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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研究目的] 应对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在于发现风险信号,构建决策失误风险地图有利于感知潜在的决策

失误风险与威胁。 [研究方法]按照信号分析的步骤,以扎根理论方法为指导,对以决策失误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

进行案例抽取,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及选择编码对失败案例中的风险要素进行归纳提取,分析各主范畴对

引发决策失误的风险的内在关联与影响路径。 [研究结论]决策失误风险信号主要分布于情境、人因、流程、信息

四个维度。
关键词:决策失误 ;决策风险;扎根理论;风险地图;信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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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Risk Map of Decision Fail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gn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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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purpose]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risks is to discover risk signals. Building a risk map of decision failure
will help perceive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threats. [Research method]According to the steps of signal analysis, guided by grounded the鄄
oretical methods, this research extracts the cases from master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the subject of decision failure, through open
coding, main axis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the risk map of decision failure was summarized and relationships were sorted out.
[Research resultn] The study finds that risks of failure in the decision include Context, Human Factors, Process and Information.
Key words: Decision failure; decision Risk; grounded theory; risk map; signal analysis

0摇 引摇 言

保障决策顺利实施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风险,对决

策失误风险的标识与感知是决策情报保障体系建设的

基础,规避和防范风险是构建完善决策机制的重要目

标。 从决策的角度看,“风险冶是由于决策环境的不确

定性、信息环境不明朗,导致执行方案实施后无法达成

决策者期望所产生的危险。 决策失误风险可以出现在

决策的任何一个阶段,根据决策类别的不同,风险形式

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学者 Ahmed 在研究中曾指

出风险识别主要目标是探究可能出现的问题、确定风

险的来源及潜在的后果,只有在这些层面达到对风险

的了解,才能进一步采取行动降低风险[1]。 以往对决

策失误研究多集中于对决策失误内涵与属性的探讨、
决策流程、决策机制完善等,是对决策失误后果的反思

与“后期治理冶,具有止损意义的先行指标研究较少。
因此,本研究引入信号概念及信号分析的思路方法,试
图利用信号的先行性,通过情报工作提前介入识别决

·1·
网络首发时间：2022-05-23 10:10:54
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61.1167.g3.20220520.1308.008.html



策失误风险信号,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 这里的“信
号冶指与主题相关的迹象、线索与征兆[2],决策失误风

险信号指决策过程中出现失误危险的迹象、线索与征

兆。
通过对决策失误案例研究,发现决策失误的发生

往往具有重复性或相似性的特点。 因此,有针对性的

提取决策失误风险要素,构建决策失误风险地图,形成

一个决策失误风险信号监测的基本框架,将有利于决

策失误风险信号的感知。

1摇 决策失误风险要素提取

决策失误风险信号捕捉是指在决策链流程中随着

决策流程的推进,捕捉和发现决策中所存在的失误风

险类别、产生的条件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分析的

方法。 决策失误风险信号要素的提取需要以失误案例

库为支撑,通过剖析归纳,总结出招致决策失误的共性

因素,探索未来决策中潜在的风险可能性。
摇 1. 1摇 研究方法与流程 摇 扎根理论是 1967 年由哥

伦比亚大学 Anselm Strauss 和 Barney Glaser 两位学者

提出的自下而上的一种探索性理论研究方法,是在系

统化搜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寻求理论拓展的一

种方法[3]。 选取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因

是:一是现实需求,获得决策失误一手数据资料的困难

性,由于决策过程涉及到的人为因素、客观因素较为复

杂,多数被访谈者抱有趋利避害的心理,更多愿意谈及

成功经验而规避失败经历,使得访谈数据的真实性难

以保障;二是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当前理论框架对决策

失误风险信号指标的构建和解释研究较少,缺乏较为

成熟的理论模型。 因此,鉴于扎根理论具备详细系统

化数据分析、自下而上的研究思想以及实施方法可操

作性强等特点,本研究选取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选
取的案例则为经过彻底调查的典型决策失误案例,希
望通过构建基本框架帮助厘清决策失误风险来源,后
期可以结合具体决策情境对基本框架进行进一步拓

展。
扎根理论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原始资料

进行的一种理论抽象工作,是一种由实践到理论,利用

抽象揭示事物本质的方法[4]。 一般包含明确问题、资
料搜集、数据分析与编码、理论模型构建四个步骤(如
图 1 所示)。 其中数据分析与编码过程包含了三个步

骤:第一个阶段是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阶段,即
通过访谈、阅读获取初始理论数据,通过标注材料中出

现的重要观点和重要概念形成;第二阶段是主轴编码

(axial coding)阶段,即通过研究者判断初始理论数据

中的重要概念,按照一定的逻辑概念将这些重要概念

进行排列和归类;第三阶段称之为选择性编码( selec鄄

tive coding),即根据不断编码提出的归类概念进行再

次提炼,直至理论饱和并无法产生新的理论概念,最后

进行阐释性收尾。

图 1摇 决策失误风险要素扎根理论研究流程

摇 1. 2摇 决策失误风险信号要素提取实例摇 回顾决策

失误案例,可以看出即便不是所有决策失误都会提前

释放预警信号,但是大多数失误已在事前就暗示或预

示着某些风险信号,其中一些是清晰可见,由于决策者

的忽视或缺乏感知意识而未采取行动;另一些则是信

号不明显,需要具有敏锐观察力的人员进行主动捕获

和感知。 以下对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拆分提取出风险

信号要素。
1. 2. 1摇 案例选取来源 摇 由于各行各业决策失误

案例众多,难以统一案例选取的标准,硕博士论文具有

较强的理论性、严谨性与科学性,因此以“决策失误冶
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共检索到 189 篇)作为初始案

例资料框,对上述文本材料中所提及和研讨的决策失

误案例进行抽取,并一一核对,通过查找当年相关新

闻、案例评论等信息对案例资料进行整理完善,使其符

合研究需求,共精选得到 57 份案例形成正式研究文本

资料。 选取其中 50 个案例进行详细编码分析,7 个案

例作为饱和度验证。 抽取案例情况如表 1 所示(对于

多篇论文所提及的同一案例,仅选取其中一篇进行列

举)。
1. 2. 2摇 案例整理与编码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形成基本概念框架的基础步骤,是
对案例文本资料进行逐字逐句拆分并提炼概念的过

程。 编码需要以尊重案例原本意图为主,将描述语句

逐步形成初始概念群,本研究中利用 Nvivo11 Pro 软

件,将 50 个案例文本材料导入并进行语句拆分,形成

74 个初级编码,由于文本限制,仅摘取部分编码结果

进行展示(见表 2)。
(2)主轴式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初始编码基础上发掘“类属关系冶
并进一步分析、加工、提炼构建出更高一层概念范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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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这里在结合软件自动聚类的基础上结合人工判

定,通过分析造成决策失误的内因与外因归纳新的范

畴,对开放式编码形成的 74 个初始编码进行提炼,最
终形成 15 个主范畴、4 个核心范畴,详见表 3。

表 1摇 案例样本情况

编号 案例名称 发生时间 类型 来源

AL1 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堆芯融化事故 1979 年 灾难性事故

AL2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 1986 年 灾难性事故

AL3 地震引起的日本福岛核事故 2011 年 灾难性事故

硕士论文[5]

AL4 大庆暂停忠旺铝业项目 2017 年 重大行政决策

AL5 厦门的 PX 项目决策 2007 年 重大行政决策
硕士论文[6]

AL6 台州椒江大桥决策失误 2015 年 行政决策

AL7 葫芦岛长途汽车站决策连续失误 1996-2006 年 行政决策

AL8 洞庭湖欧美黑杨的“杨癫疯冶 2018 年 行政决策

AL9 祁连山生态破坏事件通报 2017 年 行政决策

博士论文[7]

AL10 19 万套保障房为什么会“空置冶 2016 年 行政决策 硕士论文[8]

…… …… …… …… ……

表 2摇 原始编码(摘录部分)

初级编码 原始文本语句

经济环境

[AL20]除了引进设备花了 2400 万元,国内配套、征地、建厂房、修路等一共花了一亿零六百多万元,其中有 1600
万的国债,5600 万的财政拨款,2000 多万的银行贷款。 [AL01]核能和核电已经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毕竟在经

济上它相当便宜,而且核能使得美国部分摆脱对石油进口的严重依赖……

市场环境 [AL20]这个设计不符合国情,垃圾成分也不适合做这个肥料,成本也太高,又没有市场。

技术环境
[AL03]应急处理技术部门及核电站能用的监测仪器量程很窄,无法测量现场各处的实际辐射水平,以至于很多人

受到了严重照射,仍在辐射区域工作。 ……

任务属性

[AL20]尽管较大规模堆肥生产当时在国内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他们还是选择了国外先进的堆肥焚烧工艺同传统

的卫生填埋相结合。 [AL20]实际上是因为堆肥工艺选错了,因为太超前,不符合合肥市的实际情况。 [A21]说到

雨污分流,南京不是第一家。 天津、昆明、广州、青岛、上海、无锡等地早年就相继开挖雨污分流管道。 相对而言,南
京还是落后的。 ……

决策偏好
[AL21]2010 年,季建业担任南京市市长,初上任便力推雨污分流工程的动工建设,由于立“绩冶心切,在没有征集

民众意愿前提下便开始大规模的工程建设。 ……

形式主义
[AL20]后来经调查得知,在专家论证前,合肥市政府对该工程所采取的工艺以及动工实施情况早就有了决定,专
家们的论证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讨论而已。 ……

决策缺乏完备性
[AL21]据市住建部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雨污分流主管道等大动脉没有完备,小街区便全面展开,工程

并不完备。冶……

…… ……

表 3摇 主轴式编码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初级编码

致误情境

外部环境 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生态环境

内部环境 组织目标、组织机制、组织规划、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资源、组织管理

任务情境 时间压力、任务类别、任务复杂性、任务风险性

致误人因

决策者 决策者知识结构、管理理念、责任意识、认知能力、风险警觉、决策风格、决策偏好、官员类型、主观意志

执行者 责任意识、个人知识水平、技能型失误、违反职业规范、工作态度、不利的个体状态

智囊 决策错位、形式主义、缺乏中立性、专家拍脑袋、专家知识结构与专业、智囊意见缺乏统一

决策受众 对决策过程信息的反馈、对决策效果认同度

公众媒体 公众参与渠道、公众专业知识、公众参与程度、公众价值观与立场

致误流程

决断流程 决策方法与技术、决策目标可行性、程序规范性、决策风险感知与评估

执行流程
缺乏可操作性、跟踪反馈主体混乱、跟踪评估方法单一、执行偏差感知、缺乏执行预期与监督、评估缺乏配套机

制、缺乏纠错途径、缺乏纠错措施

评价流程
失误后果评价、缺乏事后评价、责任主体混乱错位、缺乏追责启动指标、追责事项范围界定不清、追责依据缺失、

追责指标模糊、责任评价方法不当、评价缺乏动态性

致误信息

信息数量 信息过载、信息不充分

信息质量 信息真实性、信息有效性

传递渠道 缺乏沟通渠道、信息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

信息时效 信息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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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3)选择式编码与饱和度检验

选择式编码是通过对所有主范畴进一步提炼所挖

掘出的核心范畴,并探寻主范畴与核心范畴内部联系

与关联的核心步骤。 本文主范畴为“决策失误风险冶,
通过对决策失误案例的剖析,失误风险来源于情境、人
因、流程、信息四个维度,与主范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

系;信息贯穿于决策情境、决策主体以及决策流程的各

个环节,通过信息的沟通与交流推进决策进程的进展,
但凡某一环节的信息缺失或信息过载,都会导致决策

主体的误判并影响决策进程引发失误,信息维度与情

境、人因及流程维度之间呈现构建关系;情境作为决策

主体与决策活动所存在的主观环境与客观环境,对决

策结果起到中介影响作用。
饱和度检验是对最终结果进行复查,利用额外文

本资料进行数据再次编码与细分,观察是否还存在新

范畴出现,当没有新概念与范畴时则表示本次编码已

经饱和,可以停止采样。 研究选取剩余 7 份决策失误

案例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再次编码分析,没
有新的范畴出现。

表 4摇 主范式关系结构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情境-决策失误风险 因果关系
情境是决策存在的现实环境,组织内部外部环境、任务环境对决策产生制约影响,是决策失误风险

产生的直接因素

主体-决策失误风险 因果关系
人是决策的主体,不同角色承担的决策任务不同,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思维模式、能力、态度等

因素是决策失误风险产生的直接因素

流程-决策失误风险 因果关系 决断、执行、评价是决策流程的有机组成,任何阶段的缺失或失误都会造成决策失误险

信息-决策失误风险 因果关系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和依据,是做出判断推理的基础原料。 信息失真、滞后、缺乏都会造成决策失误

风险。

信息-情境 建构关系

信息-主体 建构关系

信息-流程 建构关系

信息是贯穿于决策的重要因素,存在于与决策相关的环境、流程与主体之间,是推动决策进展的重

要因素。

情境-流程 中介关系
决策流程具备规范性,但在危机情境下,常出现决策随意性与非程序化现象,因此情境会通过影响

决策流程导致失误风险的产生

情境-主体 中介关系
不同决策情境会给决策主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危机情境下的高度紧张和时间压力影响决策

主体的决断,导致决策风险的产生

2摇 决策失误风险地图构建与阐释

只有建立合理的分析框架,才能有目的地完成信

号分析工作[9]。 本研究通过抽取学术文献中的多案例

进行研究,预先将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的因素进行梳理、
归纳、总结,围绕决策活动所涉及到的“情境、主体、流
程、信息冶为框架,建立决策失误风险地图。

图 2摇 决策失误风险要素分布地图及作用机理

(1)致误情境

致误情境指导致决策失误的环境因素,决策情境

可分成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及决策任务情境。 淤外部

环境指组织部门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大环

境,优质的外部环境为组织存在提供了可依赖的物质

与文化条件,不良的外部环境条件则对组织未来发展

起到一定制约和限制作用[9]。 外部环境从宏观层面对

组织决策产生影响,组织部门只有及时感知并牢固把

握住环境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才能为组织发展营

造机会,反之倘若组织部门对外部环境缺乏及时的洞

察力与洞见力,则会导致组织决策产生失误。 外部环

境对组织产生的影响在于环境是时刻产生变化的而不

是一成不变,特别是瞬息万变的竞争市场,科技的发

展、用户需求的改变、新兴法规的出台都会对企业组织

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于环境的感知,组织部门

不仅需要做到了解现状,更需要具有发展的视野,利用

感知和预测未来环境态势以辅助支持决策。 于内部环

境是与组织部门运行经营密切相关并组织部门自身要

素来影响决策全过程的要素,包括组织目标、机制、规
划、结构、文化、资源、管理等要素,这些要素从微观层

面影响组织成员(决策者、执行者)的责权意识、任务

分工、工作状态,甚至影响组织对外部决策参与者(决
策受众、智囊团、公众媒体)的态度及意见采纳。 良好

的组织机制、规划、目标、文化等是实现决策规范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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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的基本保障。 盂决策任务情境是从决策角度出

发,决策任务本身所具备的特点与性质,包含决策问题

所面临的时间压力、任务类别、任务复杂性与风险性

等。 当面临较为复杂、非常规及具备一定风险的决策

时,决策者可以借助外力与方法,通过建立科学的“流
程+机制冶式保障体系加以辅助支持,规避或降低决策

失误风险,推动决策系统高效正确运转。
(2)致误人因

人是决策活动的核心主导者与重要参与者,致误

人因是指人的决策行为偏离了规定目标或者超越了既

定界限并产生不良影响,最终导致决策失误。 人因失

误可以从多种角度分析,如从心理认识角度对环境信

息感知失误、从行为角度的执行型失误、从情境角度的

观察识别失误等[10],这里根据决策活动的主体加以区

分,即决策者、执行者、决策受众、智囊团、公众媒体五

类。 淤决策者。 决策者是决策活动的主导者。 决策活

动每天都在发生,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决策活动的决策

者。 这里决策者是指组织部门中被赋予一定权力、承
担一定责任且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是决策活动的发起

者、支配者与领导者。 作为主导者,决策者的思想、能
力水平与工作经验对决策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于执

行者。 决策执行是将决策目标付诸行动最直接的过

程,任何决策目标的成功实现都离不开执行的落实,决
策执行阶段出现偏差,会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冶
的局面。 执行失误不是决策方案本身的差错,而是在

决策阶段没有按照决策目标或要求开展造成失误的现

象。 这里执行者的影响是探讨执行过程中的人为因

素,指由于认知能力、知识水平以及操作水平等人为因

素造成的决策失误。 盂智囊。 随着决策环境的日益复

杂化,决策问题的专业化与精细化发展,限于知识背

景、工作经验以及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仅靠决策者自身

难以做出全面的判断,需要专业的智囊团、思想库或者

外脑对决策者进行协助[11]。 然而在决策失误案例中,
很多智囊团体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表现在决策机

制缺乏智囊或第三方决策咨询团体的参与,或智囊或

第三方咨询机构在参与过程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只是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榆决策受众。 是决策效果最

直接感受者和体验者,在决策系统中积极主动获取决

策受众的效果反馈,并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对决

策目标和内容进行调整修改将有利于决策的改进与决

策失误的规避,但很多失误案例表明,缺乏在决策过程

中定期对受众意见收集与反馈,未能及时发现政策执

行偏差。 虞公众媒体。 社会公众和媒体作为决策活动

的监督者,可以通过舆论或网络媒介进行批评、投诉、
曝光、揭露决策中不符合标准的流程、服务等,帮助决

策主体快速获取外部信息,从而感知决策推进所带来

的舆论变化进而实时控制决策进程,使决策流程更加

有序和有效[12]。 分析决策失误案例,风险点集中于公

众媒体参与渠道缺乏、参与程度低、缺乏专业知识及价

值观立场不同等问题上。
(3)致误流程

决策者需要面临和处理的问题愈加复杂,仅靠决

策者个人很难做出科学决策,需要采用系统的思想将

决策及其相关活动看作统一整体,利用系统思维综合

解决决策问题。 这里认为决策流程至少包含定策、执
行、评策等三个基本流程:淤定策。 即提出决策目标、
信息搜集与分析、提出供选方案与选择方案并拍板的

过程,“断冶的过程需要依靠信息、咨询、反馈作为基础

以达到科学决策、高效决策的目的[13]。 风险点为:A、
决策方法与技术选择不当。 失误决策中常出现决策者

不借助科学方法、规范的流程,而采用“三拍冶的形式

随意决策的现象。 没有科学的方法和机制保障,决策

失误的盲目性和失败不可避免;B、缺乏对决策目标可

行性判断。 即决策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现有的人力、物
力、财力是否能够支持推进决策目标的最终实现。 需

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与评估,对决策目标所涉

及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进行综合评价;C、
程序规范性缺乏。 决策阶段的程序规范化是要求建立

公开化与有效的监督机制,及时引入外脑智囊辅助决

策,约束决策者的特权实现决策过程的信息公开化、透
明化,避免决策制定落入“黑箱冶操作。 很多失误决策

案例呈现出的是决断阶段流程不规范,没有充分发挥

决策咨询机构的效用,对决策缺乏必要的政策宣传,导
致决策受众无法参与到决策过程中;D、决策风险感知

能力。 决策主体缺乏风险意识,忽视所释放出的风险

信号、信息与情报,同时缺乏应对决策风险危机的预案

与措施,则容易导致决策风险的进一步恶化。 于执行。
是将原本宏大的决策目标进行细分与细化,从而易于

操作与实施。 风险点包括:A、缺乏可操作性。 通常执

行标准越明确、要求越具体则越利于实施。 对安全生

产失误分析得知,失误风险主要表现在执行标准和生

产制度规范不严格、不严谨,缺乏具体的细化操作目

标,执行人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缺乏可参照标准而具

有随意性;B、缺乏执行预期。 决策在拍板定夺时需要

进行事先评估,预计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与阻碍。 倘

若在决策时缺乏预估和预案,缺乏综合考虑实施过程

可能出现的偏差,则容易导致对执行过程中的风险或

危机束手无策;C、执行偏差感知。 由于人是有限理性

而环境的变化是常态,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无法预

期的状况。 执行者缺乏风险的警觉力与感知力,无法

快速掌握风险反馈信息并迅速传递给决策者,则容易

造成执行偏差;D、缺乏跟踪反馈。 跟踪反馈是帮助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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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快速掌握执行信息的重要保障,失误决策表现在:
一是缺乏相应反馈制度,二是即便设立了跟踪反馈机

制,仍然存在评估反馈主体混乱、评估反馈方法单一、
评估反馈渠道缺乏等多种问题,造成评估反馈信息无

法第一时间传递给决策者的现象;E、纠错机制缺失。
发现执行偏差后,需要立即采取预案与措施,采用何种

方法、手段能及时规避风险、及时止损纠偏是最重要

的,缺乏预案,则导致纠偏迟滞、纠偏无力甚至无法纠

偏的现象出现。 盂评策。 评估环节需要遵循一定的工

作流程,一般包括评估准备、评估实施、评估总结[14]。
决策流程中缺乏事后复盘流程或无法遵循科学的评估

流程会为后续决策埋下隐患,风险点表现为:A、缺乏

事后评估。 很多决策实施后因为评估内容复杂、评估

指标难以建立而导致缺乏事后评价、反思与追责,导致

决策约束与制约力不足,出现失误再犯的现象;B、失
误后果难以评估。 决策失误造成的后果根据界定标准

不同存在多样性,如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社会影

响、生态环境破坏、公信力丧失等,有的决策失误后果

由于时间延续性具有隐蔽性,产生的危害会在若干年

后产生,因此对造成的损失存在较大认定困难;C、追
责程序混乱。 表现在责任主体难以界定、缺乏追责工

作的启动指标、追责事项范围难以界定以及追责依据

缺失、追责指标模糊等问题,造成决策失误追责工作难

以开展或进展不畅。 D、评估缺乏动态性。 动态评估

要求对评估对象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发展变化,结合纵

向跟踪与横向比较进行综合评价。 实践工作中由于缺

乏完善的全流程决策跟踪反馈机制、科学有效评估方

法,最终导致评估缺乏动态性。
(4)致误信息

情报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前提要件,也是评估反

馈的基本要件,信息的真实性和详细性是情报产品的

依据,是决策主体对决策活动进行预判的主要依据。
决策主体掌握决策全过程的情报信息越充分、越详尽,
对决策的控制力就越强,失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对

信息的搜集整理、分析处理、生产情报产品是贯穿决策

全过程的重要环节,当决策主体只拥有失真或滞后的

信息将造成决策误判,发生决策失误。 表现为:淤信息

质量。 决策者依靠情报来准确了解决策环境、判断当

前形式,前期信息搜集是情报工作的基础,不准确的信

息将导致情报失误。 风险点为:A、信息真实性。 即信

息的真假。 情报分析是建立在全面搜集关于决策活动

的详实信息以及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首要条件是原始

信息来源准确、信息质量有保障。 失误案例表明,部分

组织成员为了追求更高绩效或规避责任、逃避处罚采

用瞒报、虚报的现象,提供虚假信息导致决策者误判;
B、信息有效性。 体现在信息是否能被采纳作为分析

材料,是信息价值的体现。 情报工作者对信息的选择

与利用是一种动态的知识集成和知识产出的过程,依
赖于信息的有效性,需要获取的信息具有目标性、针对

性、科学性。 于信息数量。 聚焦决策问题的多层次、多
角度信息将为情报分析工作带来便利,易于形成对决

策有价值的情报产品。 风险点为:A、信息过载。 随着

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发展,人们掌握了更多获取信息、
分析信息的手段与工具,但是海量的信息反而掩盖了

关键信息,造成采集人员的信息搜索难度,也进一步增

大分析工作的难度,Koniger 和 Janowitz 研究表明大量

无结构的信息只会增加决策者的困扰,大量的信息噪

音使得决策者无法做出选择[15 ];B、信息不充分。 指决

策所依赖的信息环境在量上的缺失,收集的信息不足

以支持情报分析工作。 通常发生于新兴领域的决策行

为或缺乏经验的突发性决策行为当中,由于缺乏对未

知领域的信息描述与感知,容易导致情报人员和决策

者的误判。 盂传递渠道。 是信息情报传递的通道和传

播途径,包括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 风险点为:A、
缺乏沟通渠道。 决策任何环节都可能产生失误,如果

这些风险信息情报无法快速传达给决策者并做出快速

响应,则会导致决策的失误。 B、信息渠道不畅。 由于

缺乏情报沟通保障机制导致信息渠道堵塞,导致情报

传递过程中的缺失、失真、迟滞等现象。 C、信息不对

称。 指信息在交易主体之间分布不均匀,具有优劣势

之分。 不同部门所拥有的信息资源不同,同时缺乏信

息交流与情报共享机制,带来信息采集时间与人力成

本的消耗。 榆时效性。 任何决策都是具有时间限制

的,需要按照规范性进行有序推进,超出一定时间范围

的滞后决策对实际工作缺乏效用和价值。

3摇 结摇 论

现实生活中决策失误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如何防

范和规避决策失误风险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信号

分析流程中首要步骤就是发掘信号的来源,决策失误

风险信号的监测与预警是决策失误防范的第一道防

线,通过构建决策失误风险地图,有利于发掘风险信号

的源头,对决策失误风险信号进行结构化表达,将“后
期治理冶转化为“预先防范冶。 本研究为建立科学的监

测指导框架奠定了基础,后期可在致误情境、致误人

因、致误流程及致误信息基础上,结合不同领域决策工

作进行风险点细化,构建决策失误风险清单,通过全面

梳理与监测,将实时数据与风险清单进行比对,从而实

现对未来趋势进行预判,感知潜在的决策风险与威胁,
向决策者发出预警,起到预防、转化、化解决策失误风

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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