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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和个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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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完本章后，你应该能够： 

� 解释为什么两个人看到同样的东西却会有不同的理
解？

� 列出归因的三个维度。

� 描述捷径如何帮助或扭曲我们对他人的判断。

� 解释知觉怎样影响决策过程。

� 概述最优化决策过程的6666个步骤    

学
习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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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完本章后，你应该能够： 

� 解释个体如何获得符合要求的决策。

� 确定在什么条件下个体最有可能运用直觉作出决策。

� 描述决策的四种类型。

� 界定启发法，并解释它对决策的偏差有什么影响。

� 描述道德决策中的三个不同标准    

学
习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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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知觉及其为什么重要？?什么是知觉及其为什么重要？?

• 人们的行为是以他们对
现实的认知为基础的，
而不是以现实本身为基
础。    

• 这个世界是人们知觉到
的世界，这对行为来说
十分重要。

• 人们的行为是以他们对
现实的认知为基础的，
而不是以现实本身为基
础。    

• 这个世界是人们知觉到
的世界，这对行为来说
十分重要。

知觉

个体为了对自己所在的环
境赋予意义而组织和解释
他们感觉印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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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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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就是：知觉现实就是：知觉

�我们并不是看到现实，而是对自己所看到的东
西做出解释，并称它为现实。

                                            ————————————    斯蒂芬    ····PPPP····    罗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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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知觉
的因素

影响知觉
的因素

知觉者
•态度
•动机
•兴趣
•经验
•期望

知觉情绪
•时间
•工作设置
•社会设置

知觉目标
•新奇
•运动
•声音
•规模
•背景
•类似
•靠近

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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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的特性知觉的特性

� 二、知觉的整体性
�� 整体性：人们把现实对象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知觉。整体性：人们把现实对象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知觉。

�� 例子：三个圆、一根竖线、一根横线例子：三个圆、一根竖线、一根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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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知觉：对他人作出判断对人知觉：对他人作出判断

区别性    ::::个体在不同情境下是否表现出不同行为    ....

一致性    ::::每个人面对相似情境都有相同的反应    ....

一贯性::::不论时间的变化此人都表现出同样的行为    ....

区别性    ::::个体在不同情境下是否表现出不同行为    ....

一致性    ::::每个人面对相似情境都有相同的反应    ....

一贯性::::不论时间的变化此人都表现出同样的行为    ....

归因理论

我们观察某一个体行为时，
总是试图判断它是由于内部
原因还是外部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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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 

个体行为

区别性

一致性

一贯性

观察 解释 归因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外因

外因

外因

内因

内因

内因

个体行为

区别性

一致性

一贯性

观察 解释 归因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外因

外因

外因

内因

内因

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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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失真的错误或偏见 归因失真的错误或偏见 

基本归因错误

倾向于低估外部因素的影响
而高估内部或个人因素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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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失真的错误或偏见(续)归因失真的错误或偏见(续)

自我服务偏见    

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
素（如能力或努力），而把
失败归因为外部因素（如运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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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他人时常走的捷径判断他人时常走的捷径

选择性知觉    

观察者依据自己的兴趣、背景、
经验和态度进行的主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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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他人时常走的捷径判断他人时常走的捷径

晕轮效应　　

以个体的某一种特征为基
础，从而形成对一个人的总
体印象。 

对比效应

对一个人的评价并不是孤立
进行的，它常常受到我们最
近接触到的其他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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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他人时常走的捷径判断他人时常走的捷径

投射

将自己的特点归因到其他人
身上的倾向。

刻板印象

根据某人所在的团体知觉为基
础判断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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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的具体应用组织中的具体应用

� 招聘面试    
– 知觉的偏见影响到面试 官对应聘者的判断的准确性.

� 绩效期望    
� 自我实现预言((((皮革马利翁效应    ))))

– 用于表示人们的期望决定他们的行为这一事实 .
� 绩效评估    

– 员工的绩效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觉过程 .
� 员工努力    

– 对个体努力水平的评价是一种主观判断，它很容易受到
知觉的歪曲和偏见的影响。 



4–20

知觉与个体决策之间的联系知觉与个体决策之间的联系

决策制定者的
知觉

决策制定者的
知觉

结果

问题

事件的当前状态与期望状
态之间存在差距 

决策

在两个或多个备选方案中
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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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决策模型理性决策模型

1.1.1.1. 问题清淅    

2.2.2.2. 所有选项已知    

3.3.3.3. 偏好明确    

4.4.4.4. 偏好稳定    

5.5.5.5. 没有时间和费用的限
制    

6.6.6.6. 最终选择效果最佳    

1.1.1.1. 问题清淅    

2.2.2.2. 所有选项已知    

3.3.3.3. 偏好明确    

4.4.4.4. 偏好稳定    

5.5.5.5. 没有时间和费用的限
制    

6.6.6.6. 最终选择效果最佳    

理性决策模型

具体的限定条件下作出稳定
的、价值最大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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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决策模型的步骤 理性决策模型的步骤 

　                1.1.1.1.界定问题所在

　　2.2.2.2.确定决策标准

　　3.3.3.3.给标准分配权重

　　4.4.4.4.开发备选方案

　　5.5.5.5.评估备选方案

　　6.6.6.6.选择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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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 H I B I TE X H I B I TE X H I B I TE X H I B I T

专业知识

内在任务动机

创造性的
思维技能

创造力

专业知识

内在任务动机

创造性的
思维技能

创造力

创造性的三要素模型 创造性的三要素模型 

创造性

产生新颖而实效的想法
的能力 

创造性的三要素模型

该模型提出，个体的创
造性主要需要三个要素：
专业知识，创造性的思
维技能，内在的任务动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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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中如何做出实际的决策在组织中如何做出实际的决策

有限理性

他们建构简化的模型，从
问题中抽取重要的特点，
而不是抓住问题的所有复
杂方面。    

直觉决策

从经验中提取精华的无意
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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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中如何做出实际的决策(续)在组织中如何做出实际的决策(续)

� 识别问题

– “明显的问题”通常会比“重要的问题”更可能被人们选中 
• 更可能抓住决策者的注意力    
• 关注的是组织中的决策    

– 自我利益  (要是问题与决策制定者有关)

� 开发备选方案

– 寻求的是一个符合要求的方案.
– 人们并不总是频繁进入不熟悉的领域，去寻找创新和独

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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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选择做出选择

启发法

做出决策时采取的判
断捷径    

易获性启发法

人们倾向于基于那些容
易获得的信息作出判断。    

代表性启发法

倾向于根据一个业已存在的
分类来评估一件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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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选择做出选择

承诺的升级

人们一直固守着某项决
策，尽管有明显证据表明
该决策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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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风格模型决策风格模型

对
模
糊
性
的
容
忍
力

思维方式
理性 直觉

低

高

指示型

分析型 概念型

行为型

对
模
糊
性
的
容
忍
力

思维方式
理性 直觉

低

高

指示型

分析型 概念型

行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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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限制组织的限制

� 绩效评估    
– 评估标准影响行为选择.

� 奖励体系    
– 决策制定者做出有利于组织的行为选择.

� 正规规则    
– 组织的规则与政策限制了决策者的选择.

� 系统中强加的时间限制    
– 组织会硬性规定决策的最后期限 .

� 历史惯例    
– 过去做出的决策总是缠绕在当前选择的左右挥之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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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文化差异

� 问题的选择

� 分析的深度

� 对逻辑和理性重要性的强调

� 对他人问题解决能力的信念

� 对集体决策的偏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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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中的道德问题决策中的道德问题

� 道德决策标准    
– 功利主义 

• 最大限度地提供最佳效益    ....
– 人权 

• 尊重和保护个体的基础权利    ....
– 公正 

• 个体公正无偏地执行规则，平等分配企业的效益和损失     ....



4–32

决策中的道德问题决策中的道德问题

� 道德与民族文化

– 没有全球统一的道德标准 .
– 全球化的组织中的道德原则，需进行细微的调整，以适

应文化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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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海尔的80/2080/2080/2080/20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