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财务决策思维范式是“最优化”原则的产物，“最优

化”原则来源于古典经济学的规范决策理论，该理论认为决策

者是“理性经济人”，掌握着完全的决策信息和完备的决策知

识，能够做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因此，决策的“最

优化”理论一般是指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对各种可行的方案进

行比较，以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作为可行的方案。“最优化”理

论被当代财务管理学吸纳，认为决策者在财务决策中应追求

最优的筹资、投资、收益分配等财务决策方案，以实现企业财

务管理的最大化目标，由此形成了追求“最优化”的传统财务

决策思维范式。

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金融环境、法律环境等外部

理财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增强，对未来将越来越难以准确预

测，这使得以“最优化”为特征的传统财务决策思维越来越难

以指导实践。因此，有必要从中西方决策管理思想的比较中吸

取精粹，转换传统财务决策的思维范式，以更好地指导现代企

业财务决策的实践活动。

一、中西方决策管理思想的启示

1援 西方现代决策管理思想的启示。

现代管理学的行为决策学派和权变学派的决策思想为

传统财务决策思维范式的转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所谓

行为决策理论，就是用行为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人类的决

策活动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理论。行为决策理论的

主要代表人物西蒙提出，在决策过程中，理性的成分十分有

限，决策是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经济人”仅是

一种假设。基于有限理性原则，西蒙提出以“令人满意的准

则”来代替“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下的“最优化”原则作为决

策的准则。

20世纪 70年代，以美国管理学家弗雷德·卢桑斯为代表

的一批管理学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变

管理理论。该理论提出企业要在管理中根据自身所处的内外

部环境、条件的变化随机应变，认为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

的最好的管理理论与方法。该理论反对不顾具体的外部环境

而一味追求最好的管理方法和寻求万能模式的教条主义，强

调要针对不同的条件采用不同的管理技术与方法。

2援 中国传统决策管理思想的启示。

（1）以“易”为核心的《周易》决策管理思想。《周易》倡导易

道，易道显示的决策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譹訛《周

易》是以阴阳相互转化而阐发万象的。管理者应效仿天道，崇

尚刚健，阴阳和谐，精于刚柔动静变化作用不息的法则。譺訛《周

易》论太极，太极讲决策。决策是否正确，取决于管理者是否精

于变与不变的法则。管理者应依内外情势的变化而持变易之

道。不易是战略，是原则，是“执经”；变易是战术，是方法，是

“达权”。譻訛《周易》讲安人之道。管理者要通过各种和谐的方法

与被管理者相安融合，平等共存，彼此诚信，求同存异。安人

之道在于追求天人和谐，人人感应，人物协调。譼訛《周易》讲

中庸之道，认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即中正之道。譽訛《周易》

强调君子以修德。《周易》认为，德者，管理之根基。

（2）以“人”为中心的儒家决策管理思想。贯穿于儒家决策

管理思想的一个基本精神便是以“人”为中心，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譹訛在儒家看来，人是决策管理活动的中心。孔子

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管理决策中，一切活动都是围绕

着“治人”而开展的。决策者应“修身”才能“安民”。譺訛儒家的执

经达权之道来源于《周易》。儒家认为，只有将“执经”与“达权”

相结合，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决策管理者。譻訛“安人”的观念是

孔子提出来的，孔子曰：“修己以安人。”孔子的“安人”思想是

儒家决策管理的根本目标。

（3）以“道”为核心的道家决策管理思想。老子认为，“道”

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普遍法则。老子认为道法自然，遵循

客观规律，顺其自然，才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老子的“无

为”思想，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一种领导艺术。它要求管理者

修身养性，能则天法地、效法自然、正心诚意、静心寡言、见素

抱朴。

（4）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决策管

理思想。法家主张“法治”，认为离开一定之规，一切圣贤明君、

能工巧匠都无能为力；遵守法律制度，任何普普通通的人都能

取得管理上的成功。法家认为管理者在“法”、“术”之外，还应

有“势”，“势”是对“法”的权威性的保障，“术”是为了弥补“法”

与“势”在权力控制上的漏洞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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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谋略”为中心的兵家决策管理思想。孙子指出：“夫

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夫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所谓“庙算”，实际上就是对战争全局的规划与指导。“庙算”的

具体内容是“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

法。”这五事是谋兵必须参照的关乎兵战胜败的重大方面。孙

子一再强调战争形势的变幻无常，可以说，孙子的学说是一部

处变的学说。

二、比较中西方决策管理思想，确立科学的现代财务决策

思维范式

1援 中西方决策管理思想之异同。

（1）决策目标的中西方比较。协和观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的灵魂，它强调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和”意指和谐，是一种

不冲突状态，是指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的统一。它是一种重视

和讲究事物整体结构内在诸要素之间“相反相成”关系的辩证

观念。相比较而言，西方行为决策学派和权变学派虽对完全理

性提出了质疑，但他们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决策行为的研究，

对决策目标的研究着墨不多。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提出，组织

决策的目标是“满意”。这里的“满意”依然是以效率的寻求为

导向的，只不过西蒙认为最大化效率的实现是不可能的，而

“满意”的效率追求才符合现实。

（2）决策标准的中西方比较。《周易》提出了“中和”与“适

度”的管理观念，这一观念亦被儒家承继并发扬光大。在孔子

的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尚中”观念。冯友兰先生曾解释孔子

的这个“中”的真正涵义是“既不太过，又无不及”，是“恰到好

处”。西方行为决策学派的“令人满意”其实就是“恰到好处”和

“适可而止”，就是“中和”与“适度”。相比较而言，我国传统文

化中的中庸思想是一种更偏重于情感的思维方式。

（3）“执经达权”的决策之道的中西方比较。权变的思想在

我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易”或“变”的决

策管理思想，与西方权变学派的权变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种

建立在“易”或“变”基础上的权变管理观，认为管理者只有熟

知“执经达权”的道理，精于变与不变的法则，方能有所变而又

有所不变，才能“视不同情况而定”，最终实现管理目标。为此，

管理者应学会应变、善变。相比较而言，西方权变学派的权变

管理思想较科学、严密，它通过具体的研究和建立环境变量与

管理变量之间的权变关系来揭示权变的规律，从而使管理活

动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因此可以说，我国传统的权变

管理思想更突出管理的艺术性，而西方权变学派的权变管理

思想更突出管理的科学性。

（4）人性假设的中西方比较。我国传统的决策管理思想强

调“人”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有着显著的人本主义倾向；而西方

决策管理思想将重心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是

一种资本至上的倾向。西蒙提出“管理人”假设，意在指出“管

理人”是按照“满意”原则行事的有限理性的人，是为实现一定

的目的而合理地选择手段的决策者，他以追求决策的合理性

作为主要目标。权变学派提出的“复杂人”假设，同样也是为组

织决策服务的。“管理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虽然强调“人”

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但都是以“资”为本的，与我国传统决策管

理思想中实行以“人”为本的“伦理人”的人性假设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

2援 顺应现代理财环境变迁，转换传统财务决策思维范式。

（1）“理性经济人”假设之转换。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家眼中

的“人”是“伦理人”，西蒙提出的人性假设中的“人”是“管理

人”，权变学派提出的人性假设中的“人”是“复杂人”。“伦理

人”的人性假设过于突出道德中心主义，而“管理人”和“复杂

人”假设又有漠视人的情感和文化价值观的技术理性之嫌。如

果说“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出发点，

那么在此假设基础之上，决策者是一个有限理性的人，也是一

个在一定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之下的“伦理人”。

（2）“最大化”财务决策目标之转换。传统财务决策目标致

力于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追求已带来了许多弊端。当

前，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

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

机和价值危机等。在公司理财中，我们无法回避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协调，因此应追求一种天人和谐、人

人和谐、人物和谐的决策境界。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应以“和”

作为决策的终极目标。

（3）“最优化”财务决策准则之转换。以“中”或“适度”来转

化“最优化”，作为财务决策的准则。冯友兰先生曾言，“中”的

观念在《中庸》里得以充分体现，而“中”很像亚里士多德的“黄

金中道”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

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也就

是说，“中”是客观的，但又是具体的，“中”总是一定条件下的

“时中”，离开了一定的时间和条件的“中”就是“非中”了。“时

中”的标准的确立，符合决策者的实践经验，应和了西方决策

学派的“令人满意的准则”，也有利于和谐的财务决策目标的

实现。

（4）“确定性”、“程序性”财务决策方法之转换。对于今天

的世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非连续性、无序、断裂和突变现

象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因此，许多人放弃了用单一

的、固定不变的公式、原理、定律来解释和说明当今的世界。权

变思想实质上是人类在面对自身的有限理性与生存环境的不

确定性的矛盾时，总结出来的管理智慧。因此，管理者不能拘

泥于固定的程序化决策，而应融合中西方的权变思想，讲究决

策中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运用。在决策方法的使用上，不仅

要讲究变通的理念，而且当面对不确定的内外部环境时，要善

于审时度势，采用“以变制变”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权

变决策之道，避免因权变管理引发决策行为的随意性和盲目

性，从而避免采用程序性决策方法所带来的僵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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