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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 理解并学会应用决策过程模型

• 理解并学会应用SIMON的问题解决模型

• 理解有效决策、理性决策、有限理性、认知局限性、问题空间、

决策偏好等概念

• 理解决策影响因素

• 理解决策问题的基本要素

• 掌握决策问题分析工具



2

决策的有效性



决策的有效性

• 有效决策

• “有效”决策可以认为是在问题特定的边界和约束条件下，达到需要提升

的目标结果的决策。 

• 第一种理解：如果我们在环境的限制下，达到了目标，那么就可以说我们

做了个“有效”决策。

• 另一种理解：我们的决策解决了已有问题而未再造成新问题，那么我们的

决策是“有效”的。 

讨论1：商业银行普惠金融贷款 VS  

              疫情下商业银行优惠贷款

讨论2：停工抗疫 VS 照常开工

讨论3：中国移动雪山顶建基站

讨论4：中石化转产生产口罩

讨论5：格力成立医疗器械子公司（从生产口罩开始）



决策的有效性

• 决策影响因素

• 决策问题的结构、不确定性、决策者的认知局限、决策环境等因素都会影

响决策结果，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会使决策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 决策过程是一项认知性的训练，个体决策者认知的局限性会从根本上影响

决策的难度。 

• 决策风格用来形容决策的方式，问题背景、决策者的洞察力及个人在特定

境遇下的价值观三个因素将共同作用于决策风格。 

决策问题问卷 https://sashufe.wjx.cn/vj/ekv23lC.aspx



决策的有效性

• 决策影响因素的影响

小故事：从车间地上的一滩油问起

ü地上有一滩油——清扫；

ü哪来的油？——零件漏油，维修；

ü为什么漏油？——零件未到额定使用时间坏了，更换零件；

ü为什么零件未到额定使用时间坏了？——更换了供应商，零件质量问题；

ü为什么更换供应商？采购员亲戚。

决策者的洞察力的影响



决策的有效性

• 决策的驱动力量

• 典型决策过程中出现的大多数力量和约束条件示例 

决策者/
决策

个人需要
和情绪

经济/环
境

组织

背景和紧
急情况

决策的驱动
力量



决策的有效性

• 我们关注决策影响因素的关键论点就在于：决策影响因素与 DSS的设计与使用

相关，它强调决策者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反应以及问题解决的一般方法。

• 把这些知识融入到 DSS设计当中去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

ü决策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任何简单的分类方法，

ü最好是把管理者决策风格理解为风格模式，而不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特定

行为。

ü知道一个人占主导地位和备选的决策风格可以为设计界面和指令提供大量有

用的信息。



决策的有效性

• 理性决策

• 决策者希望选择最优的方案，即所有可能方案中最佳的一个

• 最优化的选择被认为是理性的行为，它将给决策者带来最大化的满意度和

效用

• 实践中应用最优化决策存在一定困难

• 人们不可能为决策搜寻到所有可行的备选方案，因而，最优也是一定

范围内的最优



决策的有效性

• 受限制的理性

• 即使不考虑备选方案的搜索成本，Simon认为人的认知局限使得考虑一个

专门问题所有可行的解决方案不切实际。即使能够考虑所有备选方案，也

不可能理解所有的信息，所以无法作恰当的决策

• 应集中精力找出一种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它能满足所有预想到的需求，

一旦找到，应马上采用，而不是继续寻找更好的方案

• 决策者由于人类普遍的认知局限，实际作出的理性决策常常受到诸多不可

控约束的限制，Simon称此为“受限制的理性”



决策的有效性

• 认知局限性

• 人类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在多个方面都存在局限，这是决策者在初始阶段就

需要决策支持系统的根本原因之一。

• 我们在决策活动中需要对适当的认知过程有全面的理解，成功地设计并实

现一个决策支持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点。 



决策的有效性

• 认知局限性

• 导致认知局限的因素包括：

• 人类只能在短期记忆中保留少量的信息单元；

• 决策者的智力水平和类型存在很大差异；

• 决策者有一个闭塞的信念体系，不正常地限制了信息的收集；

• 决策者在信息处理方面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

• 决策者对风险的偏好不同，风险偏好者需要的信息比风险规避者少；

• 决策者对信息的需求和他的愿望程度正相关；

• 一般来说，年长的决策者受到的限制比年轻的多。



决策的有效性

• 感知

• 感知（perception）是认知局限的一个特例。

• 决策者趋向于按照他们“看到”的去做。

• 感知是经验、个人偏向、目标、价值观、信仰、激励和本能的偏向等等累

积的结果。

• 个人的认知局限常常导致他无法准确地感知当前状况。 



决策的有效性

• 感知

• 感知障碍和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有什么关系呢？

• 决策者通常会给一个问题强加上实际不存在的约束或规定，为解决方

案集制造出人为的界限，严重限制了潜在方案的范围。 

• 用不超过四条直接所有九个点，笔端不能离开纸，如何连？

九点难题



决策的有效性

九点难题



决策的有效性

• 感知

• 常见的感知障碍包括：

• 隔离问题的困难

• 划分的问题空间太接近

• 不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 循规蹈矩

• 充分的、甚至过度的认知



决策的有效性

• 感知

• 感知障碍和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有什么关系呢？

• 要有效地解决问题，就必须保证不制造默认的或不言而喻的约束。

• 在设计决策支持系统时必须认识到使用者给问题强加上人为约束的倾

向，因此设计的决策支持系统必须能够识别出实际的约束，并对人为

的或强加的约束提出质疑。 



决策的有效性

• 问题空间

• 决策的理性模型指出：问题解决者必须找出并检验问题空间的所有解决方

案，直到所有的解决方案都经过检验和比较，这样将寻找到并识别出最好

的解决方案。

• Simon认为在典型的决策情景下这种情况不会真正发生。



决策的有效性

w问题空间与搜索空间

w搜索空间缩小了问题空间，可能使得决策者永远也遇不到最优的解决方案。



决策的有效性

• Simon提出：决策者为了有效管理他们的搜索，应该开发一个启发式规则

（heuristics）的集合，或者“拇指规则”。

• 这些启发式规则来自经验、理解、观点、直觉、偏好等。

• 虽然提出这些启发式规则是为了提高搜索过程的效率，但是它们有时反而

常常降低决策者的效果。



决策的有效性

• 问题空间和搜索空间与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和使用的关系

• 人类决策者不可能花费所有的精力去收集和给定决策相关的可用信息。

• 即使假设决策者收集了所有可用的信息，他也不可能全部理解，因此无法

使用这些信息。

• 根据受限制的理性的概念，典型的决策者似乎在开始搜索解决方案之前，

就希望能够预想到解决方案的结构。

•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在识别问题和选择满意方案时对指导和结构的需求，也

就是对决策支持系统的需求。



决策的有效性

• 决策偏好

• 20世纪 70年代初 Tversky和 Kahneman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主要论述他

们观察到的与武断地发展起来的启发式方法的使用有关的偏好。

• 研究结果显示，决策者倾向于依靠一套有限的启发式原则

• 这些原则往往导致他们的思想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错误。

• 常识方法和启发式推断会失败，是因为它们的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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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有效性

ü 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之际，为缓解物资紧缺的压力，格力紧急“跨界”生产口罩等抗疫产品，

“格力董明珠店”凭借向消费者销售口罩备受关注。随后，格力又研发成功能杀灭空气中99%

的新冠病毒的“猎手”系列空气净化器，再次用创新科技成功“出圈”。2020年9月格力下线

全国首台新能源移动P2+核酸检测车，表明格力的“跨界”不仅仅停留在基础防护层面，而是

将高端医疗装备作为多元化布局的重要板块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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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有效性

• 个人决策者的常见偏好

• 高估低概率事件，低估高概率事件

• 似乎对观察到的真实样本的规模感觉迟钝

• 不断根据另外的证据调整初始估计

• 倾向于对自己预计事情的可能性的能力过于自信

• 倾向于高估别人预计事情的可能性的能力

• 倾向于两两比较选择方案，而不是全体考虑

• 倾向于尽量减少对直观的权衡或者其他数值计算的依赖

• 经常做出前后不一致的选择

• 倾向于观察相互排斥的事件



决策的有效性

• 在 Tversky和 Kahneman提出的大量启发式偏好中，四类最常见的偏好是：

ü（1）有效性偏好

ü（2）调整和固定偏好

ü（3）代表性偏好

ü（4）动机偏好

• 每一类偏好都关系到对一个有效的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和使用。



决策的有效性

• 1. 有效性偏好

• 有效性偏好（availability bias）的产生，是由于典型的决策者不能准确

地评估特定事件发生的概率所导致的。

ü 个人倾向于根据过去的经验评估一件事情的概率，但经验可能不一定有代表性，因

此，这可能导致决策者不能准确评估特定事件发生的概率。

ü 有效性偏好的另一种表现称为相关性错觉偏好，即决策者因为两种事件经常一起发

生而认为他们彼此高度相关。这可能导致正确解的搜索过程产生偏差。

• 如何减少：对目标数据的结构性回顾和分析。

• 对决策过程的支持必须包括在合理的地方确认和控制有效性偏好和相关性

错觉偏好。



决策的有效性

• 2. 调整和固定

• 调整：人们往往对某个事件有一个初始的估计值，然后对初始值进行调整

直至得到一个最终的估计值。

• 固定：但常常人们并不做这些调整，而是保持着对初始估计值的一种偏好。

• 决策支持系统基于区间估计来减少这种偏好所可能引起的错误。



决策的有效性

• 3. 代表性偏好

• 决策者往往根据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物与一个群体或一类事物的典型概念的

一致程度，来确定它们属于某一特定群体或种类的可能性。

• 代表性偏好的另一种形式是博弈谬论或样本大小的不敏感性。

• 人们从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小样本例子中得出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而忽

略他们对统计错误的极端敏感性。

• 不能认清平均数回归也是一种形式的代表性偏好。



决策的有效性

• 4. 动机偏好

• 动机，不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感觉到的，经常导致决策者估计的概率不能

正确反映他的真实信念。

• 在动机偏好的影响下得出的估计常常反映决策者的个人利益。

• 估计也可能会来自被认为是特定领域专家的信息提供者。

• 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动机偏好的存在，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专家的估计。

• 动机偏好很难通过决策支持系统解决。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