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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4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A 卷 ） 
科目代码:  836 

科目名称:  管理学原理 
满分:  150 分 

注意: ①认真阅读答题纸上的注意事项；②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本试题纸或草稿纸上均无

效；③本试题纸须随答题纸一起装入试题袋中交回！ 

 

一、名词解释（每题 5分，共计 20分） 

1．工作分析 

2．参与型领导 

3．官僚控制 

4．双因素理论 

 

二、简答题（每题 15分，共计 30分） 

1．请简述组织变革的主要动因和重点。 

2．请说明管理决策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三、论述题（每题 20分，共计 40分） 

1．请阐述企业部门化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并说明其主要的适用领域。 

2．请阐述管理控制的基本原则，并结合我国食品安全现状说明应遵循怎样的原则来有

效控制食品质量？ 

 

四、计算题（每题 20分，共计 40分） 

1．某公司建设某产品生产线的产能为年产 8 万件，固定成本为 50 万元，单位变动成

本为 25 元，单位产品售价为 50 元，试问：1）该产品生产与销售的盈亏平衡点？2）如果

目标利润为 80万元，则需要销量达到多少？  3）在成本、售价、产能不变条件下，该条生

产线的年最大利润是多少？  4）如果再增加固定成本 50 万元，可使产能增加至年产 10 万

件，同时单位变动成本降低到 22元，在销售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从最大获利能力看是否应

该增产？（20分） 

2．某公司开发一种全新的产品，有 A、B、C三种方案可供选择，预计未来市场可能会

出现三种自然状态：销售好、销售一般、销售差，各种方案在不同自然状态下的收益如下

表所示。请用不少于三种方法（准则）进行决策。（20分） 



 

科目代码：836 科目名称：管理学原理 第 2 页 共 3 页 

                                                                                                             货币单位：万元 

待选方案  销售好  销售一般  销售差 

A  115  60  ‐10 

B  90  45  15 

C  85  55  25 

 

五、案例分析题（20分） 

分析案例并回答以下问题： 

1. 柯达公司面临破产困境的主要内外部原因是什么？（5分） 

2. 柯达公司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传统产业向数码技术产业的成功转型？ （5分） 

3. 战略管理包含什么内容？它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10分） 

 

柯达公司破产案 

 

2012 年 1 月 3 日，柯达公司因其平均收盘价连续 30 日跌破 1 美元而受到纽约证券交

易所警告，称若其股价在未来 6个月依然无法突破 1美元门槛，将被取消上市资格。10日，

柯达的股价为 58美分，而在巅峰时代 1999年 1月，柯达股价为每股 78美元。同日，柯达

宣布对旗下业务进行重组，原有的三个业务部门将被削减至两个。19日上午，柯达公司在

纽约申请破产保护，同时表示公司已获得花旗集团提供的 9.5亿美元 18个月期信贷进行业

务重组。 

“你只要按下快门，其他的交给我们。”这是名扬世界的柯达公司洋溢着自豪和霸气的

口号。但拥有 132年历史、曾经在摄影和胶卷相纸领域称霸全球的柯达公司，自 2008年以

来就一直严重亏损。柯达帝国的大厦曾经看起来是那样坚固，但在今天看来却是摇摇欲坠。

柯达的失败为公司发展战略主题奉献了一个具有感伤色彩的经典案例。 

可以说，从数码成像技术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宣告了柯达胶卷将走进历史博物馆。

这就如同爱迪生的电灯和光源革命，将红极一时的煤气灯行业打入冷宫一样。所以，一些

产品和公司的陨落、消亡是正常的。但由此可以引发的一个思考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一些

人士提倡的公司专业化经营是否具有普适性？在专业化经营的背景下，公司尤其是大公司，

一旦受到来自其他行业和领域的替代性产品入侵，公司是否能避免沉沦? 可以想象，如果

柯达只生产和经营胶卷业务，公司在数码成像技术面前还会有多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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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胶卷并不是柯达公司的唯一业务内容，其它的业务还有包括相机

在内的摄影器材、医疗影像和商业影像服务等。柯达甚至还是数码成像技术的发明者。早

在 1976年，柯达就开发出了数码成像技术，并将其运用于航天领域。1991年，柯达开发了

130万象素的数码相机。  1996年，柯达推出了其首款傻瓜相机。但是，柯达高层似乎将数

码成像技术开发当成了向社会炫耀的一种摆设，并没有真正重视数码技术的发展及其商业

化应用，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传统相机的胶卷生意上，以及如何防止胶卷相纸销量的下降

方面，以至于柯达在 1935 年推出的彩色胶卷，直到 2009 年才停止生产。在数码成像技术

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一转型实在太慢了，使得柯达失去了凤凰涅磐的机会。 

柯达高层在战略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除了与他们对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缺乏敏锐的

洞察力有关外，还与利润结构和品牌有关。在早期，数码相机的利润率和利润贡献暂时还

比不上胶卷。高管们因此而认为柯达品牌的主要支撑还是胶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柯达

公司对数码技术的研究确实产生了一系列高价值的知识产权。《华尔街日报》指出，在

2008‐2011 年间，柯达靠出售专利许可权和打专利侵权官司的收入就达 19 亿美元。而与柯

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富士公司在进入 IT时代后，就主动及时收缩胶卷业务，积极进行包

括数码相机在内的摄影器材的市场开发。而柯达现在只能抬头仰视佳能、尼康、卡西欧、

富士等数码成像产品列强了。 

公司的战略转型有时需要付出损失短期利润的代价，这不仅需要管理层具备壮士断腕

的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公司治理结构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因为有的公司即使管理层意识

到了战略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受制于股东们不停顿的业绩要求而难以实施转型行为。

2003年，柯达前任总裁邓凯达曾宣布全面向数码产业转型，为此要削减 72%的红利派发并

向数码技术开发投资 30亿美元，但该计划遭到了部分股东的强烈抵抗。此外，多层管理、

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也是这家百年老店行动迟缓的重要原因。 

柯达的教训告诉人们，百年老店仍需要通过不断的创新保持其竞争优势。一旦优势不

再，即使是曾经辉煌的品牌，也会迅速成为昨日黄花，被市场无情抛弃。在市场变幻莫测

的今天，战略远见、战略分析、战略决策和战略控制的能力恰恰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

要核心能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