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策
        Decision  



【学习目标】

1、理解决策的内在含义，把握决策在管理
中的重要地位；

2、了解决策的分类、原则与方案优先的标
准；

3、掌握科学决策的程序及决策的影响因素。

知识点

技能点

学会常用的决策方法，并通过案例讨论

分析，掌握理论和方法的应用 



• 世界闻名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规模仅次于通用汽车公司

和福特汽车公司，1979年9月亏损达到7亿美元之巨，企业

面临倒闭的危险。原因是当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到来时，克

莱斯勒公司仍生产耗油量大的大型汽车，造成汽车大量积

压。该公司聘任福特公司总经理艾科卡主持工作后，由于

公司果断采取向政府申请贷款、解雇数万名工人和产品改

型换代等重大决策，终于使克莱斯勒公司起死回生。

• 决策的正确与失误关系到组织和事业的兴衰存亡，因此，

每一个管理者都必须认真研究决策科学，掌握决策理论、

决策的科学方法和技巧，在千头万绪中找出关键之所在，

权衡利弊，及时作出正确的可行的决策

管理导入



主要内容

第一节  决策概述

第二节  决策的原则、标准与影响   

        因素

第三节  决策的程序与方法



   第一节  决策概述

• 决策的概念
• 决策的重要性
• 决策的分类



   一、决策的含义

•美国管理学家西蒙：

   决策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
从两个或多个可行方案中选择一
个合理方案的分析和判断过程。



二、决策的重要性---决策与企业兴衰

•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1978年度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 美国管理学教授斯蒂芬•罗宾斯指出：“决策对管
理者每一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的，因为决策几乎渗透于所有主要的管理职能中
”。

• 名言：一个错误的决策100个行动也无法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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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决策是管理的核心



（一）按决策的性质划分——战略决策、战术决策
和业务决策

 1.战略决策：是指与企业发展方向和远景有关的重大问
题的决策。谋求在组织与环境之间达成动态平衡、直接关
系到组织长远利益的重大决策。

 2.战术决策：是为实现战略目标所采取的决策，也称为
管理决策。旨在提高组织内部活动的高度协调、资源合理
配置和组织的管理效能。

 3.业务决策：是为了解决日常工作和具体作业任务中的
问题所作的决策，大部分业务决策具有局部性、常规性和
技术性的特点。

三、决策的类型



（二）按决策活动表现形式划分—程序化决策与  

                    非程序化决策

  1.程序化决策：是指常规的、重复的、例行性的，当
问题发生时，不必重新做出决策，可以按原来设立的方式
进行工作的决策，所以，是属于定型化、程序化或常规化
的决策。 

  2.非程序化决策：通常是指那种独一无二的、不重复
发生且无先例可循的非常规决策。



 （三）按决策的方法划分—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 

     策与不确定型决策

  1.确定型决策：是指一个方案只有一种确定的结果。

  2.风险型决策：一个方案有可能出现几种不同的结果，
每一种结果出现的概率可以预先做出估计。

  3.不确定型决策：该类型的决策对各种可能的结果无法
确定一个概率，只能是靠决策者的经验和心理因素来确定。



（四）从决策的主体——群体决策和个人决策

     群体决策就是指多个人一起作出决策。  

     个人决策就是单独一个人作出决策。

      相对于个人决策，群体决策有以下优点：

   ①能更大范围内汇总信息

   ②能撰写更多的备选方案；

   ③能得到更多的认同；

   ④能更好地沟通；

   ⑤能做出更好的决策。

    群体决策缺点：如花费较多的时间与金钱，相互推诿、责任不清晰

等。



   第二节  决策的原则、标准

与影响概述

• 决策的原则
• 决策的标准
• 决策的影响因素



1、信息原则：信息充足是科学决策的必要条件 

2、预测原则：决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对未来后果所做

判断的正确程度。

3、可行性原则：决策要建立在可靠、可行的基础上。

4、系统原则：决策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达到系统平

衡，

5、对比择优的原则：它要求经过系统的分析和综合，从

各种不同的方案中选定满意的方案。

6、反馈原则：即用实践来检验决策，以便决策在经过反

馈之后加以调整，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一、决策的原则



    西蒙提出了决策遵循的是满意原则，而不是
最优原则

        原因：

•     组织内外的发展与变化会直接或间接产生某
种影响，很难立即收集到相关信息

•    只能收集到有限信息

•     制订的方案数是有限的

•     对有限方案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

二、决策的标准



1．环境因素：环境的特点影响着组织决策的频率、内容
和组织的活动选择。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环境的
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决策。

2．组织文化：对决策的影响是通过影响人们对组织、对
改革的态度而发挥作用。

3．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决策者个人的能力、知识与经验、
战略眼光、民主作风、偏好与价值观、对风险的态度、
个性习惯、责任和权力等都会直接影响决策的过程和结
果。

4.时间：分为时间敏感决策和知识敏感决策

5.过去的决策 

三、决策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  决策的程序与方法

• 决策的程序
• 决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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