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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决策》

内容概要

《有效决策》内容简介：领导过程是一个不断作出决策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一切领导活动都必须首先
解决打算干什么，怎样干和怎样组织干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决策来解决，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领导就是决策。
我们是否已经揭开了有效决策的全部秘密呢?领导者们过去的决策成功经验将来会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未来在决策中还会遇到哪些陷阱及如何避开陷阱?决策的准确法则是什么?《有效决策》与你一起探索
！
美国著名决策大师赫伯特·西蒙认为：“决策是管理的心脏”，也就是说决策决定着组织发展的盛衰
，关系到组织的生死存亡，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
几乎没有哪种品质比决断力更容易使人联想到有效的领导力。尤其在面对危机或面I临机遇时，人们总
希望领导者能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然后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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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决策》

书籍目录

第一章认识决策的实质1、什么是决策2、国外决策学研究的三种观点3、科学决策有多重要4、成功领
导者最重要的品质5、新经济时代的决策变革6、怎样才算科学决策第二章按照流程决策1、明确决策流
程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之一2、第一步：找到问题，明确目标3、第二步：尽可能多地收集有效信息4、第
三步：产生足够的备选方案5、第四步：评估方案的有效性6、第五步：选择合适的决策方案第三章充
分获取有效信息1、全面掌握信息是决策的前提2、防止决策信息在组织内部传递过程中失真3、培养辨
别信息真伪的能力4、了解并使用专项调查5、通过访谈获得决策信息的技巧6、行政决策者要重视听证
制度第四章熟练运用决策分析l、采用四方五步法分析问题2、把握创造思维科学定律3、如何在决策中
使用头脑风暴法4、用水平思考法提高我们的决策思维5、促进决策思考的其他方法第五章使用决策的
常用方法1、特尔斐法2、机会成本法3、挑选决策方案的“软”方法4、挑选决策方案的“硬”方法5、
决策者不能盲目依赖数学决策的“硬方法”6、能够全程帮助决策的其他方法7、中国的企业决策者要
向美国同行学习什么第六章把握决策的时机1、兔子型决策者和乌龟型决策者2、不要成为拖延的决策
者3、“直觉”是把握决策时机的利镡4、领导者要时刻保持决策警觉5、把握决策时机的要诀6、决策
时机的超级捕手——爱立信公司第七章控制决策的风险1、正确认识风险及风险决策2、风险决策既是
经济决策又是心理决策3、影响决策效果的主、客观因素4、影响决策者判断风险的因素5、风险性决策
的分析方法6、规避和利用风险的方法7、开展不可行性研究第八章怎样进行个人决策l、有清晰的决策
思路2、懂得决策中的心理学3、客观地掌握和使用信息4、克服影响决策的心理障碍5、使用直觉决策
能力第九章怎样进行群体决策1、群体决策的优点和缺点2、团队决策的主要方式3、要团队决策不要集
体决策4、影响决策优化的群体心理制约因素5、提高群体决策的有效性6、故意制造群体决策中的冲突
第十章提升领导者的决断力1、提升领导者决断力的五种能力2、决策风格和决策模式3、处理好决策的
集权与分权的关系4、处理好独裁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关系5、像领导者而不是管理者那样思考第十一章
战略决策要有大思路1、战略决策要有层次2、战略决策与战术决策的异同3、战略决策要遵守三条原
则4、跨越战略决策的陷阱5、SwOT战略分析方法第十二章随时进行危机决策1、危机决策是不可避免
的2、危机决策的困难何在3、在危机来临之前决策4、危机来临中的决策策略第十三章破解两难决策l
、布里丹之驴需要勇气2、明确决策的最终目的3、不作决策也是一种决策4、化“两难”决策为“双赢
”决策5、从史玉柱的两难决策理解沉没成本第十四章建立规范的决策框架1、决策框架规范了才能防
止系统偏差2、建立决策支持系统与制约系统3、例行决策要遵循严格的程序4、公共决策要做到程序正
义第十五章充分利用外脑1、用“外脑”将“谋”、“断”分开2、利用外脑不要成为“醉翁”决策3、
政府决策需要“思想库”第十六章重视决策的实施1、为“实施决策”决策2、为决策的实施积蓄力量3
、推行民主决策，获得广泛支持4、为什么要建立国有企业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后记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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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决策》

章节摘录

　　l、明确决策流程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之一　　首先申明，并不是所有的决策都需要经过这五个步骤
来解决，决策者可以根据经验或者直觉，迅速进行决策。例如，你发现有一个员工今天因病不能上班
，你就迅速找到另一个人来代他完成当天必须完成的工作。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做专
门研究。　　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决策者不能马上作出决策并当即加以解决，同时也不能借助于
一些特定的处理方法，比如找到帮助你解决某种问题的行家，你就需要按照严格的决策程序，一步一
步地来进行决策。　　划分决策流程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决策者的“理性人”假设上的。根据这
个假设，一般决策过程至少包括下述步骤或程序：①考察组织的内外环境，诊断问题所在，确定决策
目标；②收集尽可能完备的资料与信息，为制定决策提供充分的信息保障；③列举各种可能的实现行
为目的的备选行动方案；④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可行性与不可行性评价，考察每一个可能的备选行动
方案的后果；⑤在一定的价值体系的参照下，对每一后果进行价值评价，并排出每一行动方案的优先
次序，根据这一优先次序选择最佳行动方案。　　上述决策过程是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完全理性的决策
过程。而在现实中，管理学家西蒙已经告诉我们，这种决策过程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受信息非
对称和决策主体认知结构局限性的影响，决策是“有限理性”的。“有限理性”假定本身意味着决策
过程是一个效率问题，即在组织内部的多种资源配置和激励方式中存在成本或收益的差异。　　这首
先表现在决策主体认知结构基础上的决策能力的差异，决策主体的决策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组织的稀缺
资源；其次，决策信息的搜集是有成本的，搜寻成本是信息量的增函数；再次，在信息不完备的条件
下，决策具有不确定性，具有风险成本；最后，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组织成员的决策行为具有外部
性，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在“有限理性”条件下，企业组织的效率实现面临着许多问题。　　但是
，无论如何，按照决策流程进行复杂决策还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它至少给我们的决策带来了两
方面的明显改变：　　第一，使决策行为有可能从个人行为成为一个班子或一群人的协同决策。在程
序的每道关口都有人或从技术上或从经济上或从其他方面进行分析把关，到最后决策，实际上是几种
方案中的选优了。这种决策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传统决策方式一个人说了算可能带来的弊端，使
决策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之上。　　第二，有可能形成一套比较科学的决策方法，这套方法对每
一个决策都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这套决策方法所包括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重大决策由
若干相互衔接的程序构成；对每一个程序都有人负责；在程序的每一个关口都有人从技术、经济的角
度进行决策分析。 P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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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决策》

精彩短评

1、SS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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