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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解控制职能的涵义，理解控制的必要性、

目的与原则；

2.掌握管理控制的基本类型与内容；

3.掌握控制的基本程序，特别把握如何实现

有效控制；

知识点

技能点

      掌握有效控制的要领掌握有效控制的要领



     第一节   控制概述

     第二节   控制的类型与过程

     第三节   有效控制的原则

     第四节   控制的内容与方法

主要内容



第一节    控制概述

• 一、控制的概念

• 二、控制的必要性

• 三、控制与其他管理智能的关系

• 四、控制的目的



一、控制的概念

• 控制是组织在动态的环境中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而进行的
检查和纠偏活动的过程。

• 从狭义讲，控制就是指“纠偏”，针对出现的偏差情况采
取纠正措施。

• 从广义概念讲，控制并不仅限于“纠偏”，同时还包含着
在必要时修改计划标准。



二、控制的必要性

    尽管计划可以制定出来，组织结构可以调整得非

常有效，员工的积极性也可以调动起来，但是这仍

然不能保证所有的行动都按计划执行，不能保证管

理者追求的目标一定能达到。（斯蒂芬•罗宾斯）
     具体而言控制工作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

      a.环境的变化

      b.管理权力的分散

      c.工作能力的差异



二、控制与其他职能的关系

管理的目的是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为此就要
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

• 计划工作为整个组织确定目标，作出总
体规划和部署

控制是计划、组

织、领导有效进

行的必要保证，

离开了适当的控

制，计划、组织、

领导都有可能流

于形式，组织目

标就有可能无法

实现。因此，控

制是一项重要的

管理职能。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 组织工作通过内部结构设计和组织关系
的确定，明确组织内各部门的职责，以
保证计划的落实和完成

• 领导工作是管理者运用职权和威信施加
影响，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指
导各类人员努力实现组织目标

• 控制工作通过检查、监督、对所出现的
偏差加以纠正，从而确保整个计划及组
织目标的实现



（一）控制与计划的关系

• 计划和控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计划产生控制的标准，是控制的前提，而
控制是计划目标能够实现的保证。

• 在一般情况下，控制工作既是一个管理过
程的终结，又是—个新的管理过程的开始。



（二）控制与组织的关系

• 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必须要有组织的保证。
• 组织为控制职能的发挥提供了人员配备和
结构，这种结构就规定了组织中信息联系
的渠道，为组织的控制提供了信息系统。

• 组织机构越明确、全面和完整，所设计的
控制系统越是符合组织机构中的职责和职
务的要求，控制工作就会越有效果。



（三）控制与领导的关系

• 领导影响到组织控制系统的建立和控制工作的质量。
• 控制要有效进行，还必须配备合适的人员，必须给予正确的指导和
领导，必须调动广大参与者的积极性。

• 同样，控制也有利于改进领导者的领导工作，提高领导者的工作效
率。

• 一个有效控制系统的形成，还必须依赖于管理者的充分授权，形成
一种有效的控制系统。



主要目的

打破现状

         修改原定的计划，确定新的

现实目标和管理控制标准

维持现状

随时将计划的执行结果与标准
进行比较，发现偏差，及时纠正。

四、控制的目的



第二节   控制的类型与过程

• 一、控制的类型

• 二、控制的过程



（一）根据控制发生的时期不同可分为：

•     前馈控制

•     现场控制

•     反馈控制

  一、控制的类型



转换过程

现场控制

及时纠正工作进
行中出现的问题

输出

反馈控制

纠正已经
出现的问题

输入

前馈控制

预防可能
出现的问题

控制类型及比较示意图



控制类型比较分析

类型 优点 缺点

预先
控制

①可防患于未然；②
适用于一切领域中的所
有工作；③不针对具体
人员，不会造成心理冲
突，易于被职工接受并
付诸实施。 

前提条件较多。大量准确可靠的
信息；计划行动过程清楚了解；
计划行动本身的客观规律并要随
着行动的进展及时了解新情况和
新问题。 

现场
控制

具有指导职能，有助于
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能
力和自我控制能力。 

①容易受管理者的时间、精力、
业务水平的制约；②应用范围较
窄；③容易形成心理上的对立，
损害被控制者的工作积极性和主
动精神。 

事后
控制

为进一步实施预先控制
和现场控制创造条件，
实现良性循环。 

在实施矫正措施之前，偏差业已
产生。



1、直接控制

• 指通过提高主管人员素质，使他们改善管理工作，
从而防止出现因管理不善而造成不良后果的一种控
制方式。

• 特点：通过培训等形式，着力提高主管人员的素质
和责任感，并在控制过程中实施自我控制。

2、间接控制

• 指根据计划和标准考核工作的实际结果，分析出现
偏差的原因，并追究责任者的个人责任以使其改进
未来工作的一种控制方法，多见于上级管理者对下
级人员工作过程的控制。

（二）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



二、控制过程

确立标准
（制定控制
标准）

→
衡量绩效
（衡量实际
工作）

→
纠正偏差

（鉴定偏差并采取
矫正措施）



控制过程

目标 标准
衡量实
际绩效

比较

达到标准
吗

偏差可接
受吗

标准可接
受吗

修改标准

通过

通过

识别差
异原因

纠正绩
效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一）确立标准

• 1、控制标准的分类

–①实物标准。

–②价值标准。

–③时间标准。

• 2、寻找控制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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