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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这样说过:“我们并不特别聪明，只不过在激烈的竞争中，

比对手做出更多正确的决策。” 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曾

对管理下过这样的定义:管理就是决策。决策对管理的重要性

，就有这么大。而目前我国许多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这方

面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强。 如果把一个企业比作一个人，高层

管理者就是大脑，要思考企业的方向和战略，确定公司经营

的大政方针、发展方向和规划，掌握政策，制订公司规章制

度以及进行重要的人事组织及其创新等。 企业高层的决策要

具有战略性。从时空上看，高层领导者不仅要对当前的大事

进行决策，而且要对企业乃至行业的长远发展做出决策。从

涉及范围看，领导者的决策，大则涉及国家的发展和稳定，

小则涉及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重大且广泛的问题。从影

响作用看，决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一个“改革开放”搞活了中国经济，一个“大跃进”苦了

几代人。而在企业中，对市场的充分估计制定正确的决策，

抓准时机，可以让一个企业迅速占领市场地位，如去年在国

内大红大紫的“超级女声”。 有时候，一个管理者处理事物

的能力往往令人吃惊。从容不迫，沉着冷静越是复杂的事情

越见工夫。这种能力虽然和经验有关，但最主要的是他们的

思维技能和一般人不一样。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一句

名言:“做对的事情甚于把事情做对。”怎样去做对的事情？

你首先要有正确的思维能力。在决策由传统的经验决策发展



到现代的科学决策阶段之后，领导者的理性思维能力对决策

质量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如何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对每一个

管理者来说是最重要的事，但这也是最抽象、最难培养的。 

现代决策技术，就是运用一系列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对

决策对象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这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思维技

能表现的三个方面，即:拟定计划、制定决策、解决问题。 作

为一名管理人员，应该明白一个铁定常理:管理决策活动决不

是一件偶然地、孤立地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的活动。管

理决策也不只是限于从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定一个最优

方案的简单行动，更不能误认为只有选定最佳方案才是管理

决策。管理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全过程，并且贯穿于管理决策

活动的各个阶段、每个环节，哪怕只是细微环节。 所谓管理

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拟定计划。古人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只有预先做好了安排，有了准备，有了计划，才能把

事情办好。明确了奋斗目标，有了具体的工作、活动程序，

也就有了监督检查的依据，这样可以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

性，从而也就可以合理地安排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使

工作、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否则是办不好事情的。因此制

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是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提高工作效

率必不可少的程序和措施，从而推动工作顺利进行。同时，

计划也是上级部门检查下级部门工作的依据，还可以作为本

单位工作总结的对照文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第一篇就

是“始计篇”，说的就是所有的战争开始于计划。 戴明博士

著名的管理循环理论PDCA，也是从计划(Plan)开始。因此作

为管理者的首要任务便是能够制定清晰有效的工作计划。有

一次我和我的一个学员谈起制定计划的事，这位业绩还算不



错的营销总监告诉我他的方法:把去年完成的营业总额乘上总

经理规定的企业发展速度就等于今年的目标，说完以后他自

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我相信我们周围很多的经理都这

样在工作（当然不是全部）。我们制定目标的目的是为了控

制事情的发展，而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方法除了表面上好看

，是否真的有效就只有天晓得了。从一开始就没有去做对的

事情，接下来的每一天除了疲于奔命还能干什么？ 决策的重

要前提就是分析问题。不去追究问题的根源，不仅影响到问

题的决策。得不到根治，而且还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在我们决策之前先要弄清楚问题的性质。作为管理者，制定

决策和领导执行是我们的职责。没有不存在问题的组织，同

样也没有不需要做出决策的管理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做出决策，解决问题，是一个简单而固定的流程。然而，如

何高效而正确地完成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却并不是容易做到

的事情。实践证明，科学分析问题与正确决策的能力，能够

帮助管理者全方位提高日常管理效率。 计划和执行的过程中

有许多变量，这就要求我们慎重地进行决策。错误决策的后

果是导致失败，正确的决策则是奠定成功的基础。作为计算

机芯片行业的老大，英特尔的CEO葛洛夫曾这样说过:“我们

并不特别聪明，只不过在激烈的竞争中，比对手做出更多正

确的决策。”他告诉了我们，管理者的每一次决策会给企业

带来什么。 企业怎样来考验每一个管理者的能力？就是看你

如何去解决问题，尤其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也体现了决策

者的价值所在。没有一个企业是没有问题的，不论是质量不

佳、产能不足、交期不准、人力不足、士气不振，还是财务

困窘、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市场占有率下滑⋯⋯只要谁能



解决问题，谁就能得到企业的青睐和重用。我们不应该去责

怪企业的“现实”或者“短视”，因为市场是现实和残酷的

，企业毕竟不是学校，没有时间等待我们成熟，也不可能容

许我们老是犯错误。 当然，这些能力也不一定要在干中学、

学中干才会提高，有很多的技巧是可以通过有效的训练加以

提升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还是自我感觉仍然

良好。 最近有个企业请我去讲授一个系列训练课程“问题的

分析与决策”。课程效果我这里不多说，但企业老板对不合

格经理人的深恶痛绝的态度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我们已经远

离了那个遇见事情拍胸脯“没问题”，遇见问题拍脑袋“想

对策”，工作搞砸了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经理人”的年

代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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