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领导决策 

 

知识点名称 重要程度 

1.决策过程 ★★ 

2.决策模型 ★★★ 

3.决策风格 ★★★ 

 

一、决策过程  

西

蒙 

（1）智力活动阶段 对环境进行分析，确定决策的情境。 

（2）设计活动阶段 探索、研究和分析可能发生的行为。 

（3）选择活动阶段 在上一阶段可能发生的行为系列中选择一个行为 

明

茨

伯

格 

（1）确认阶段 认知到问题或机会的产生，进行诊断。 

（2）发展阶段 
个体搜寻现有的标准程序或者解决方案，或者设计全新的、量身定做

的解决方案的过程。 

（3）选择阶段 

确定最终的方案。一般有三种方法，包括： 

①在决策者经验或者知觉的基础上进行判断；  

②在逻辑和系统的基础上对备选方案进行分析； 

③决策成员之间相互权衡。 

 

【例-单选题】在西蒙的决策过程理论中，探索、研究和分析时能发生的行为系列属于（  ）。  

A.设计活动       

B.制定活动  

C.智力活动      

D.选择活动 

 

答案：A 

解析：西蒙认为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智力活动阶段。在智力活动阶段的决策工作包括对环境进行分析，确定决策的情境。 

（2）设计活动阶段。在设计活动阶段的决策工作包括探索、研究和分析可能发生的行为。 

（3）选择活动阶段。在选择活动阶段的决策工作是在上一阶段可能发生的行为系列中选择一个行为。 

 

【例-多选题】明茨伯格将决策过程分为（  ）。 

A.确认阶段 

B.选择阶段  

C.智力活动 

D.发展阶段   

E.选择活动  

答案：ABD  

解析：本题考查明茨伯格的决策过程。明茨伯格认为决策过程有三个阶段，依次是确认阶段、发展阶段、选择

阶段。 

 

【例-多选题】明茨伯格认为，在决策过程的选择阶段，确定最终方案的方法一般有（  ）。 

A.在决策者经验或者知觉的基础上进行判断 



B.完全理性决策 

C.决策成员之间相互权衡 

D.有限理性决策 

E.在逻辑和系统的基础上对备选方案进行分析 

 

答案：ACE 

解析：本题考查领导决策的过程。明茨伯格的决策过程的选择阶段确定最终方案的三种方法， 包括：在决策

者经验或者知觉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在逻辑和系统的基础上对备选方案进行分析；决策 成员之间相互权衡。

故本题选择 ACE。 

 

二、决策模型 

（一）理性模型 

观点 决策者在任何方面都是完全理性的 

特征 

①从目标意义上分析，决策完全理性； 

②存在完整和一致的偏好系统，从不同备选方案中选择； 

③决策者可以知道所有备选方案； 

④对计算复杂性无限制，通过计算得出最佳备选方案； 

⑤对于概率的计算不存在任何困难。 

评价 

①决策者是完美的，有能力使组织目标最大化，使得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②这个模型过于理想化，并不能够很好的描述现实的决策行为，但对于有效决策还是有重要贡

献的。许多成功的大型公司依靠强大的数据支持，仍然釆用这种模型进行决策。 

 

（二）有限理性模型 

观点 相对于理性模型而言，有限理性模型更加接近现实。 

特征 

①决策者试图使自己满意，或者寻找令人满意的结果。 

②决策者所认知的世界是真实世界的简化模型。 

③采用的是满意原则而非最大化原则，决策者不必知道所有的可能方案。 

④用相对简单的经验启发式原则、商业窍门或习惯进行决策，不需很高的思维和计算的能力。 

对比 

与理性模型相比，西蒙的模型同样是理性和最大化的，但是这里的理性受到了限制，决策者以满

意为决策的终点，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做到最大化。所以有限理性模型与理性模型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程度上，而非质的差异上。 

 

（三）社会模型  

与理性模型相对应的是来自心理学的社会模型，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类的行为主要是由无意识的需求

来驱动，人类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理性决策。 

现象 人们有坚持错误决策的倾向，称为“投入的增加” 

产生原

因 

①项目的特点 如投资回报的延期以及临时问题的处理 

②心理决定因素 
如决策者可能存在信息加工错误，置身其中，负面信息被忽略，自

身防御机制启动 

③社会压力 
如存在同伴压力，以及需要维护自己的面子，可能会继续维持或增

加错误行为 



④组织决定因素 
不仅项目和任务的特点可以导致决策者固执己见，组织中沟通体系

的失效，体系的破坏以及拒绝变革都会造成同样的结果。 

 

【例-多选题】按照理性决策模型，决策者的特征包括（  ） 。 

A.从目标意义上分析，决策完全理性 

B.决策者遵循的是满意原则，在选择时不必知道所有的可能方案  

C.决策者可以知道所有备选方案 

D.决策者可以采用经验启发式原则或一些习惯来进行决策 

E.决策者在选择备选方案时，试图寻找令人满意的结果  

答案：AC  

解析：本题考查理性决策模型。选项 B、D 和 E 属于有限理性模型的观点。 

 

【例-多选题】关于有限理性模型内容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决策者可以知道所有的可能方案  

B.决策者可以通过计算选出最佳方案  

C.决策者的目标是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D.存在完整和一致的偏好系统，使决策者在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  

E.决策者认知的是真实世界的简化模型  

答案：CE  

解析：本题考查有限理性模型的内容。选项 C 和 E 属于有限理性模型的内容，项 A、B、D 属于理性模型中决

策者具备的特征。 

 

【例-单选题】关于决策模型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社会模型认为人类可以在无意识的需求驱动下进行有效的理性决策  

B.社会模型将人们存在的坚持错误决策的倾向称为投入的减少  

C.有限理性模型认为决策者追求的是满意而非最大化  

D.理性模型认为决策者无法知道所有备选方案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决策模型。选项 A 错误∶与理性模型相对的另一端，是来自心理学的社会模型。根据弗洛伊

德的理论，人类的行为主要是由无意识的需求来驱动的，人类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理性决策。选项 B 错误∶

另外，有一部分决策者认为人们有坚持错误决策的倾向，他们称为投入的增加。选项 D 错误∶理性模型认为

决策者可以知道所有备选方案。 

 

三、决策风格 

决策风格可以归纳为两个维度：价值取向和模糊耐受性 

价值取向 是指决策者关心的是任务和技术本身，还是人和社会的因素 

模糊耐受性 

低模糊耐受性：测量到的决策者需要的结构和控制的程度 

高模糊耐受性：是否有能力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工作 



这两个维度上各有高低的区分，组合起来，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决策风格。 

 

口诀：指导低技术；分析高技术；概念高人；行为低人 

 较高模糊耐受性 较低模糊耐受性 

关

注

任

务

和

技

术 

【分析型】 

①喜欢对情境进行分析，倾向于过度分析事物。 

②评估更多的信息和备选方案，使用更多的时间

进行决策， 对新的、不确定的情境的反应比较

好。也倾向于使用独裁的领导风格。 

【指导型】 

①解决问题的时候一般是有效的、合乎逻辑的、程

序化的和系统的。 

②喜欢关注事实，迅速完成工作；行动取向，关注

近期效果；喜欢使用权力，有控制感。会出现独裁

的领导风格。 

关

注

人

和

社

会 

【概念型】 

①视角开阔，喜欢考虑不同的选择以及将来的可

能性。 

②为了收集尽可能多信息而与尽可能多的人进

行讨论，然后根据直觉进行决策。喜欢冒险，擅

长使用创新的方法。不过有时候会陷入空想和犹

豫不决中。 

【行为型】 

①可以与他人进行很好的合作，喜欢公开交换意见

的环境。乐于接受建议并提供支持和帮助，更喜欢

口头而非书面的 信息。倾向于避免冲突力争使每

个人都能感到快乐 

②不喜欢困难的决策，尤其是当决策结果可能会给

他人带来不快的时候。 

 

【例-单选题】决策者具有较低的模糊耐受性以及很强的任务和技术取向，这种决策风格属于（  ）。 

A.指导型       B.分析型   

C.概念型       D.行为型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决策风格。根据价值取向与模糊耐受性两个维度的组合，决策风可以分为指导型、分析型、概

念型、行为型。其中，指导型是指决策者具有较低的模糊耐受性水平，倾向于关注任务和技术本身。 

 

【例-单选题】小张发现，他的领导在做决策时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与尽可能多的人进行讨论，而且擅长使

用创新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决策风格属于（  ）。 

A.概念型     B.指导型 

C.分析型     D.行为型 

答案：A 

解析：概念型决策者具有较高的模糊耐受性，并且倾向于对人和社会的关注。 他们为了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

而与尽可能多的人进行讨论,然后根据直觉进行决策。同时他们喜欢冒险，擅长使用创新的方法解决问题。 

 

补充：容易混淆的知识点（三个四） 

路 径

目 标

理论 

四 种

领 导

行为 

指导式：让员工明确别人对他的期望、成功绩效的标准和工作程序。 

支持型：努力建立舒适的工作环境，亲切友善，关心下属的要求。 

参与式：主动征求并采纳下属的意见。 

成就取向式：设定挑战性目标、鼓励下属实现自己的最佳水平。 

生 命

周 期

理论 

四 种

领 导

风格 

指导式（高工作低关系） 

推销式（高工作高关系） 

参与式（低工作高关系） 

授权式（低工作低关系） 



决策 

风格 

四 种

决 策

风格 

指导型：决策者具有较低的模糊耐受性水平，倾向于关注任务和技术本身； 

分析型：决策者具有较高的模糊耐受性以及很强的任务和技术取向； 

概念型：决策者具有较高的模糊耐受性，并且倾向于对人和社会的关注； 

行为型：决策者具有较低的模糊耐受性，倾向于对人和社会的关注。 

 

本节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