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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管理学科导论作为管理类专业本科、专科学生必学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将总体阐述行政管理
、社会保障、教育与经济管理、公共卫生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等多门课程的相关理论及案例，加强学
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学习和了解，有助于为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学好有关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此，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重点突出公共管理内涵、基本理念以及相关理论等内容，以便学生更好地
了解公共管理性质、该学科在社会科学学科之林中的位置以及该学科的使命等。
希望通过这样的内容安排，使学生在学习了这本教材后，能够对公共管理以及相关学科有一个总体性
的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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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0世纪50年代，西蒙的公司行为理论对微观经济学中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的经济人模
型提出挑战，强调了大公司中复杂的内部结构、其目标和子目标的多重性，提出了“令人满意”而不
是“最优”方案决策模型。
他借助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决策过程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概括出了他的决策过程理论。
 西蒙认为，组织是指一个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沟通与相互关系的复杂模式。
他指出，绝大多数的人类决策，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组织机构的决策，都是属于寻找和选择合乎要求的
措施的过程，现实中的人或组织都只是具有有限度的理性。
 决策学派理论的主要内容认为： （1）决策贯穿管理的全过程，决策是管理的核心。
西蒙指出，组织中经理人员的重要职能就是作决策。
他认为，任何作业开始之前都要先做决策，制定计划就是决策，组织、领导和控制也都离不开决策。
 （2）系统阐述了决策原理。
西蒙对决策的程序、准则、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异同及其决策技术等作了分析。
他把决策过程的阶段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一是情报活动阶段；二是设计活动阶段；三是抉择活动阶
段；四是审查活动阶段。
这四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3）在决策标准上，用“令人满意”的准则代替“最优”准则。
以往的管理学家往往把人看成是以“绝对的理性”为指导，按最优准则行动的理性人。
西蒙认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应该用“管理人”假设代替“理性人”假设，“管理人”不考虑一切
可能的复杂情况，只考虑与问题有关的情况，采用“令人满意”的决策准则，从而可以做出令人满意
的决策。
西蒙认为，决策绝不只限于从几个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优方案的瞬间行动，而是包括几个阶段和涉
及许多方面的整个过程。
它必须以事实和逻辑为依据，遵循一定的科学程序，而不能凭想当然办事。
 （4）西蒙认为一个组织的决策根据其活动是否反复出现，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
此外，根据决策条件，决策还可以分为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策和非确定型决策。
每一种决策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都是不同的。
经常性的活动的决策应程序化以降低决策过程的成本，只有非经常性的活动，才需要进行非程序化的
决策。
 （5）决策制约着组织机构的设置。
西蒙认为，一个企业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必须同决策过程联系起来考察。
所以他反对传统管理理论提出的部门化原则。
西蒙提出，一个组织划分为各个单位，必须以所要做出的决策类型为依据，而评价一个机构的主要标
准就是它对行为的影响。
决策理论学派将一个组织分为三层机构：高层机构从事非程序化决策，包括组织的设计与再设计，确
定组织目标和目的；中层机构一般从事程序化决策，如管理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日常工作，但也不排
除从事非程序化决策；基层机构则直接从事程序化决策，如取得原料制造产品和储存运输等日常工作
。
 （6）决策的技术和方法。
根据决策的不同类型，可以有不同的决策技术和方法。
 程序化决策的传统技术包括：习惯、标准操作规程和组织机构。
其中组织机构规定了组织成员所负责的决策范围，组织内各部门决策标准，组织信息沟通渠道和信息
责任单位。
程序化决策的现代技术包括运筹学和电子数据处理等。
 非程序化决策的传统技术包括：判断、直觉、创造性、经验、经理人员的选择和训练，设立专门从事
非程序化决策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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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程序化决策的现代技术包括决策者的培训，探索式电子计算机程序的设计和运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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