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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1. 管理 

2. 美德伦理 

3. 满意原则 

4. 多元化战略 

5. 危机管理 

6. 企业家 

 

二、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1. 中国古代有哪些重要管理思想？ 

2. 简述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关系及其对组织结构形态的影响。 

3. 简述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 

4. 简述代理风险及其根源。 

 

三、论述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1. 论述从人际关系学说到行为科学学派的主要思想、理论演变脉络及其在管理

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2. 结合实例，论述如何进行企业利益相关者管理。 

 

四、案例分析（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华为的创新管理实践 

 

1987 年华为创立，成为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1992 年开

始研发并推出农村数字交换解决方案，三年后销售额达到 15 亿元，主要来自农村市

场。1999 年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2000 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设立研发

中心，海外市场销售额达到 1 亿美元。而后进入快速全球化发展阶段，到 2008 年华

为以 177 亿美元的销售收入超越阿尔法特、朗讯。2009 年，华为以 218 亿美元的销

售收入超越诺基亚、西门子。2013 年，华为以 395 亿美元的销售收入超越爱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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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讯领域与欧美霸主的竞争中，华为非但没倒下，反而彻底颠覆了通信产业的传统

格局，并完成了由技术追随者向“领航者”的角色转变。华为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一

系列追赶与超越？ 

整个 1990 年代，中国通讯产业发展狂飙突进，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

商亦得益于此。在固话市场，电话交换机装机总量从 1991 年的 1445 万门飙升到 2000

年的 17926 万门，增长了 12.4 倍。移动通信市场也从 1991 年的 4.75 万户，飙升到

2000 年的 8453 万户，增长了整整 1700 多倍。更重要的是，在技术周期上，中国固

定电话和移动通讯的普及周期相差不大，两个市场的叠加使中国通信设备市场在 1990

年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在这种情境下，华为的研发本质上是一种积极跟随的模式，

它模仿国外的先进设备，然后做改良，增加更多的功能模块。任正非公开承认：“当

时的华为并没有一项原创性的产品发明。我们主要是在西方公司的研发成果上进行了

一些功能、特性上的改进，以及集成能力的提升，我们的研发成果更多表现在工程设

计、工程实现方面的技术进步上。” 

2008 年，华为全球第八的实力，接近了跟随型战略的顶端，下一个目标，无疑是

要向世界第一阵营冲击。“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

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

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在这一阶段，华为开始大幅度提升研发投入，平均每年销售收入的 10%用于研发

经费，逐步将能力中心建立到战略资源聚集地区去。现在华为在世界建立了 26 个能

力中心，逐年在增多，聚集了一批世界级的优秀科学家，他们全流程地引导着公司。

这些能力中心自身也在不断发展中。 

华为过去是一个封闭的人才金字塔结构，现在已炸开金字塔尖，开放地吸取“宇

宙能量”，加强与全世界科学家的对话与合作，支持相同方向科学家的研究，积极地

参加各种国际产业组织与标准组织，各种学术讨论，多与能人喝喝咖啡，从思想的火

花中感知发展方向，有了巨大势能的积累、释放，才有厚积薄发。华为鼓励几十个能

力中心的科学家、数万专家与工程师加强交流，思想碰撞，一杯咖啡吸收别人的火花

与能量，把战略技术研讨会变成一个“罗马广场”，一个开放的科技讨论平台，让思

想的火花燃成熊熊大火。 

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在 2016 年科技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不仅仅是以内生为主，

外引也要更强。我们的俄罗斯数学家，他们更乐意做更长期、挑战很大的项目，与我

们勤奋的中国人结合起来；日本科学家的精细，法国科学家的浪漫，意大利科学家的

忘我工作，英国、比利时科学家领导世界的能力……会使我们胸有成竹地在 2020 年

销售收入超过 1500 亿美元。” 

通过阅读和理解如上案例，并结合所学管理学知识，回答如下问题： 

1. 自选理论视角，分析华为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实现追赶和超越的关键所在。 

2. 自选理论视角，为华为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