成员屈从多数人的意见。因为通常人

们不希望自己被群体拒绝，因而避免发表与多数人不一致的

意见，这使得群体决策的优势无法发挥。 C．有时候会有少

数人把持的现象产生：即使是群体决策，通常也由一些关键

人物主持或操纵。有时极具自信的成员能令人信服地阐述其

论点，使其他人不作过多争辩就接受他的论点。如果控制了

整个群体决策的大趋势的少部分人能力平庸，则无法产生高

质量的决策。 D．责任模糊：由于每个成员都参与了群体决

策，因而所有的成员对决策结果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确定

的成员承担责任。这实际上会造成责任模糊，导致推诿责任

。 ③群体决策的效能 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相比孰优孰劣；这

依赖于评价的标准。如果以决策的准确性为指标，则群体决

策有优势。群体决策平均而言高于一般的个体决策，但群体

决策并不是好于所有的个体决策，而是比群体中各成员决策

的平均水平要好，却常常低于最佳的个体决策。 如果以决策

速度为指标，那么群体决策通常更慢。如果以创造性为指标

，那么群体决策创造性更好，群体对一些问题经常能提供更

多更好的解决方案。 （2）群体决策中的特殊现象 群体决策



时会出现一些个体决策时没有的现象，比如群体思维和群体

极化。 ①群体思维 群体思维是指在群体就某一问题或事宜的

提议发表意见时，有时会长时间处于集体沉默状态，没有人

发表见解，而后人们又会一致通过。通常是组织内那些拥有

权威，说话自信，喜欢发表意见的主要成员的想法更容易被

接受，但其实大多数人并不赞成这一提议。之所以会这样，

因为群体成员感受到群体规范要求共识的压力，不愿表达不

同见解。这时个体的观思辨及道德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而下

降。这种情形下做出的群体决策往往都是不合理的失败的决

策。当一个组织过分注重整体性，而不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

来评价其决策及假设，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预防或减少群体

思维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在群体决策时指定一位成员专门对其

他人的论点提出质疑，对其他人的逻辑提出挑战，并提供一

系列建设性批评意见。这种方法保证了群体决策时保持理性

的、清晰的思路。另外一些用以防止群体思维的措施包括轮

流引入新成员，邀请局外人参与，在最终决定前作一暂停，

给成员的最后一个机会来确定并说出自己的保留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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