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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 选择决策方法

1 决策方法及技巧

1.1 决策方法

1.主观决策方法

（1）程序化决策方法：多用于处理反复出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依据政策、

规章制度、业务常规等进行决策。将组织内大量的常规性管理工作实行程序化决策，可提高

整个组织的运转效率。

（2）适应性决策方法：所谓适应性决策方法是指先朝着某一方向跨出一步，然后根据

上一步行动的结果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从而一步步地向目标逼近的方法。

分为两种：

①渐进式决策方法：当管理问题复杂切模糊、多变时，可在众多的途径中先选择一条走

一步，慢慢地向希望目标逼近。“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决策方法是处理复杂多变环境中不

确定型问题的有效方法，它减少了犯大错误的风险，尽管缺乏力度和直接性，但它为组织最

终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

②经验式决策方法：它并不提供任何专门的解决途径，但它为管理者在复杂多变的环境

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原则。但采用这种决策方法正确的前提条件是现在

与过去一样，对于处理复杂问题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例如，“形势危急时，将球踢出场”

就是对足球运动员有用的一个决策指导原则。

（3）创造性决策方法：指发现新的、富有想象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方法，主要用于

广告设计、新产品开发等，包括头脑风暴法、发散思维法等。头脑风暴法——一般由 5—9

人组成，在讨论过程中，鼓励参加者提出各种建议，并禁止对他人想法的批评，以此使各种

创新方案不断被提出。发散思维法——鼓励人们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

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2.定量化决策方法

（1）风险型决策方法

①期望值法

例：某企业计划生产某新产品投放市场，其生产成本为 4 元，在定价时，人们提出了三

种方案：每台 5 元、6元、7 元。由于价格不同，其销售量将会有所不同，相应地其预期收

益也不同。表 1-1 表明了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下可能的销量，要求据此对定价方案做出抉择。

表 1-1 不同方案的销路及概率

销量 概率

方案

畅销（0.25） 一般（0.50）

差

（0.25）

期望值（万元）

1、 高价

2、 平价

3、 低价

90

96

100

75

72

60

60

56

46

90*0.25+75*0.5+60*0.25=75

96*0.25+72*0.5+56*0.25=74

100*0.25+60*0.5+46*0.25=66.5

所以应该选择高价方案。

②决策树法

由于在实际工作中，风险型决策问题大多比较复杂，为了避免遗漏与错误，可采用简明

的图示形式进行辅助决策，这就是决策树法。

（2）不确定型决策方法（悲观原则、乐观原则、最小后悔值法）

表 1-2 不同方案的销路及概率

销量 概率

方案

畅销 一般 差 悲观原则 乐观原则 最大后悔值



1、 高价

2、 平价

3、 低价

90（10）

96（4）

100（0）

75（0）

72（3）

60（15）

60（0）

56（4）

46（14）

60

56

46

90

96

100

10

4

15

①保守型

这类决策者对于利益的反应比较迟钝，而对损失的反应比较敏感，不求大利，只求小损。

他们往往依据极大极小损益原则（悲观原则），即在计算出各方案的期望值后，先找出各方

案的最小损益值，再从这些最小损益值中选择损益值最大的方案为决策方案。

在上例中，高价方案的最小损益值是 60万元，平价和低价的最小损益值分别为 56万元

和 46 万元。根据极大极小损益原则，取这个三个最小损益值中最大的，即 60万元所对应的

方案——高价策略为决策方案。

②进取型

这类决策者对于损失的反应比较迟钝，而对利益的反应比较敏感，他们往往谋求大利，

敢于冒险。在进行不确定型决策时，他们依据的常常是极大极大损益原则（乐观原则）。它

的决策过程是：先找出各方案在不同情况下的最大损益值，如本例中的 90万元、96 万元、

100 万元，再在这些损益值中选择损益值最大的方案为决策方案，在本例中即为低价方案（最

大损益值为 100 万元）。

③稳妥型

这类决策者既不愿冒大风险，也不愿循规蹈矩，在决策时，往往依据最小后悔值原则。

最小后悔值原则以各个方案的机会损失大小作为判别方案优劣的依据。所谓机会损失也称后

悔值，是以由于没有采取与以后实际状态相符的决策方案所造成的收益差额来衡量的。例如，

我们原来认为销路会好，所以选取了低价方案，但后来发现销路不怎么样，只能获得 46 万

元的收益，而如采用高价方案，在此情况本来是可获得 60万元利润的，也就是说，由于决

策失误，使本来可以获得的 14 万元利润失去了，其后悔值即为 14 万元。为了把出现的决策

方案与实际之间的收益差距尽可能地减到最小，在决策时先计算各个方案的后悔值，找出各



个方案的最大后悔值，如本例中的 10 万元、4万元、15 万元，再从中选取后悔值最小的方

案为决策方案，即平价策略。采用平价策略，在销路好、差或一般时，机会损失都不大。

上述三类决策者由于各自的价值观不同，对同一个问题，在决策时依据不同的原则选取

了不同的决策方案。

1.2 决策技巧

1.准确地收集利用信息

（1）不要轻信别有用心或与该决策有根本利害关系的人提供的信息，偏见会导致信息

的扭曲。要从各方面听取意见，并注重分析比较。

（2）要注意平均水平与实际情况的差异。

（3）不要轻易放弃相互矛盾或截然相反的意见。要注意深入调查，在搞清事实的基础

上作出决策。

（4）对专家的意见避免盲从。

（5）要注意信息的时间性和获取信息的代价，不要指望在收集到所有信息后再作决策。

2.正确运用直觉

（1）客观事实很少且不相干，但仍要求作出决策时；

（2）事实摆在面前，但并不能指明方向，我们看不出应当做什么时；

（3）时间很紧，广泛收集信息进行分析已不太可能时；

（4）有数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在逻辑上都说得通，但需要作最后评判时。

3.明智地把握决策时机和确定决策者

4.克服决策过程中的心理障碍



（1）优柔寡断 （2）急于求成 （3）求全求美。

5.学会处理错误的决策

（1）承认 （2）检查 （3）调整 （4）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