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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管 理 论  坛

1.决策要素是西蒙为了更深刻理解和认识管
理者的决策过程而提出的概念

西蒙认为所谓的决策要素可分为事实要素
和价值要素。人的行为总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
而组织的活动也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为了
实现一定的目标，组织就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如
果说实现组织的总体目标或者说最高目标是组
织中最高层管理者的职责的话，那么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就成了组织中下一层次
的管理者的目标。为了实现下一层次管理者的
目标，又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而这个手段又成
了更下一个层次的管理者的目标。这样往下不
断进行分解，一直到组织的总体目标能通过现
有的行动计划或其它具体的方法手段的实施而
实现为止。这样，在组织中就形成一个不中断的
目标一手段链，或者叫目标层级系统。这个目标
层级系统与组织中形成的不中断的等级链是相
吻合的。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层次的目标(手
段)既是目标又是手段。

它既是上一层次目标的手段，又是下一层
次手段(活动)的目标。在这个系统中，人们所
从事的活动实际上都是一种决策活动，这种决
策活动主要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即目标的确定
和目标的实现。西蒙把这两个问题分成价值判
断和事实判断的问题。他说：“就决策导向
最终目标的选取而言，我们把决策称为‘价
值判断’；就决策包含最终目标的实现而言，
我们把它称作‘事实判断’。西蒙认为，把
组织中的每一项决策分成“事实”要素和“价
值”要素，对于管理来说，是具有根本性意
义的。他认为通过这样的区分，第一可以“使
我们懂得‘正确的’管理决策究竟指什么”。
其次，“它澄清了管理学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政
策问题与管理问题之间的区别”。

事实要素是对环境及环境的作用方式的某
种描述(信息)。这种描述是否准确，可以凭经
验进行观察、判断，或通过实验加以验证。
决策总是涉及到某种事实要素。从这个角度来
说，决策是从事实要素引申出来的。

价值要素是关于管理者对某种事物喜好的
表示，表明重在对该事物的某种判断。即管理者
对该事物的“态度”反映出的价值标准。西蒙认
为，价值要素不是以客观的事实证明其是或非
的，即不是能以经验证明其正确性的。价值要素
既具有事实的内容，同时又具有价值判断的内
容。价值要素反映的是管理者根据事实要素表
现的情况，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做出判断、看法
的表示，而这种看法是不能以事实来评价对错、
优劣的。

2.在实际决策中，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是
相互关联、交错在一起的

为了更清楚地区分二要素，弄清决策过程
中关于价值的纷繁关系，以及它们在决策过程

中的地位和相互变换的关系，西蒙在《管理
行为——管理决策过程中的研究》一书中提出
了两种模式，即“手段——目的”模式和“行
为——选项”模式。

管理者决策时所依据的要素就是事实要素
和价值要素。西蒙认为，管理决策所考虑的事实
要素涉及的范围很广，很难一一将其内容列出
来。但事实要素可简单分为两大部分：

①有助于处理各种情况的决策技术和知
识；

②环境所反映的有关信息。
一般来说，决策技术和知识可以通过参与

实践取得经验和接受教育得到训练；情报信息
则是由决策者对环境直接观察、分析和诊断或
通过查询信息系统得到。在实际工作中，这两方
面都对决策的合理性有极大的影响。就企业经
营决策来说，管理者是以组织身份作决策的，因
而必须考虑组织的利益，必须对社会负责。西蒙
列举了下述几个组织决策的价值要素：

（1 ）组织目标。组织目标是一切组织的
管理决策的首要价值要素。通常企业目标都是
一个多元层次体系，决策时既要考虑各方面各
层次的关系，又要以不损害组织的总目标为前
提。另外，在进行管理决策的过程中，应始
终以组织目标作为价值要素对方案权衡利弊，
进行评价和决断。

（2 ）效率标准。效率标准是指在所用资
源一定的情况下，选择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备选
方案。效率标准要求在决策中遇到费用相同的
两个备选方案时，选择目标实现程度较好的一
个方案；而遇到目标实现程度相同的两个方案
时，选择费用较低的一个方案。在资源、目
标和费用皆为可变因素的情况下，组织决策不
能单纯建立在效率方面的考虑上。当资源数量
和组织目标已经给定时，效率就成为管理决策
的一个控制因素。

（3 ）公正标准。当组织决策涉及到人的
活动和利益时，公正标准就是决策的价值要
素 。

（4 ）个人的价值观。是指在作决策时，
决策者本人的价值观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也在
考虑之列。从这一点来说，个人价值观对组织决
策来说，也成为了价值要素。除了要了解决策的
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之外，
对影响决策要素的力量，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作为组织一员的管理者来说，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组织对个人的影响。由于组织对其成员具有
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组织决
策文化。

3.西蒙认为，所谓的事实要素是指可以通
过检验来确定其真伪的要素，而价值要素却是
不能通过检验或实验来判断其真伪的

价值要素与决策制定者或者行为者本身的
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有关。组织中管理者的每
项决策活动，实际上都包含着事实要素和价值
要素。对于事实要素，人们可以通过科学的
方法检验其正确与否或者合理与否。对于价值
要素，人们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法确定其是否
正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意味着管理问
题不是科学的问题呢? 对此，西蒙给予了明确
的否定的回答。他说：“断言任何决策均含
伦理要素，并不是断言任何决策仅含伦理要
素。”那么怎样判断管理者的决策是否科学合
理呢? 西蒙认为：“笼统地讲，价值要素和事
实要素的区分相当于目标和手段的区分。”也
就是说，人们行动的目的为何，是属于价值
判断的问题，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要采取什么
行动最恰当，则属于事实要素的问题。人们
不能对目标本身的正确与否进行评价，因为它
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但人们可以对实现这个
目标所采取的行动方案正确与否进行科学的评
价，因为它属于事实要素的问题。所以西蒙
指出：“我们总是能够在这种相对意义上，对
决策做出评价：给定了决策意欲实现的目的，
便可以确定其是否正确。不过，目标的变化
也就意味着评价的变化。严格说来，被评价
的并不是决策本身，而是这里所讲的决策同其
目标之间的纯粹事实关系。”也就是说，判
断一项决策是否正确，就看其所采取的手段是
否能有效地实现目标，因为它是事实性的问
题 。

4.西蒙认为，人们经常把价值要素成分比
较多的“政策问题”与事实要素成分比较多的

“管理问题”混淆起来，没有在这两者之间划出
清楚的界限

而划分这两者之间界限的依据是价值要素
与事实要素之间的区分。由于对价值要素很难
用“科学”的或“专门”的知识来进行衡
量和判断，因此，就有一种验证价值判断的
制度——民主制度，即可以把价值判断成分比
较大的政策问题交给民主机构去处理，如国家
中的国会或企业中的董事会。而把事实判断成
分比较大的管理问题交给行政执行机构或管理
机构去处理。当然，民主机构在进行价值判
断时，也要做出许多必要的事实判断，所以
它也必须获得有关事实的信息情报资料。而行
政机构或管理机构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许多
必要的价值判断，所以要求行政管理机构要对
它作出价值判断，在出现意见分歧时负完全的
责 任 。

西蒙决策中的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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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管理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不难看出由法约尔所提出的管理职能原理在学术界一直居于主流席位。决策作为整个管理职能体系

中的首要职能，更是被提及颇多。本文则尝试从西蒙决策的研究范畴出发，进而阐述由此拓展产生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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