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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专题 领导的决策

搞好决策是做好领导工作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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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策的含义
（一）领导决策的一般含义
1、含义

所谓决策，就是根据对未来形势的
分析或预测，按照最优化的要求，
从若干准备实施的方案中进行选
择，最终决定对策，并进行实施以
达到一定目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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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狭义的决策
狭义的决策，是指“拍案定夺”，简

单并通俗地说，就是做出决定的过
程。
3、广义的决策

它包括提供、选择、制定、实施方
案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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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决策的具体含义

1、决策是行动的“龙头”
2、决策是要产生现实及未来结果

的行动

3、决策依赖于领导的素质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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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的特点

（一）针对性（目标性）

（二）最优化（选择性）

“一个方案不决策,一边倒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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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性（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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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形象地形容，说决策就是制定

“一串跳起来可以抓得到的葡

萄”。“跳起来”，是说决策的目标

与现实要有一定的距离，“可以抓

得到”是说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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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策的类型

（一）按决策的级别划分

决策可分为：高层决策、中层决策、

基层决策。

（二）按决策的地位划分

可分为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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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决策的认可度划分

可分为最优决策、满意决策和待定

决策。

最优决策是最符合决策者理想状态

下所达到的最优目标的决策。最优

的决策往往是很难百分之百地实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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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决策是指决策者根据现实的条

件，不求最优，但求符合实际，经

过努力，还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结果

的决策，现实中的决策大多是满意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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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决策是指那种尚且拿不出更好

的决策，但对已经出台的决策不甚

满意的情况下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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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决策者意识到它的不成熟，

因而往往采取“有比无好”，用以稳

定军心。一旦执行时，对这样的决

策要慎之又慎，或拖延实施的时

间，或进行必要的修改后再去实施。

对待定决策，决策者绝不能贸然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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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决策履行的程序划分

可分为常规性决策和非常规决策。

常规性决策又称程序化决策，是指

领导工作中的一般性决策，它们常

以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形式反复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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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决策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的决策，其产生的方式、步骤一般

是规范化的例行其事，这种决策也

称为确定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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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决策也称为非程序化决策，

是指决策者在突发条件、偶发条件

或首发条件进行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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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问题的决策没有常规可循，

也没有先例或现成的模式可循，需

要决策者临危不惧、处险不惊的经

验、胆识和气魄。这类决策也称为

不确定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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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决策除了危机决策（应对突

发事件）外，还包括了现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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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性决策能力的高低，往往是

区别强有力的领导与一般领导决策

能力差距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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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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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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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
决策

基层
决策

战略

决策

战术

决策

最优

决策
待定
决策

常规

决策

非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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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
决策

满意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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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突发的事
件大致有这样四类：
第一、意外灾害，如山洪暴发、泥
石流、地震、火灾、瘟疫流行等；
第二、重大事故，如煤矿坍塌、爆
炸、恶性交通事故、建筑物倒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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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恐怖事件，如捆绑人质、恐
怖威胁等；
第四、聚众闹事，静坐请愿、示威
游行、集体上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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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决策的作用

（一）是领导履行各项职能的基础

（二）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领导

工作的成败

（三）是领导水平的反映



23

五、决策的演变

（一）经验决策

1、经验决策的定义

经验决策主要是指在小生产条件

下，领导凭借决策者个人的知识、

才智、经验而做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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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取决于领导者和个别高明的谋

士的认识和判断力，决策的成败主

要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阅历、知识、

能力、胆识，是一种适应小生产方

式的决策活动。



25

2、经验决策的特点

第一、是个人的决策活动，带有随

意性。

第二、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决策，所

能处理的信息量有限，一般说来是

一种侧重于定性不定量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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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缺乏决策的连续性、规范性。

随着领导人的更替、变化，决策的

人员、方式、程序等也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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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决策

1、科学决策的含义

科学决策是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基础

上的决策方式，实在决策科学理论和

思维方法指导下，按照科学的决策程

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技术，选择和决

定未来行动方案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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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决策的内涵上说，科学决策

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决策要有科学的程序；

二是指决策的内容富有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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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说明决策具有严格的规定

性：一是质的规定性，二是量的规

定性。

前者是决定决策的方向是否正确，

决策的内容是否真实可信，有科学

性。任何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

益的目标，以及违反客观规律的目

标，都含有错误的成分。



30

后者是量的规定，这是指数量、时

间的规定性。数量定得太大，时间

定得太紧，或者数量小，时间松，

都会造成不必要的失误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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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确定决策目标时，必须注意：

一、一定要冷静，不能头脑发热，

一厢情愿，脱离实际；

二、不能轻率行事，一拍桌子了

事；

三、要注意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和

优势，力争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

才，切忌铺张浪费、好高骛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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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决策的程序：一般两个部分：

制定决策、实施决策。

分为如下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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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决
策

制定
决策

实施
决策

确定决策目标
搜集资料
进行预测
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
进行方案评估和优选

制定实施计划
建立相应组织
广泛的宣传动员
追踪、检查、反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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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决策的特点

第一、科学的决策是建立在科学决

策体制上的决策，这是它区别于经

验决策的根本所在，它不再是个人

的行为，而是要依赖于体制，是决

策集体，依靠相应的组织机构，共

同商讨而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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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规范化的程序，决策是个

被规范了的过程，每个环节、每一

步骤都是有程序规定的，不要随意

的、无序化的、偶发的行为。当然

程序化的设计一定要合法、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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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理性

判断基础之上的决策，有别于凭经

验作决策的经验决策。

第四、系统化、多元化。

如三峡水库的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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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决策的条件

（一）调查研究

1、调查的目的

2、调查的类型、方法

第一、全面调查。又称为普查，是

对某个问题和现象进行全面的调查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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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优点是：调查的资料丰富完

整，调查的结果相对准确可靠。但

这样的调查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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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非全面调查。

是从调查对象的总体中抽选部分的

问题、情况进行调查。

这种调查的方式一般有两个：

①典型调查

②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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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情报

1、情报的含义、属性

2、情报的作用

3、收集整理

4、传递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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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行预测

1、预测的含义、特征

2、预测的地位、作用

3、预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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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测的手段方法

预测的手段一般有：

第一、技术手段

第二、组织手段

第三、制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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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常使用的几种方法是

第一、调查法

第二、定量分析法，有时也可称为

数学分析法。

第三、回归分析法，又称为“因果

关系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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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预测

领导决策

情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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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决策的程序、原则、体制

（一）决策的程序

1、提出问题

2、确定目标

3、设计方案

4、分析评估

5、选择方案

6、实验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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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的原则

1、确切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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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预测的原则

3、对比选优的原则

4、广泛吸纳的原则

5、跟踪反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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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策的体制

1、情报机构

2、咨询机构

3、制定机构

4、执行机构

5、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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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决策的方法

分为基本的方法与具体的方法。

基本的方法是指决策者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它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

群众路线的方法和定量分析与定性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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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方法主要有这样一些：

“硬方法”，这是指自然科学的方

法，特别是数学的方法。

“软方法”，主要包括：智力激励法、

专家意见法、利用“外脑”法（利用

智囊团、电脑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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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决策能力的培养

（一）重视决策

（二）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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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思维的培养

（四）民主作风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