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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试验田”和领跑者 , 生态

工 业 园 区 作 为 一 种 循 环 经 济 “中 循 环 ”的 实

现载体 , 其前景是光明的。可以预测 , 我国的

生态工业园区实践将会获得较大发展。我们

通过 10 余家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和循环

经 济 试 点 规 划 的

编 制 , 以 及 相 关

理 论 研 究 和 实

践 , 深 刻 体 会 到

链 网 结 构 的 构 建

和 完 善 对 于 形 成

具 有 横 向 耦 合 、

纵 向 闭 合 、 区 域

整 合 和 柔 性 结 构

的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非常重要。

具 有 行 业 特

点 的 生 态 工 业 园

区中为数不多的核心企业主导链网的运行 ,

核 心 企 业 大 都 从 事 石 化 、冶 炼 、机 械 或 者 能

源生产等行业 , 这些行业都是我国工业发展

的支柱行业 , 因而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带动和影响作用。以对现有经济技术开

发 区 或 高 新 技 术 开 发 区 改 造 为 代 表 的 具 有

区域特点的生态工业园区 , 完善现有的产品

代谢链和废物代谢链 , 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

化 和 升 级 , 提 高 经 济 增 长 质 量 , 为 园 区 寻 找

新的增长点 , 促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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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苏州高新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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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预案的危机决策方法研究

0 前言

随着对危机管理的深入研究 , 有关危机

决策方法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 讨论比较多的

有危机群体决策方法 [1, 2]、基于认知的决策方

法 [3- 5]、直觉决策方法 [6]、应急决策的 RPD- PP

模型[7, 8]。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 , 危机群体决

策法能很好地吸收专家的意见 , 体现了危机

决策的民主性和广泛参与性 , 但是有时群体

成 员 之 间 的 意 见 很 难 达 成 一 致 , 出 现 “议 而

不决”的局面 , 反而错过了有利决策时机。直

觉 决 策 方 法 侧 重 于 决 策 者 的 经 验 和 灵 敏 思

维 , 比较适合于一线作业指挥员采用。认知

决策法侧重于决策者的心理模拟和联想 , 被

前 线 作 战 指 挥 人 员 广 泛 采 用 。 应 急 决 策 的

RPD- PP 模型在认知决策模式的基础上 , 融

进了预案知识 , 减小了决策者在模拟和联想

过程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文 章 以 科 学 决 策 流 程 ( 问 题 识 别 、设 计

方案、选 择 方 案 、实 施 方 案 ) 为 基 础 , 通 过 分

析危机演化和危机决策之间的关系 , 认为预

案在危机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基于预案的危机决策方法。调查

统 计 证 明 该 方 法 是 比 较 有 效 的 危 机 决 策 方

法 , 而且是将来危机决策实现计算机化的一

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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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演化过程示意图

1 危机与危机决策

目前 , 学术界对危机的认识还不统一 ,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危机下了定义[9, 10]。我

们认为危机 ( Crisis) 是系统由于 某 种 意 外 原

因或者内部矛盾累积引起的 , 对系统的生存

和 发 展 构 成 重 大 威 胁 的 态 势 。 危 机 决 策

( Crisis Decision-Making) 是指决策者在有限

的 时 间 、资 源 等 约 束 条 件 下 , 制 定 应 对 危 机

的具体行动方案的过程。危机决策作为危机

管理的核心 , 通常具有决策目标动态权变、

决 策 环 境 复 杂 多 变 、决 策 信 息 不 对 称 、决 策

步骤非程序化等特点。

危机决策是一种非程序化的决策 , 要想

对危机决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 首先要对危

机的演化规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 根据危机

演化对危机决策的时间要求 , 找到一种既能

缩短危机决策时间 , 又能提高危机决策质量

的方法。

1.1 危机演化过程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 , 开放的系统不断与

外界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 ,

系统在动态环境中不断更新变化 , 系统的这

种变化可能是因为外部环境条件引起的 , 也

可能是系统内部结构造成的 , 或者系统控制

者的决策价值变化引起的。危机的演化通常

要经历潜伏、发展、爆发、恢复和消失 5 个阶

段。系统演化过程如图 1 所示。

用 系 统 熵 值 作 为 刻 画 系 统 整 体 有 序 程

度的状态指标 , 在系统初始的潜伏阶段 , 系

统熵值处于水平状态 , 而且熵值比较小 , 说

明系统整体结构良好 , 系统处于有序状态 ,

只是存在着引发危机的可能性。进入发展阶

段后 , 系统的熵值相对于潜伏期有所增长 ,

有了发生危机的苗头 , 不过熵值仍低于爆发

危机的临 界 值 Ec, 还 不 至 于 发 生 危 机 , 这 个

阶段也是出现危机的前兆阶段。经过发展阶

段后 , 当系统的熵值超过临界值 Ec 后 , 危机

突 然 爆 发 , 系 统 陷 入 无 序 的 混 乱 状 态 , 即 使

人们采取了应对手段 , 系统的熵值还是不断

地 增 大 , 也 就 是 说 危 机 的 应 对 不 能 立 刻 见

效 , 要经历一 个 过 程 , 当 熵 值 增 至 峰 值 Eq

后 , 应 对 危 机 开 始 见 成 效 , 系 统 的 熵 值 开 始

减小 , 但这时系统仍处于危机状态。当系统

的熵值降至低于临界值 Ec 后 , 系统出现了

新的有序状态 , 危机处于恢复阶段。随着系

统 熵 值 的 进 一 步 减 小 , 危 机 消 失 , 系 统 由 危

机时的“危态”转入平时的“常态”。系统经过

一 次 演 化 后 , 可 能 不 再 是 原 系 统 , 意 味 着 新

系统产生。

1.2 危机与危机决策的关系

科学决策方法通常包括问题识别、设计

方案、选择方案和方案实施 4 个阶段[11]。设每

个阶段所用时间分别为 Td1、Td2、Td3、Td4, 整个

决策过程所用时间为 Td, 则 4 个阶段的逻辑

关系及所占用的时间 , 如图 2 所示。

图 2 决策 4 阶段及占用时间示意图

假设在决策的过程中 , 4 个阶段前 后 相

继 , 则有:

Td=Td1、Td2、Td3、Td4

比较危机决策时间 Td 与危机爆发时间

Tc, 有以下 3 种情况:

( 1) Td!Tc, 说明危机与危机决策周期相

比 , 危 机 潜 伏 发 展 期 非 常 长 , 决 策 者 有 充 裕

的时间做出决策。日常管理中的长期规划就

属于这类决策。这类决策通常采用程序化的

决策方法 , 不属于危机决策的范畴。

( 2) Td"Tc, 说 明 危 机 与 危 机 决 策 相 比 ,

危机从潜伏发展到爆发出现 , 所用的时间非

常 短 暂 , 危 机 决 策 所 花 时 间 相 对 过 长 , 决 策

者无法在危机爆发前做出决策 , 甚至不能完

成 对 危 机 问 题 的 识 别 , 危 机 爆 发 后 不 知 所

措 , 无从下手 , 根本没有相应的预案做支持。

这类问题的决策更偏向于灵活应对 , 更侧重

于决策的艺术性和权威性。

( 3) Tc~Td, 说 明 危 机 与 危 机 决 策 相 比 所

花时间在同一量级水平 , 假设危机的演化是

系统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 , 它的爆发时间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时 , 决策者就

要 对 决 策 所 用 时 间 进 行 研 究 , 缩 短 决 策 时

间 , 最好在危机爆发前或者刚爆发后就能立

即做出决定 , 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和蔓延。

此类型的危机决策有预案做支持 , 也是本文

研究的重点。

2 预案对危机决策的支持作用

预案 ( Preplanned Plan) 是针对未来可能

发生危机的构想 , 预先制定的应对或处置方

案。这种预定的策略来源于人们对过去发生

的 危 机 的 认 识 和 成 功 应 对 。 预 案 具 有 针 对

性、体 系 性 、科 学 性 、灵 活 性 、可 操 作 性 等 特

点。当出现了诱发危机的苗头 , 或者危机已

经 爆 发 , 就 可 以 迅 速 启 动 相 应 的 预 案 , 以 最

快的速度控制危机的蔓延 , 将危机可能造成

的损失降至最低。

预案大大缩减了危机决策所用的时间。

首 先 , 对 问 题 的 识 别 R, 预 案 是 针 对 未 来 可

能 存 在 的 危 机 而 事 先 制 定 的 , 当 危 机 发 生

后 , 决策者可以根据预案中类似的构想 , 迅

速识别出引发危机的根源 , 以及可能造成的

影响 , 使决策者对发生的危机有一个比较清

楚的认识 , 使实际识别时间 Td1′<Td1; 其次 , 预

案是危机事发前制定的 , 当危机出现以后 ,

只需要对预案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正 , 无须从

头开始重新设计方案 , 使得方案实际设计时

间 Td2′<Td2; 其次 , 预案的制定是有针对性的 ,

危 机 发 生 后 , 在 预 案 的 基 础 上 选 择 备 选 方

案 , 大 大 减 少 了 参 选 方 案 的 数 量 , 提 高 了 备

选方案的针对性 , 使实际方案选择时间 Td3′<

Td3; 最后 , 人们事先制定预案后 , 通常都要按

照 预 案 组 织 演 练 , 当 危 机 发 生 后 , 可 以 通 过

预 案 调 整 、修 正 后 转 成 的 执 行 方 案 , 迅 速 实

施执行 , 使方案执行实际所用时间 Td4′<Td4。

从对危机演化和危机决策的分析可以看出 ,

有了预案做支持 , 使危机决策者做出决策的

实际所用时间 Td′远远小于没有预案时所用

的时间 Td。因此 , 危机决策需要有预案做支

持 , 预案在危机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基于预案的危机决策方法

基 于 预 案 的 危 机 决 策 方 法 是 决 策 者 将

决策目标与预案相匹配 , 得到执行方案的一

种新型决策方法。利用这种方法 , 决策者不

需要在危机状态下从头开始重新设计方案 ,

只 需 要 结 合 决 策 目 标 在 预 案 库 中 匹 配 相 应

的预案。

3.1 基于预案的危机决策方法的决策步骤

针对危机决策的特点 , 以科学决策方法

为 依 托 提 出 的 基 于 预 案 的 危 机 决 策 方 法 是

一种相对程序化的危机决策方法。基于预案

的危机决策方法的决策步骤如图 3 所示。

第一步 : 危机识别。收集危机的状态特

Recognise Design Choice Implementation

Td1 Td2 Td3 T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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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危机状态特征信息

危机识别

识别的危机

预案匹配

备选方案

方案评估

可执行方案

人工干预

调整预案 N

修改方案 N

Y

Y

Y

危机案例库

预案库

预案学习

危机

图 3 基于预案的危机决策方法的决策步骤

征信息 , 通常包括危机的类型特征信息、危

机的烈度信息、危机趋势信息和危机可能造

成的影响信息等 , 这些信息是决策者进行危

机识别的基础。危机决策者在危机案例库的

支撑下对危机进行识别。识别的内容包括当

前 发 生 的 危 机 类 型 , 可 能 的 发 展 趋 势 、可 能

的影响等。危机案例库是对过去发生的各种

危机的经验描述 , 其中以危机发生的环境特

征 和 状 态 指 标 描 述 为 主 。 通 过 对 危 机 的 识

别 , 决策者对当前爆发的危机有了一个比较

清晰的认识 , 也就是对决策问题有了一个清

晰的认识。当出现的危机超出了危机案例库

的 范 围 、 人 们 从 来 就 没 有 见 过 的 危 机 出 现

时 , 要 进 行 人 工 干 预 , 充 分 发 挥 人 的 主 观 能

动性和创造性思维 , 在人工的参与下直接拟

定备选方案。

第二步 : 预案匹配。决策者结合预期的

决策目标与预案库中的预案进行匹配。根据

不同的决策目标匹配的预案也不尽相同。同

一个危机 , 可能有多个预案与之相匹配 , 被

匹配的预案变为备选方案。当在预案库中找

不到与决策问题相匹配的预案时 , 要在人工

干预的条件下 , 对预案进行修改和调整 , 作

为备选方案 , 经过调整得到的备选方案可能

是 多 个 预 案 的 组 合 。 从 这 一 步 骤 也 可 以 看

出 , 有 了 预 案 的 支 持 , 不 再 需 要 从 头 开 始 重

新设计方案 , 而是根据问题直接选择备选方

案。

第三步 : 备选方案评估。作为备选方案

的 预 案 可 能 有 多 个 , 因 此 , 要 对 备 选 方 案 进

行评估。评估准则通常包括时间最短、效益

最大、可靠性最高等要求 , 经过对备选方

案的评估得到最后的可执行方案。如果

备选方案不能满足要求 , 需在人工干预

的条件下 , 对备选方案进行修改 , 然后再

评估 , 直到满足要求为止。备选方案的评

估过程也是对预案的学习过程。从该步

骤可以看出 , 基于预案的危机决策方法

也是一个不断循环学习型的决策方法。

第四步 : 方案实施。方案实施是对最

后执行方案的具体落实和操作。方案在

实 施 的 过 程 中 可 能 遇 到 或 产 生 新 的 危

机 , 从而开始新一轮的危机决策。

3.2 基于预案的危机决策方法的优缺点

基于预案的危机决策方法是一种比

较有效的危机决策方法 , 也是实现危机

决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它的优点

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 首先 , 缩短了危机

决策时间。决策者在危机状态下 , 不需要从

头重新设计方案 , 通过对危机特征的识别 ,

直接选择可行方案 , 把危机状态下的方案设

计时间缩为零 , 把方案设计前移到危机事发

前进行 ; 其次 , 增强了危机决策的科学性 , 预

案是危机事发以前预先制定的 , 人们有充足

的 时 间 对 预 案 内 容 进 行 优 化 、调 整 , 预 案 中

包 含 了 人 们 过 去 成 功 应 对 危 机 时 采 用 的 知

识和经验 , 体现了知识与经验、逻辑与历史、

科 学 与 艺 术 的 统 一 ; 再 次 , 减 小 了 危 机 决 策

者的心理压力。决策者在危机状态下通常处

于 高 压 状 态 , 有 预 案 为 支 撑 , 可 以 大 大 减 少

决策者的心理压力 , 避免了由于决策者心理

压力过大而造成的决策失误。它的缺点主要

是预案是有限的 , 而可能发生的危机是无限

的 , 当 新 类 型 的 危 机 出 现 后 , 决 策 者 可 能 受

基 于 预 案 惯 性 思 维 的 影 响 , 过 度 依 赖 于 预

案 , 反 而 出 现 南 辕 北 辙 的 情 况 , 忽 视 了 对 具

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因此 , 基于预案的危机

决 策 方 法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有 待 于 预 案 科 学 性

的提高。

4 小结

总之 , 基于预案的危机决策方法是一种

十分有效的危机决策方法 , 通过对消防指挥

员的调查显示 , 应用基于预案的危机决策方

法可以使决策时间缩短 60%左右 , 决策效果

也明显提高。另外 , 这种方法在许多应急领

域也得到了普遍重视 , 如在地震、消防救助、

国 民 经 济 动 员 等 领 域 都 特 别 强 调 预 案 的 突

出 作 用 。 随 着 计 算 机 技 术 和 人 工 智 能 的 发

展 , 该方法也有向计算机化发展的趋势 , 是

实现危机决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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