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解释下列概念（任选 5 题，每题 6分，共计 6×5 分＝30分）

1、管理原理与管理原则 2、程序化决策与非程序化决策 3、组织文化

4、管理者的概念技能 5、职能部门化 6、业务流程再造 7、强化理论

二、简答题（任选 5 题作答, 每题 10 分，共计 5×10 分=50 分）

1、简述如何进行适度控制？ 2、影响管理幅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3、简述决策理论学派的主要观点。 4、简述管理科学学派的特点

5、简述滚动计划法的基本思想。 6、试述组织设计的影响因素。

7、根据明茨伯格的研究，简述管理者需要扮演哪些角色？

三、论述题（任选 2 题作答，每题 20分，共计 2×20 分=40 分）

1. 试述“科学管理”思想的观点和贡献，以及对中国企业的现实意义？

2. 试述法约尔组织管理理论的内容，以及对未来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

3. 试述有效沟通中存在的障碍。

四、案例分析（任选 1题，每题 30分，共计 1×30 分=30 分）

1、以如下材料为引子，阐述集权和分权的优劣。

在 1997 年的美的集团只不过是一家销售规模为 30 亿元的企业，为什

么在短短的十三年时间能够取得三十几倍的增长?美的电器董事局主席兼

CEO、职业经理人方洪波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与同行业内的其他公司相比，

美的电器拥有完整的空调产业链、千万产能、东芝技术、完整的配套产业、

成本控制等比较优势，但这些还不能算美的电器的核心竞争力，美的的核

心竞争力是内部经营管理机制”。美的集团的经营管理机制内容包括很多方

面，例如公司治理机制、创新机制、激励机制、变革机制等，但其中更为

核心，最具影响力的是其分权机制，美的分权机制最大地激活了企业的前

进动力。



1996 年下半年开始，美的集团总部开始研究和筹划经营体制改革的问

题，实施事业部管理这时被提到集团董事局的决策日程上来。1997 年，美

的完成了事业部的组织改革，成立了空调事业部、风扇事业部、电饭煲事

业部、小家电事业部以及房产公司等几大事业部，这几个事业部组成各自

独立的经营管理班子，负责整个事业部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经营

活动。在完成事业部制改革后，美的集团总裁办组织制订了《美的集团主

要业务分权规范手册》，分为集团战略与目标管理，规章制度、公文、会议

及新闻宣传，人力资源管理，工资、奖金、员工福利，财务管理，资金管

理，资本管理，投资管理，生产制造与技术，市场营销，总务，研究开发

及科技与知识产权管理，审计监察、其它等十四大类共 217 次分类对涉及

经营、管理的各项工作决策权限分提议、提案、审核、裁决、备案等进行

了详细的规定。

随着美的集团事业的迅猛发展，美的集团又派生出了二级集团，包括

制冷集团、日电集团、机电集团及房产集团等，美的集团的分权规范随着

集团组织的发展而不断修订、扩展、细化，从而形成了极为完善、丰富的

分权动作体系。无论美的集团的规模如何扩大，其分权体系总的指导思想

可以归纳为 “16 字方针”，即：“集权有道，分权有序，授权有章，用权有

度”；而对《分权规范手册》的内容又可归纳为以下“一个结合，十个放开，

四个强化，七个管住”，即：一个结合：与责权利相统一的集权与分权相结

合；十个放开：在机构设置权、基层干部的考核任免权、劳动用工权、专

业技术人员聘用权、员工分配权、预算内和标准内费用开支权、计划内生

产性投资项目实施权、生产组织权、采购供应权、销售权 10 项基础权利下

放；四个强化：强化预算管理、强化考核、强化审计监督、强化服务；七

个管住：管住目标、管住资金、管住资产、管住投资、管住发展战略、管

住政策、管住事业部正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

2、以如下材料为引子，评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的传统管理，主要特征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冲突”为内容、以

维持社会稳定为目标、以“和”为工具，目的是为了求得社会的稳定而非

经济的增长。因此，管理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要关心的是厚

生福利，把管理的重点集中在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对生产领域却不太重



视。重视给养，要求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因此，中

国的传统管理重点放在对“人”的管理上，发展出了一整套管理人、调节

人际关系、避免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这是中国管理科学

中最发达的内容，是可以与西方管理科学相比美的精华部分。这种宏观管

理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从整个社会的总体来说，就是要“天下归仁”，要“礼之用，和为贵”。

一旦天下归仁后，就会天下稳定。具体地说，人与人之间的“和”：对上

和，要忠、孝、尊、崇、恭、敬，使天下有道，对平级和，要忠、恕、信、

义、敦、睦，推己及人，协调矛盾：对下和，要宽、厚、慈、惠、爱，对

外族和，要信任、尊重、不轻视、不敌视，相互融洽，共享太平。总之，

人与人之间，包括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

上下左右之间，内外之间，都要和。不仅如此，还要人性和，即情绪表达

上要有节制，像古人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刚柔得道谓之和”。

政事和，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就是说，要能法理、人

情并顾，恩威并济，宽猛互应。人与自然要和，就是要“天道自然”，“不

与自然争职”，一切顺其自然。

应当说，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经济的发展是必须的，也是有利

的。但是，中国传统管理者为达到“和”的目的，选择的行为方向和策略，

则基本上是消极的，它包括忍让、妥协和退避。《左传》中说，“让，礼之

主也，世之治也。”而“忍让”取向的第一步就是“不争”。《荀子》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

乱，乱则穷”。孔子也说，“君子无所争”，“君子矜而不争”。这样抑

制被管理者的竞争心理，使本来十分稀缺的竞争意识，进一步受到泯灭。

忍让、妥协不行的话，就采取退避的方式来避免冲突，即所谓“惹不

起躲得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舍之则藏”，“退而独善其身”。这

种不参与的退避策略，几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心态，对知识分子的

影响尤其大。许多知识分子一旦不得志，一旦与统治者的目标有分歧，就

弃官退隐山林，走向自然，与世隔绝。中国古代社会的隐士名流特别多，

出家人特别多，和尚、尼姑特别多，佛教、道教比较发达，与这种退避策



略很有关系。这种退避的取向和策略，一直影响着现代企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