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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决策学是一门研究科学决策的理论、原则、程序和方法的新兴综合性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
创始人是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的赫尔伯特·西蒙。
1947年，西蒙在其著作《管理行为——管理组织中决策过程的研究》中，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的
观点，从而为决策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后(1953年)，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斯通过一系列可控试验，提出了有悖于行为经济学中预期效
用理论的“阿莱斯悖论”：现实中的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行为选择也不
完全依据概率行事。
它揭示了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有时不是根据精确的定量计算，而是从主观上来衡量各个备选对象的优劣
。
    莫里斯的试验，揭开了决策心理学中神秘的一页，人们从此开始意识到决策不仅仅是一项数学推理
或者逻辑测算，更不仅仅是简单的智力游戏，它与人的心理活动紧密相关。
大概是受到这些实验的启发，1954年，沃德·爱德华兹在《行为决策理论》中提出“行为决策应该成
为心理学的一个研究主题”，并首先提出了研究的程序，从而将决策与心理学的关联研究介绍给了专
业研究人员。
    从此，决策与心理学开始走在一起。
    迄今为止，决策心理学已经被认为是心理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分支，而成为心理学家及相关心理
学工作者所关注的重要对象。
而且，它的涉及范围之广，也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
例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通过对消费决策的行为研究，提出了“前景理论”，这一理论就被广泛地运
用于企业的市场包装策略、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等领域。
    正如卡尼曼所说，“人类大脑的逻辑与数理逻辑具有可预知的、显著的区别”。
通俗点说，数理逻辑中一加一等于二，二肯定大于一，如果从纯粹数理逻辑的立场出发，你肯定愿意
用一元钱买两个苹果，而不是一个，因为前面的选择所得价值更大。
但是，在人的心理、心智层面上，人们确实可能选择用一元钱买一个苹果，而不是两个同样的苹果。
这在卡尼曼的前景理论中也有相关的实证研究。
    绝大多数人对个人心理在决策中的深远影响是所知不多的。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撰写了这部有关决策心理的大众读物，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专业的知识
，并对个人的职业和生活有所帮助。
    本书共分八章，每一章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中，第一章研究的是生活中常见的决策陷阱，第二
章至第八章则是决策过程，包括问题及信息认知、决策者的动机、决策者的态度倾向、问题框架、概
率计算、判断与推理以及方案选择的方法。
这八章从正确决策与决策误区两个方面来写的，旨在让读者明了非理性决策产生的原因以及理性决策
的实现方法。
    最后，由于个人能力有限，书中难免不足，还望读者见谅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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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决策过程为主线，结合心理学理论知识和方法，系统而科学地讲述了心理学在决策过程中的应
用，在内容上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原理、心理学实验、实践决策案例和历史典故，生动、全面地展示了
人们在认知、判断、推理、选择等方面的常见心态、行为误区以及正确的决策方法。

本书适合领导和决策者阅读，也可供培训和咨询管理人员以及心理学爱好者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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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炎
北京华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企业经营管理、项目策划咨询实战派专家，对组织经营管理、企业群
体行为等问题频有研究，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工业生产管理、文化产业创意等多种项目的组织与策划
。
作者近十年来潜心研究管理学和心理学，出版相关著作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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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选择，决定未来    决策之所以成为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是因为决策是面向未来的选择，而
且这种选择常常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
    显然，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出选择，是一件困难的事。
也正因为这种困难，人们的决策常常出现失误，并对未来造成重大影响。
农民们一度依赖杀虫剂，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中国人早在300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
如《周礼》记载，渭莽草、蜃炭灰、牡菊、嘉草等可用于杀虫；《山海经》记载，白石(即砷硫铁矿)
可以毒鼠；而《把胜之书》、《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古籍中，也有很多关于
植物性、矿物性药物杀虫、防病、灭鼠的记录。
当然，这些物质虽然可以杀虫，但由于使用范围小，只是针对一些有害生物进行零散的防除，所以在
长达近3000年的使用中，并没有造成危害。
    1874年，德国化学家泽德勒首次合成滴滴涕(英文缩写DDT的音译，化学名称是双氯苯基三氯乙烷)
；1939年，瑞士人缨勒发现它的杀虫效果非常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天然杀虫剂，而且对病媒昆虫有
突出的防效作用，可以有效控制流行性传染病，尤其是疟疾的流行。
此后，世界各地的农民们开始广泛使用这种杀虫药物。
    但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两件出乎意料的事情：鸟类和其他害虫捕食者开始相继死去；害虫对那
些使用过的化学药品产生出了抵抗能力。
所以，虫害更严重了。
为此，人们又发明了效果更强的新型杀虫剂，接着又出现了能够抵抗新化学药物的害虫品种。
    如今，人们虽然了解到了杀虫剂的危害，但为了对付这些有农药抗体的害虫，还是再三地使用新型
杀虫剂。
    显然，农民大量使用杀虫剂，是一种在信息不充分、对未来影响不确定的环境下作出的决策，都属
于“非确定性”决策的范畴。
这种决策看似解决了当前的问题，其实很可能在未来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换句话说，这种决策其实可能演化为陷阱，即非确定性陷阱。
    如果不是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当初的虫害问题，农民们不会花钱购买杀虫剂；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杀虫
剂会给生物带来如此大的危害，科学家就可能不再去研制、开发。
种种结果，都是人们不曾预料到的。
毕竟，按照当时的条件，他们很难知道使用之后的事情。
    类似的情况在个人生活中比比皆是。
如参加高考的学生对大学专业的选择。
    一个女生在高考之后，选择了某一管理专业，其理由是这个专业有一个极为耀眼的光环——“21世
纪最后一块暴利蛋糕”。
然而，她入学之后才发现，“蛋糕”没有想象中的甜美。
    师姐师兄们的经验告诉她，这个专业存在着三大弊病：一是人才培养目标为“既懂文史哲又懂经管
法的全才”，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过于宽泛；二是专业课程中涉及管理的基础知识太过薄弱
，在实践中并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三是这个专业虽然号称囊括传媒、影视、旅游、出版等九大门类
，但这九大门类在很多大学里都有专门的专业设置，所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并没有竞争
优势。
    所以，她所在的班级中的60名学生，在毕业之时，一半以上都选择了跨专业考研，9个学生被保送读
研，3个学生选择了出国，8个学生考上了公务员，剩余的不到10个学生才进入社会去找工作。
    案例中的学生若能在选报专业时对各个专业的就业信息、工作情况仔细分析，而不是仅凭“光环”
或想象来作出选择，这种不利局面很可能会避免。
    当然，这种令人后悔不已的“决策行为”也不仅发生在高中毕业生的专业选择上，还发生在生活中
的很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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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办公人员在工作很久以后忽然发现他在做一份与期望大相径庭的工作；有的恋人在谈婚论嫁时
才发现对方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善解人意；有的漂亮女人在成为责妇之后才发现金钱与幸福无关；大多
数人在中年时才发现年轻时透支自己的健康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买卖；等等。
    不管是为了获得当前的利益，还是因为当前看到了耀眼的光环，如果对不熟悉的事物不加分析就作
出选择，就很容易掉入“长远风险”的陷阱中。
    有一句话说，情绪激动的时候不要作决定。
这是因为情绪激动时个人的决策行为会偏离基本的事实依据。
确切地说，不仅仅是情绪激动时如此，即使在平和的状态，我们也难以完全把握事实依据，故而非确
定性决策正是决策行为的常态。
如果某个事物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实际上也就不存在决策了。
问题在于，任何决策一经实施都具有相当程度上的不可逆性，而且会产生连锁反应，例如杀虫剂案例
就是一个典型。
所以，对决策保持慎重态度是恰当的。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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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闻悉本书即将出版，不胜感慨。
本书从最初的调查研究到中途的设计与写作，再到随后的审阅出版等，经历了一个艰难且辛苦的过程
，但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
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围绕本书的研究与写作，我们获得了专家大量的帮助，包括资料收集论证上的协
助，具体写作过程中的指导，以及心智上的点拨。
    还需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创作融入了团队的智慧，我们团队中的大部分人都参与了本书的撰写或
资料调查、收集和分析工作。
这些人包括孙健、洪少生、孙科柳、洪少萍、李瑞文、秦术琼、宋松红、谭海燕、谭汉贵、王晓荣、
杨兵、杨选成、袁雪萍、孙东风、孙丽、程丽平、武义龙、李国旗、高垒、石强、孙科江、李京静、
邵帅等。
    在此，对以上人员衷心地表示谢意！
    作者    2011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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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科炎、李国旗编著的《决策心理学》是一部有关决策心理的大众读物，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专
业的知识，并对个人的职业和生活有所帮助。
    本书共分八章，每一章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中，第一章研究的是生活中常见的决策陷阱，第二
章至第八章则是决策过程，包括问题及信息认知、决策者的动机、决策者的态度倾向、问题框架、概
率计算、判断与推理以及方案选择的方法。
这八章从正确决策与决策误区两个方面来写的，旨在让读者明了非理性决策产生的原因以及理性决策
的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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