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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型社会视角下
领导科学决策的路径选择

●杨青山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国家

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利

益和长远发展。领导决策失误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

巨大浪费和损失，严重影响节约型社会的建设进程。科

学决策已经成为对领导者的基本要求。

决策，决是解决、决定，策是政策、策略。决策，就是

决定策略和方法，就是决策主体根据自己所处的条件和

环境在多个行动方案中选择一个符合现实情况和自己

偏好的行动方案的过程。科学决策要求领导干部从经

验决策转变到科学决策上来，实现决策程序的科学化，

使决策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

一、在理念上：“远”和“近”相统一

“远”就是指要有远见，有远大的目标和理想。我国

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众多，人

均资源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思考既应以我国长

远利益为目标，又应从具体实际出发，做到可持续发

展。因此，领导干部科学决策应做到：一是解放思想，树

立科学决策的理念。决策是创造性的活动，没有解放思

想，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创新的决策，也就不

可能与时俱进地进行科学决策。二是有扎实的理论功

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三

是勤学习，有广博的知识，与时俱进，依法决策。领导干

部要真学、善学、勤学，具备较高的思想水平。现实中，

有的领导干部借口工作忙、应酬多，不深入学习，对上级

精神一知半解，理解不深不透；有的领导干部在思想观

念、发展理念上存在着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违背经济规律和客观

规律，制定不切合实际的目标；有的领导干部眼界不宽

阔、思维不活跃，只顾眼前，不谋长远，受地区和部门利

益影响较为严重，缺乏科学的态度和周密的部署。

“近”是指身边的实际目标。“实际”有两种含义：一

种是指真实的情况，另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领导作决

策时，不仅要有远大的目标和理想，还要着眼于对现实

问题的思考、研究和解决。有的领导干部不调查、不研

究，对下面的情况一知半解，以致出现“情况不明决心

大，心中无数办法多”的盲目决策；有的领导干部下基层

身到心未到，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摸不到实情，出现轻

率拍板的随意决策；有的领导干部挂职驻村是迫于上级

要求，下乡没有真正入户调查、了解民情、听取民声，在

重大事情的决策中，凭自己的想象主观臆断。这些领导

干部被群众戏称为“三拍”领导，即“一拍脑袋决策，二拍

胸脯保证，三拍屁股走人”。正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还

没有真正认识到科学决策的重要性，抱着“搞建设、搞改

革总是要付学费”的不正确认识，对因决策失误造成的

浪费不以为然，从而在客观上助长了个人决策、轻率决

策、经验决策之风的蔓延和扩张。领导干部要从政治上

思考问题，从大局上研究问题，从行动上解决问题，切实

把上级指示精神与本单位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作出

既符合上级精神要求又切合具体实际的科学决策，正确

处理好当前形势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二、在决策统筹上：“面”和“点”相统一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是

生态、经济和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则是

生态、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发展，而完整意义上的“可持续

发展”则是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经济和可持续社会三者

的完整统一。

“面”是指全面，即领导干部要用全局眼光、历史眼

光、世界眼光、时代眼光看问题。这需要在决策时做到

以下几点：一是用全局眼光看问题。用全局眼光看问

题，就是跳出局部狭隘的圈子，从宏观、整体上决策，要

看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状况。政治制度主要是指

以政治管理为核心，表现为国家政权体系对于政治生活

领导参考

48

DOI:10.19572/j.cnki.ldkx.2010.29.020



领导科学
2010·10月中

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各种具体的治理模式和活动方式，包

括政治领导、政治决策、政治组织、政治协调、政治沟通、

政治监督等方面的内容。政治制度的现代程度如何，决

定性地影响着科学决策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经济发展

制约科学决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发展

到相当程度，使得社会生活质量达到一定的程度，社会

大众才会对科学的力量有所认识，才会对制约经济进一

步发展的科学决策有所要求；另一方面是经济构成方式

决定着科学决策发挥作用的空间的大小。二是用历史

眼光看问题。所谓用历史眼光看问题，就是从源头找到

发展过程，准确把握发展的方向。三是用世界眼光看问

题。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源的控制，

资源问题已成为很多国家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能源紧

缺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大瓶颈。所以，在

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而且要

考虑国际因素，积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国际资源为我

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有

利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四是用时代眼光看问题。用时

代眼光看问题，就是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

“点”是指决策的基点，即决策的可操作性、依据的

独特性和优势。要通过深入科学的调查研究，取得准确

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提出有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有一则寓言：某地的一群

老鼠，深为附近一只凶狠无比、善于捕鼠的猫所苦。一

天，老鼠们群聚一堂，讨论如何解决这个心腹大患。有

一个建议博得了满堂喝彩：“给猫挂上一只铃铛！”只要

给猫挂上了铃铛，老鼠们自然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了。但

是，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决策不

是追求方案的完美，而是追求方案切实可行，能够得到

执行和落实。

三、在决策程序上：“放”和“收”相统一

在现实生活中，领导作决策时有两种极端的做法。

一是作出独裁式的决定而不顾及其他人的情感、建议或

想法，决策权力过于集中，主观性、随意性、盲目性比较

大，“独断专行”、“长官意志”、“拍脑袋”等现象比较突

出，决策的科学化演变成了一把手决策或者是主要领导

决策。二是绝对遵从集体主义，太顾及其他人的情感、

建议或想法，长时间议而不决，从而错失良机。因此，科

学决策需要实现“放”和“收”相结合。

“放”是指把要决策的项目信息公开，以多种方式吸

引民众参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有效地

避免领导个人或者领导集体知识的局限性和价值观念

的偏差，进而大大提升决策的质量，减少决策的失误。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俗话也说：“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科学决策要求领导干部广开言路、广集民

智、广纳良策，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意志。特别

是对于那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事

情，要注意倾听智囊机构、专家学者、广大群众的意见和

建议。这样不仅有利于作出科学决策，而且有利于决策

的贯彻执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民主决策是

科学决策的核心。决策民主化最根本的体现，就在于决

策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决策活动就是人民群众行使当家

作主的权利，决策应该、也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和长远利益。

“收”是指把收集的建议集中起来，优中选优，达到

决策最优化。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许多领导者不懂得

决策需要选择，往往只有一个方案就轻率地拍板实施，

而一个方案是无法作出对比、判断优劣的。方案的优与

劣，要经过比较才能鉴别，因此必须制订一定数量和质

量的备选方案。美国华盛顿广场有名的杰弗逊纪念大

厦，天长日久，墙面出现裂纹。为了保护好这幢大厦，有

关专家进行了专门研讨。通过对墙体表面腐蚀痕迹的

分析，发现对墙体侵蚀最直接的原因，是每天冲洗墙壁

所含的清洁剂对建筑物有酸蚀作用。接下来逐一分析

了原因：为什么要经常冲洗墙壁→因为墙壁上有大量的

鸟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鸟粪→因为大厦周围聚集了

很多燕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燕子→因为墙上有很多

燕子爱吃的蜘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蜘蛛→因为大厦

四周有蜘蛛喜欢吃的飞虫→为什么有那么多飞虫→因

为飞虫在这里繁殖特别快→为什么飞虫在这里繁殖特

别快→因为这里最适宜飞虫繁殖→为什么这里最适宜

飞虫繁殖→因为大厦开着的窗户阳光充足。结论是关

上大厦窗户上的窗帘就可以了。这个答案是许多专家

始料未及的，只要轻轻地拉上窗帘，就节省了几百万美

元的维修费用。

此外，在决策结果的追求上，要实现“少”和“多”相

统一。“少”指投入少，“多”指收益多。评估方案要做到

“坚持”和“修正”相结合。在执行中，要根据主客观条件

的变化，及时对原定方案进行必要的修正，以尽量减少

或防止失误。评估方案重点要把握“四性”，即对所有的

方案从可能性、或然性、可行性、风险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判断，使决策方案更为科学。

总之，只有实现科学决策，才能避免浪费，使我国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使社会可持续

发展。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清各种形势，理清思

路，切实增强科学决策意识，努力掌握科学决策方法，不

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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