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学原理》试卷   第 1 页  共 4 页 
 

中国计量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试题 

考试科目代码：810         考试科目名称：管理学原理 

所有答案必须写在报考点提供的答题纸上，做在试卷

或草稿纸上无效。 

一、单项选择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计 20 分） 

1.古典管理理论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    ） 

A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B 提高劳动生产率    C 满足市场需求    D 企业创新 

2.梅奥通过霍桑实验得出人是“社会人”的结论，除此之外，还提出了（    ）这一

概念。 

A 权变      B 霍桑效应      C 群体压力      D 例外原则 

3.孟子提出的诸如“此一时，彼一时也”、“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以及“嫂溺，

援之以手……”等观点，实际上是（     ）的思想。 

A  管理过程学派    B  决策学派    C  社会系统学派    D  权变学派 

4.布莱克和莫顿提出了管理方格理论，他们认为（    ）领导方式是最有效的。 

A  1.9 型         B  9.1 型         C  5.5 型            D  9.9 型 

5.一般认为，创建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中，（    ）是最为重要的。 

A  团队学习    B  自我超越    C  系统思考    D  建立共同愿景 

6.管理大师（   ）于 1954 年提出目标管理，并成为管理的经验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A  赫伯特.西蒙      B 亨利.法约尔   C 彼得.德鲁克    D 切斯特.巴纳德 

7.在各类组织结构中，有纵横两套指挥体系，并且适合于进行临时性、突击性任务管

理，这样的组织结构类型是（     ） 

A  矩阵制       B  模拟分权制     C  事业部制        D  直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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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关于非正式组织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非正式组织可以满足员工的需要 

B 非正式组织信息交流顺畅 

C 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不利于实现组织目标，应取缔 

D 非正式组织的联系纽带比较牢固 

9．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员工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叫保健因素，另一类叫激励

因素。关于双因素理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激励因素能够消除不满意               B  激励因素能够实现满意    

C  保健因素能够激发工作热情             D  保健因素能够实现满意 

10．在一个组织中，经常出现这种现象：员工由于工作出色而被提拔，直至被提拔过

头。这种现象在管理中被称为（        ）。 

A 木桶效应                  B 彼得现象    

C 晕轮效应                  D 马太现象 

 

二、简答题（共 7 小题，每小题 8分，共计 56 分） 

1. 简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及其管理启示。 

2．简述管理与领导的区别及联系。 

3．试述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4．管理实践中，经常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现象。运用所学管理原理分析这一现

象。 

5．什么是组织文化？组织文化在组织发展中有何作用（功能）？ 

6．“没有控制就没有管理。”试分析这一论断。 

7．当代管理发展呈现“人性”和“理性”两条线索相交织的特点。简要分析这一特点。 

 

 

 

 



《管理学原理》试卷   第 3 页  共 4 页 
 

三、论述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20 分，共计 40 分） 

1.华为总裁任正非曾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到,“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关于信道

信息传送速率的上限和信道信噪比及带宽的关系的理论）、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

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 18-24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

一倍。）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

不到方向。” 

华为为什么感到“迷茫”？试用有关管理原理进行分析。 

2.管理中也存在着“代沟”现象。联系实际谈谈如何有效消除这一现象。 

 

四、案例分析题（共 3 小题，第 1 小题 10 分，第 2 小题 10 分，第 3 小题 14 分，共

计 34 分） 

通用公司的组织结构变革 

当杜邦公司刚取得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控制权的时候，通用公司只不过是一个由生

产小轿车、卡车、零部件和附件的众多厂商组成的“大杂烩”，这时的通用汽车公司由

于不能达到投资人的期望而濒临困境。为了使这一处于上升时期的产业为它的投资人

带来应有的利益，公司在艾尔弗雷德·斯隆的主持下进行了组织结构的重组，形成了

后来为大多数美国公司和世界上著名的跨国公司所采用的多部门结构（事业部制）。 

在通用公司新形式的组织结构中，原来独自经营的各工厂，依然保持各自独立的

地位，总公司根据它们服务的市场来确定其各自的活动。这些部门均由企业的中层经

理们来管理，它们通过下设的职能部门来协调从供应者到生产者的活动，即继续担负

着生产和分配产品的任务。这些公司的中低管理层执行总公司的经营方针、价格政策

和命令，遵守统一的会计和统计制度，并且掌握这个生产部门的生产经营管理权。最

主要的变化表现在公司高层上，公司设立了执行委员会，并把高层管理的决策权集中

在公司总裁一个人身上。执行委员会的时间完全用于研究公司的总方针和制定公司的

总政策，而把管理和执行命令的负担留给生产部门、职能部门和财务部门。同时在总

裁和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了财务部和咨询部两大职能部门，分别由一位副总裁负责。

财务部担负着统计、会计、成本分析、审计、税务等与公司财务有关的各项职能；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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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部负责管理和安排除生产和销售之外的公司其他事务，如技术、开发、广告、人事、

法律、公共关系等。职能部门根据各生产部门提供的旬报表、月报表、季报表和年报

表等，与下属各企业的中层经理一起，为该生产部门制定出“部门指标”，并负责协调

和评估各部门的日常生产和经营活动。同时，根据经济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时地对

全公司的投入-产出作出预测，并及时调整公司的各项资源分配。 

公司高层管理职能部门的设立，不仅使高层决策机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摆

脱了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沉重负担，而且也使得执行委员会可以通过这些职能部门对

整个公司及其属各工厂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保证公司战略得到彻底和

正确的实施。这些庞大的高层管理职能机构构成了总公司的办事机构，也成为现代大

公司的基本特征。 

另外，在实践过程中，为了协调职能机构、生产部门及高级主管三者之间的关系

和联系，艾尔弗雷德·斯隆在生产部门间建立了一些由三者中的有关人员组成的关系

委员会，加强了高层管理机构与负责经营的生产部门之间广泛而有效的接触。实际上

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整体活动的控制。 

1. 艾尔弗雷德·斯隆通过对通用公司组织结构重组，形成了事业部制的雏形。通

用公司是按照什么依据划分事业部的？这样划分事业部有何优缺点？ 

2.事业部制为什么能够助通用公司成功？ 

3.在信息网络时代，包括事业部制在内的传统组织结构会遇到哪些挑战？企业应

如何应对？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