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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为了满足市场需要，李维斯公司十分重视对消费心理的分析，
并制定计划来实现是消费者满意的目标。公司还根据市场调查获得
的各种有关用户的信息资料，制定出五年计划和第二年度计划。虽
然市场竞争相当激烈，但由于李维斯公司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市场调
查经验，所制定的生产和销售计划同市场实际销售量只差1%～3%，
基本做到了产销统一，从而实现在很好的产销平衡。

李维斯公司的销售网遍及世界70多个国家，他们对所属的生产
和销售部门实行统一领导，从而实现了有效的控制。他们认为产销
是一个共同体，二者必须由一个上级来决定，工厂和市场之间要建
立经常性的情报联系，使工厂的生产和市场的需求保持统一。为此
公司设立了进行市场调查的专门机构，在国内、外进行市场调查，
为公司的计划和控制提供依据。 

通过对信息充分把握和运用有效的控制和计划工具，李维斯公
司在一次有一次的市场竞争中实施了正确的计划和控制。这些为李
维斯公司带来了的蓬勃的发展。 

1979年，李维斯公司在美国国内总销售额达13.39亿美元，国外
销售盈利超过20亿美元，雄居世界10大企业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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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计划与控制

n计划和控制系统
l计划和控制系统是适应环境变化，有步骤、有安
排地开展工作的基本手段。

l计划和控制贯穿于管理的整个过程当中。

n计划和控制基础
l计划和控制的基础是信息。

l计划与控制系统和企业组织中信息沟通体系之间，
存在着双向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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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控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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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计划系统

n目标与计划概要

n计划的类型

n计划制定过程的意义

n计划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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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与计划概要

n计划的概念：

计划是对组织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目标实现和实现目
标途径的安排与筹划，它具体阐明了必要的资源分
配、时间进程、任务划分及其他相关活动。

n计划的性质：
l服务于组织目标

l管理的桥梁

l普遍性和秩序性

l追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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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与计划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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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与计划概要

n目标是组织活动的目的地，是活动的
动力和测定器；计划则是到达目的地的

过程。

n目标着眼于未来的目的，而计划着眼
于眼前的方法。 
n计划具体阐明了必要的资源分配、时
间进程、任务划分及其他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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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与计划概要



10

1、目标与计划概要

n计划活动始于组织的正式使命，它是战略层面的目
标和计划的基础，并通过战略层面影响到战略层面
的目标和计划，进而到作业层面的目标和计划。
n每一层面的计划都会影响到其它层面的计划，因此
也要支持其他层面的计划。
n上下层面并不完全是指令与被指令的关系，而是带
有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关系，它们都要对共同对目
标负责，并共同服务于组织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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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的类型

分类标准 类型

时间长短 长期计划、中期计划、短期计
划

广度（涉及时间长短和涉及的
范围广狭）

战略性计划、战术性计划、
作业计划

明确性 具体计划、指导性计划 

职能 业务计划、财务计划、
人事计划、营销计划

使用频率 一次性计划、重复性计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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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的类型（一）

n长期计划是组织在较长的时间对其发展方向
和定位所作的规划和设计，它是组织未来较
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之奋斗的蓝图。
n短期计划则是在针对较短的时间内对组织运
作中的具体环节方面所做的安排，它是组织
内部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所要完成的任务。
n中期计划介于两者之间的计划，它是衔接长
期计划和中期计划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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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的类型（二）

n战略计划：从组织整体出发，为组织设立整
体目标并寻求组织在环境中的定位。 

n战术计划：战术计划是为了帮助实施战略计
划而制定的中等层次的计划。

n作业计划：阐明实现作业目标的行动方案，
并支持其上一层次计划的计划。



14

三种计划的区别

比较维度 战略计划 战术计划 作业计划

目标 战略目标 战术目标 作业目标

覆盖面 整个组织 事业部 部门

制定者 高层管理者 中层管理者 基层管理者

责任中心 投资中心 利润中心 成本中心

 时间
长期

（5年左右）

中长期

（1年左右）

   短期

（一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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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的类型（三）

n指导性计划，又称方向性计

划，是为组织发展提供方向

性和原则性的规划，它具有

灵活性和方向性。

n具体性计划，是清晰具体的

陈述组织目标的计划，不存

在半点模糊和歧义，具有很

强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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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计划 Vs 具体性计划

指导性计划 具体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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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的类型（四）

n一次性计划是指为了满足特定需要
而设计的一次性解决方案的计划

n重复性计划又称持续性计划，则是
对重复进行的活动进行持续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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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划制定过程的意义

n对计划者个人而言：
l了解和把握环境 

l明确工作目标 

l确定当时必须采取的行动 

n对企业组织而言：
l沟通和协调 

l形成总体计划 

l施加管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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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变化所降低变化所

带来的冲击带来的冲击

指明前进指明前进

的方向的方向

将浪费和冗余将浪费和冗余

降到最低水平降到最低水平

为实施控制为实施控制

制定标准制定标准

制定计划的原因

     为什么需要制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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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划系统的设计

计划制定过程需确定的基本问题： 

n计划制定者

n计划范围

n与资源配置的协调

n与业绩评价的协调

n计划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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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控制系统

n控制过程

n控制的类型

n控制系统设计

n计划与控制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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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制过程

同标准比较

衡量实
际绩效

纠正偏差，
改进

计划

第一步第三步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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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的类型

n前馈控制、并行控制、反馈控制

n正馈控制和负馈控制

n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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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的类型（一）

输入 输出过程

预防性控制
事前控制

前馈控制

事后控制
结果控制

反馈控制

同期控制
现场控制

并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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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的类型（一）

控制类型 近义词或同义词

前馈控制 预防性控制、事前控制

并行控制 同期控制、现场控制、过程控制

反馈控制 事后控制、结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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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的类型（二）

n正馈控制：使执行结果符合控制标准的要求，
为此需要将管理循环中的实施环节作为控制
对象。
n负馈控制：使控制标准发生变化，从而更好
地符合内外现实环境的需要，主要体现在管
理循环中的计划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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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的类型（三）

n间接控制：又称外在控制、影响控制，它由
他人和单位承担控制工作从而保证目标和标
准得以顺利实现，作业人员只负责检测、发
现问题和报告偏差。 
n直接控制：又称内在控制，它是一种自我控
制，作业人员不仅检测和发现问题，还要订
立标准并纠正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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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控制过程

n 采取某种控制行动

n 对控制行动的结果进行观察、测定

n 将观察、测定的结果与应有的标准

比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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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控制过程

n 确定应达到的目标标准
n 作业人员对工作进行控制
n 一定时期后，管理者对作业人
员的成果进行观察、测定

n 管理者将观察、测定到的成果
与标准比较、评价

n 在比较、评价的基础上，管理
者决定奖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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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类型的选择

并行控制
反馈控制

并行控制

反馈控制
直接控制
前馈控制

评价成果的能力

预测
具体
活动
方面
的
知识

强 弱

丰
富

贫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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