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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决策认识论》作者纵观人类发展，把人的思维活动、社会发展同时把宏大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微观的
具体管理或事件处理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有效地吸收和把握了其他学科的理论知
识，把决策认识的基本理论、决策认识的主要程序、决策认识的影响因素、决策认识的博弈规则、决
策认识的机制构建和决策认识的典型案例分成六章进行了论述，多角度地剖析了决策认识及其相关问
题，为探究构建科学的决策认识路径夯实了基础。
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了解决策和决策认识，而且通过翔实的案例分析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决策认识
和决策行为，进而提高决策认识及决策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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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云平，男，汉族，1969年12月出生，河北省平山县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中山大学文学学士
，黑龙江大学管理学硕士。
参加工作以来，爱岗敬业，尽职尽责，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和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和嘉奖奖励
。
多年来，结合工作实践，认真学习，潜心研究，先后发表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思考与对策》、《论
决策认识一一关于决策认识本质规律的理性思考》、《决策认识机制构建的路径探析》等六十余篇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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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智与爱的创造（代序） 前言 第一章决策认识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决策及其理论探源 第二节 认识及其理
论探源 第三节 决策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第四节 决策认识的科学内涵 第五节 决策认识的显著特征 第六
节 决策认识理论研究现状及意义 第二章决策认识的主要程序 第一节 决策认识的情报阶段 第二节 决策
认识的建构阶段 第三节 决策认识的抉择阶段 第四节 决策认识的审查阶段 第三章决策认识的影响因素 
第一节 影响决策认识的主体因素 第二节 影响决策认识的制度因素 第三节 影响决策认识的方法因素 第
四节 影响决策认识的信息因素 第五节 影响决策认识的环境因素 第四章决策认识的博弈规则 第一节 决
策认识的心理认知博弈 第二节 决策认识的信息认知博弈 第三节 决策认识的抉择行为博弈 第四节 决策
认识的主客体博弈 第五章决策认识的机制构建 第一节 完善决策认识的认识机制 第二节 规范决策认识
的程序机制 第三节 构建决策认识的评判机制 第四节 强化决策认识的监督机制 第五节 建立决策认识的
责任机制 第六章决策认识的典型案例 第一节 新中国外交决策认识案例研究 第二节 一号文件“三农”
问题决策认识案例分析 第三节 决策认识的七个具体案例 核心概念要览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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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是建立和完善决策认识法律责任追究的相应保障制度。
建立决策认识违宪违法审查制度，其基本思路为：首先，设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由人大选举产生
，对人大负责，但独立行使司宪权；建立违宪诉讼制度，将决策认识的违宪行为纳入司法程序予以追
究。
其次，应尽快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改变行政相对人只能就受损的个人利益
而不能就受损的公共利益提起行政诉讼的状况，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决策认识在内的抽象行政行为不
可诉的规定。
最后，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决策认识责任追究赔偿制度，对直接的决策认识主体行使追偿权，增加其
不负责任而承担金钱赔偿后果的经济压力，促进决策认识向不断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发展。
 三、追究决策认识失误的道德责任 人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社会化的存在。
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都应该能感受到对社会、对他人有一种使命、职责或任务。
这种使命、职责或任务一旦被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用道德规范的形式明确肯定下来，就成为其中的成
员应该拥有的道德义务。
道德义务的产生萌生了人们对道德责任的追究。
道德责任作为一种主观责任，其主要作用在于能够引起人们对其他应尽职责和承担义务的主观认同，
因而能够引导和约束自身的行为。
决策认识主体的道德责任是指决策认识主体必须对决策认识失误承担道德上的责任。
具体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其行为应遵守某些道德准则；另一方面是其行为造成不良后果应承担
道德谴责。
由于道德责任足从决策认识主体自身的内在感受而产生的对决策认识的自律，因此强有力的决策认识
主体主观道德责任可以使责任机制的行使事半功倍。
在决策认识过程中，必须提高决策认识主体的道德责任观念，强化其道德责任意识，加强其道德自律
性，使自律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决策认识主体的道德责任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总体上来说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决策认识主体在行使职务权力时，其行为意识仅仅停留于为义务而义务的按章办事上，这一阶段的责
任意识只是具有某种基础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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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决策认识论》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决策认识理论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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