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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案例

v扁鹊的医术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兄弟三
人，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

扁鹊答说：“大哥最好，二哥次之，
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
呢？

扁鹊答：“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
病症发作之前。由于普通人不知道
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
无法传出。

.“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症初起
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
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

.“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症严
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
穿针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动作，
所以以为我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
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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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案例

v扁鹊的医术

案例提示：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可惜大多数的事业经营者均未能体会到这一点，等到错误的决
策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才寻求弥补。而往往是即使请来了名气很
大的“空降兵”，结果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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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控制概述

一、控制的含义

所谓控制，就是指为了既定的组织目标，以计划为依
据制定控制标准，由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实际执行活动
进行检查、监督，衡量实际工作绩效找出偏差，并根据
偏差或调整实际工作活动或调整既定标准，使两者相吻
合的全过程。

第一，控制有很强的目的性，即控制是为了保证组织中
的各项活动按计划进行；
第二，控制是通过“监督”和“纠偏”来实现的；
第三，控制是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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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控制概述

二、控制的原则

1．实事求是原则

2．预见性原则

3．有效性原则

4．例外原则

5．弹性原则

6．战略性原则

7．组织性原则

8．经济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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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控制概述

三、控制的必要性

1．环境的变化

2．管理权力的分散

3．工作能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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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控制概述

四、控制的类型

（一）按照控制时间的不同:
分为前馈控制、同步控制、反馈控制。

1．前馈控制
在活动开展之前就认真分析研究进行预测并采取防范措施，使可能出现的偏
差在事先就可以筹划和解决的控制方法，叫做前馈式控制，又称预先控制或
事前控制，它是最理想的控制类型。

（1）前馈控制的优点
1)防患于未然。2)适用于一切领域所有工作；3)针对条件的控制，不对人，
易于被接受并实施，不易与员工发生冲突。
（2）前馈控制的缺点
由于未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很难预测，前馈控制可以针对人力资源、原材料、
资金等的控制。前馈控制的方案应当是一个动态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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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控制概述

四、控制的类型

（一）按照控制时间的不同:
分为前馈控制、同步控制、反馈控制。

2．同步控制
同步控制又称现场控制或现时控制，是指计划实施过程中，于现场及时发现
存在的偏差或潜在的偏差，即时提供改进措施以纠正偏差的一种方式，它主
要是基层主管人员采取的一种控制工作方法。
同步控制的主要发挥两大作用：一是监督作用，二是指导作用

（1）同步控制的优点
同步控制具有工作监督和技术指导的职能，可以防微杜渐，有助于提高员工
的工作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
（2）同步控制的缺点
1)运用同步控制受管理者的时间、精力和业务水平的限制。2)同步控制的应
用范围较窄。3)同步式控制容易在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形成对立情绪，在
控制管理的过程中使控制者或被控制者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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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控制概述

四、控制的类型

（一）按照控制时间的不同:
分为前馈控制、同步控制、反馈控制。

3．反馈控制
反馈控制是在工作结束或行为发生之后进行的控制，故常称作事后控制。

（1）反馈控制的优点
1)在周期性重复活动中，反馈控制可避免下一次活动发生类似的问题；
2)反馈控制可以消除偏差对后续活动过程的影响，
3)反馈控制可以通过信息反馈及纠偏行动来保证组织系统的稳定性,为组织
员工的奖惩提供依据。

（2）反馈控制的弊端
反馈控制的缺点是，当管理者获得有关信息时，损失已经造成了，这就好比
“亡羊补牢”一样，只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所以反馈控制是控制工
作中被动选择的一种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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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控制概述

四、控制的类型

（二）按照控制手段不同
分为间接控制和直接控制。

1．直接控制
是指通过提高管理人员素质，使他们改善管理工作，从而防止出现
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的一种控制方式。

直接控制的优点有：管理人员的质量可以得到提升，避免用人不当，
从而使出现偏差的机会得到控制；可加速采取纠正偏差的措施并使
其更加有效；由于提高了管理人员的素质，减少了偏差的发生，也
就有利于减轻间接控制的负担，节约经费开支；直接控制的心理效
果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管理人员的质量提高了，他们的威信也就
得到了提高，下级人员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也会增加，这样就有利
于整个组织目标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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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控制概述

四、控制的类型

（二）按照控制手段不同
分为间接控制和直接控制。

2．间接控制
间接控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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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这种控制方式需要明确几个前提条件：①工作成效可以相互比
较，并且也可以计量；②员工对工作任务负有明确的、可以分割的
责任，这种责任和员工之间的尽责程度可以相互比较；③分析偏差
和追究责任所需的时间、费用等是有充分保证的；④出现的偏差可
以预料并能及时发现；⑤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对出现的偏差会采
取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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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控制概述

四、控制的类型

（三）按控制组织结构的不同
分为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和分级控制。

1．集中控制
集中控制是指全系统的控制活动由一个集中的控制机构来完成，这
种形式的特点是：所有信息（包括内部、外部）都流入控制中心，
由控制中心集中加工处理，并且所有的控制指令也全部由控制中心
统一下达。集中控制是一种较低的控制，只适合于结构简单的系统，
例如，小型企业、家庭作坊。

优点：信息完整、集中；控制目标易协调、统一。
缺点：信息传输效率低；控制滞后性强；系统适应性差。



管 理 学 基 础

第一节 控制概述

四、控制的类型

（三）按控制组织结构的不同
分为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和分级控制。

2、分散控制
分散控制是指系统中的控制部分表现为若干个分散的、有一定相对
独立性的子控制机构，这些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互不干涉，各自完成自己的目标。当然，这些目标是整个
目标体系中的分目标。分散控制适应于结构较松散的组织系统，如
城市各交叉路口的交通管理，企业集团公司对其下属企业的管理等。

优点：针对性强，信息传递效率高，控制效率高；操作简单，系统
适应性强。
缺点：信息不完整，整体协调性较差。



管 理 学 基 础

第一节 控制概述

四、控制的类型

（三）按控制组织结构的不同
分为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和分级控制。

3．分级控制
分级控制又称等级控制，是指系统的控制中心分解成多层次、分等
级的控制体系，一般呈宝塔型，同系统的管理层次相呼应。

分级控制的特点是：综合了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的优点，其控制指
令由上往下传，越往下越详细，反馈信息由下往上传，越往上越精
练，各层次的监控机构有隶属关系，分级控制的职责分明，分工明
确；分级控制中心传递的信息有详有略，使各级部门能快速了解情
况，迅速做出反应；整体目标易协调；系统组织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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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控制的过程

管理控制过程一般包括三个基本步骤：

一、确定标准

二、衡量绩效

三、纠正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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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控制的过程

一、确定标准

（一）标准及其种类

1．实物标准
2．费用标准
3．资本标准
4．收入标准
5．定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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