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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圈理论”视角下
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提升的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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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决策贯穿于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能力之一。当
前，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领导干部面临的决策环境、决策目标均发生相应变化。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把
握决策规律，敢于决策、善于决策，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三圈理论”为框架，分析当前领导干部科
学决策能力提升的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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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圈理论”与科学决策要素的契合
“三圈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

者创立的关于领导者战略管理的一种分析工具。该理
论认为，做一项决策首先应考虑方案目标是否以公共
利益作为最重要的诉求，该方案能否创造公共价值；其
次，应考虑该决策实施与执行的约束条件，即人、财、物
等资源是否具备；第三，应考虑涉及利益的相关者态度
与建议，确保决策的实施能够得到支持。一项好的决策
应具备价值、能力、支持三个要素，缺少任何一个要素，
决策都将无法有效实施。当前，领导干部在决策中，价
值、能力、支持三个要素也不可或缺。决策中应寻求公
共价值、提高决策实施能力、争取群众支持，推动三个
要素最大限度接近和重合，达到最佳决策效果。科学决
策应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价值导向；在经验借鉴的
同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结合地区自身情况做出符合
地区实际情况的决策，确保有能力实施决策；在决策过
程中，广泛征集民意，增强干群互动，让群众充分理解
决策目标、决策方案、决策价值，在实施过程中得到群
众的支持。

二、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提升的困境
（一）决策问责情形泛化导致决策价值偏离

决策问责情形是指问责对象在何种情况下应该承
担责任。[1]随着决策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决策程序也
随之规范，决策效果得到了较大改善。决策问责工作能
够有效传导压力、传递动力，约束领导干部的决策行
为，避免“拍脑袋”决策导致的巨大损失。通过问责能够
有效督促领导干部自觉承担责任，提高政府治理效能，
加强机关干部的作风建设。但是，当决策问责情形出现
泛化时，领导干部在决策中，就会优先考虑是否需要承
担责任，人民立场的决策价值判断出现弱化现象。决策
时会产生“风险厌恶”“消极偏见”等心理，更加倾向于
收益小、风险低的决策事项，避免风险高、社会效益强
的决策事项，日常工作的目标变为避免犯错，而非积极
作为、勇于创新、推动改革[2]，决策者对实际的或潜在
的风险变得更加敏感。导致部分干部“不求有功，但求
无过”的价值取向，其工作目标发生偏离，更倾向于“避
责求稳”。
（二）调查研究不充分导致决策执行能力不足
决策前调查研究工作不到位是导致决策执行效果

不佳或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在
搞政策创新、治理模式创新，地区间互相学习、经验借
鉴，对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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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是有些创新经验实际上难以复制推广，调查研
究中，如果不进一步加以分析，把特殊的、短期的、局部
的经验当成一般的、整体的、长远的经验来借鉴，则会
导致决策严重脱离地区实际。部分干部在经验借鉴时，
由于缺乏对决策执行对象实际情况的了解，缺乏对决
策本身可行性方面的考虑，导致部分决策无法执行，或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以人才引进政
策为例，政策的同质化程度较高，靠“真金白银”吸引人
才的相关政策较适用于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对于其
他地区，在经济上没有优势，一味地仿效发达地区的政
策，而非制定错位发展策略，则导致政策效果欠佳。
（三）群众沟通不足导致决策缺乏相关利益者支持
争取群众支持是确保决策能够有效执行的关键。

任何一项决策方案都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群众的态
度变化取决于决策者能否充分与群众进行有效的沟
通、互动。在决策实践中，由于公共资源有限、公众需求
多元化程度高等原因，时常存在与群众沟通不充分、决
策方案宣传不到位、群众无法获取有效信息等问题。与
群众沟通的过程，不仅是决策方案宣传、解释的过程，
更是利益关系协调的过程，如果不能有效地协调利益
冲突，对利益相关者缺乏应有的利益关怀，则会导致利
益相关者对决策拒绝配合，相关决策缺乏认同，难以实
施。

三、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提升的路径探索
（一）完善决策评估机制引导干部树立正确决策观
决策的首要关注目标应是“人民”，在决策的各个

环节，都要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作为根本遵循。首先，应强化领导干部思想教育工
作，坚决杜绝“以权力为中心”“以资本为中心”的错误
价值取向，树立宗旨意识，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提高
领导干部决断力，使其具备敢拍板、敢干事的决心。提
高领导干部对于决策问责工作的认识，使问责主体和
问责对象都能深刻认识到问责仅仅是手段，其目的在
于有效防止违法决策、“拍脑袋”决策、仅凭主观经验决
策。履行问责工作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与职责之一，不
是展现政绩、应付上级任务的方式，更不是治理活动的
目的。要树立良好的机关作风，从思想深处激发干部工
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完善决策评估机制，建立
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决策评估机制，决策评估主体应将
人大代表、纪检监察人员、专家、公众等纳入其中。围绕
决策过程的基本要素建立和完善决策评估相关机制，
避免决策问责情形的泛化。第三，推行决策容错制度，
赋予决策者“试错权”，建立事前容错备案机制，明确容
错范围和条件，划定各层级决策者可控权力边界，打消
“想干事”中的疑虑和顾虑。如果决策目标涉及改革创
新、攻坚克难等问题引发的群众投诉或提出异议时，执
行者可向有关部门提出容错申请，经核实、批准、备案
后，在决策评估环节中公众满意度可作相应调整，降低

领导干部被问责的可能性，从而使其乐于作为，敢于担
当。
（二）加强调查研究提升决策可执行性
政府治理本质是针对目标群体的需求、问题、主张

作出诸如政策、项目、活动等干预，通过这种干预满足
目标群体的合理利益追求。[3]目标群体的问题、需求和
主张的发现离不开调查研究，满足其合理利益需求依
赖于深入的调查研究。因此，调查研究工作应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围绕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反映意见、群
众表达的诉求、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等突出问题，提
前谋划确定调查的对象、重点和难点，制定调查研究方
案。坚持和完善调查、研究、决策、执行、评估、监督全流
程调查研究制度，形成调查研究的日常化和长效化机
制，并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调查研究中，应
正确处理好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将经验借鉴
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非以经验借鉴代替调
查研究，确保决策能够更符合地区实际情况，从而得到
有效实施。
（三）强化群众沟通互动机制提升决策支持度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人民群众的需求多元化程度不断提升，这就要求领
导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要与群众交朋友，了解群众的实
际需求，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不断增强工作本领，提
高群众工作的能力。保持和群众间的良性互动，建立相
互信任的干群关系。[4]在决策中，主动问政于民、问计
于民，以民为师，同时，充分利用官方媒体、自媒体、官
方公众号等渠道加强宣传互动，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机
制。对于可能影响到社会公众日常生产生活的重大决
策，应建立在充分与群众沟通的基础上。例如，年度重
大民生决策事项，应通过各种媒体进行信息公开，建立
社区诉求表达渠道，开通反馈、评论模块，畅通公众投
诉、监督机制，确保决策在制定、实施、反馈、监督各环
节充分听取民意，在决策制定中广泛吸取意见；在执行
过程中，听取意见调整实施细节；在反馈中总结不足完
善下一次决策方案；在监督中，确保依法决策、依法行
政，提高决策的群众支持度。
参考文献：

[1]吕永祥，王立峰.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
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J].社会
主义研究，2017（5）：106-110．

[2]倪星，王锐.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
变化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7（2）：42-51．

[3]郝丽.行政决策后评估的问责价值实现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22：202.

[4]刘慧婷，夏桐.论年轻干部群众工作能力提升[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8）：88-90.

责任编辑 葛震

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