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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之后，现代机器大工业代替了传统工场手工业，大规模生产制度确立起
来，分工更加必要和精细，新的公司制也随之产生。
机器代替工人，使资本所占比例逐渐增加，而人力所占比例逐步降低。
产品生产过程对机器的依赖性大大增强，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管理知识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加大，分
工结果使工人的工作更加简单和枯燥，工人地位逐步降低。
大规模生产制度，使企业经营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组织扩大化、经营集中化、生产大量化、技
术专业化、作业标准化、制造简单化、操作自动化、管理合理化。
与企业变革的实践相适应，管理理论也先后经历了传统的经验管理、科学管理、管理理论的丛林等阶
段。
传统管理的重心是生产效率，而现代管理则是先人后事，以人为本，人是最高的境界，追求的是财富
增长和服务超值。
可以说，工业经济时代把人当成一种机器和规则的附属品，而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成为最宝贵的资
源。
　　企业具有一种新陈代谢的功能，必须遵循“森林法则”。
它所构建的机制能够在不同土壤上生长才能见到阳光和水分，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
企业家必须遵循“先付出才能有回报，不耕耘不能有回报”的“农场法则”，重视管理理论的学习和
运用。
有权威的机构认为，21世纪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总结以往的管理经验，学习系统的管理理论
，应该是一切关心中国企业发展的有识之士，尤其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学生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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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具有一种新陈代谢的功能，必须遵循“森林法则”。
它所构建的机制能够在不同土壤上生长才能见到阳光和水分，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
企业家必须遵循“先付出才能有回报，不耕耘不能有回报”的“农场法则”，重视管理理论的学习和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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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按决策问题的不同性质或决策的重复程度区分　　1.程序化决策。
它又称规范性决策或重复性决策，是指常规的、对经常重复发生的问题的决策。
这种决策多属于业务决策，由于这类决策问题是重复出现的，涉及一些例行的活动，因而可以规定出
一定的程序，建立决策模式，按规定程序、方法和标准进行处理，甚至可以由电子计算机处理。
程序化决策是管理人员按照上级制定的规章进行决策，比较简单，在基层工作中最为常见。
　　2.非程序化决策。
这是指没有常规可循，对不经常重复发生的业务工作和管理工作所作的决策。
这种决策不是经常反复进行的，多为偶然发生或是首次出现而非常重要的问题，缺乏准确可靠的统计
数据和资料，没有先例，无章可循，由于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决策者的知识
、经验、洞察力和逻辑思维。
一般说来，高层管理者所作的决策多属于非程序化决策。
　　（五）按决策问题所处的条件区分　　1.确定型决策。
这是指稳定（可控）条件下进行的决策。
在确定型决策中，决策者确切地知道自然状态的发生，每个方案只有一个确定的结果，最终选择哪个
方案取决于各个方案结果的直接比较。
　　2.风险型决策。
它又称随机决策，在这类决策中，自然状态不止一种，决策者不能知道哪种自然状态会发生，但能知
道有多少种自然状态以及每种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
　　3.不确定型决策。
这是指在不稳定条件下进行的决策。
在不确定型决策中，决策者可能不知道有多少种自然状态，即便知道，也不能知道每种自然状态发生
的概率。
　　（六）按决策目标与所用方法区分　　1.定量决策。
这是指决策问题有准确的数量，可以采用数学方法进行的决策。
它是决策者按科学的程序，依据科学的理论，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决策。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使用现代化的决策技术，如运筹学等。
　　2.定性决策。
这是指决策问题不能用准确的数量来表示，主要依靠决策者的分析判断进行的决策。
这时，决策者的主观判断与个人价值观起重大作用。
此类决策感性的成分较多，理性成分较少。
　　（七）按决策需要解决问题的性质区分　　1.初始决策。
这是指零起点的决策，它是在有关活动尚未进行从而环境未受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是组织对从事某
种活动或从事该种活动的方案所进行的初次选择。
　　2.追踪决策。
这是指在初始决策的基础上对组织活动方向、内容或方式的重新调整，是在决策实施过程中根据反馈
对出现的偏差进行调整以及由于情况突变或原有的决策失误而重新确定的决策。
这种决策是由于环境变化或组织对环境特点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引起的。
　　追踪决策具有以下特点：①回溯分析：是对初始决策的形成机制与环境条件进行客观分析，列出
须改变决策的原因，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措施。
②非零起点：追踪决策所面临的条件与对象都不是处于初始状态，而是随着初始决策的实施受到了某
种程度的改造、干扰和影响。
③双重优化：不仅要优于初始决策，而且要在能够改善初始决策实施效果的各种可行方案中，选择最
优或最满意的决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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