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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考试的考查内容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2000年开始，

所涉及的管理学科的边界基本稳定下来，也形成了正式的考

试大纲。 根据2002年MBA联考管理考试大纲，管理科目的考

试“要求考生初步但较为全面地掌握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管

理的基本概念与技能，具备较强的分析与解决实际管理问题

的能力”。再结合1997年以来的历年试题特点，可以清晰地

发现如下一些基本的命题思想。 （1）透彻理解基本理论知

识。按《大纲》规定，管理科目的考试范围主要包括管理学

基础知识，要求考生“对大纲中规定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

并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灵活的运用”。显然，扎实地掌握

好基本理论知识是一切的基础。在基本理论知识方面，MBA

考试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所涉及的理论知识面较广，但不求

很深。这是因为MBA主要是以企业行为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应

用型学位教育，它更侧重基本理论知识的运用而不是刻意追

求理论的深度和难度。 （2）强调灵活运用。与着力于基础

理论研究的管理学不同，MBA教育特别注重实际应用。

在MBA的教学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案例教学法。而联考也鲜

明地体现了这一要求，许多试题都是针对某个基本的理论知

识，考查考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3）强调知识的综合能

力。由于实际中的管理工作十分复杂，涉及许多方面的知识

，因而对管理人员也就有多方面的要求。这一点同样体现在

联考中，以综合性试题的面目出现，要求考生综合运用各方



面的知识进行解答。 根据以上的分析，并结合近年来管理试

题的命题特点与风格，我们不妨对2003年MBA联考命题特点

作一个简单的趋势预测。 （1）考试的总的命题方向将更突

出一个“活”字，仅靠死记硬背的东西将越来越少；（2）简

述题比例可能要逐步缩小，或者简述题更多涉及实际经济管

理方面的问题； （3）在选择题部分可能会增加案例题（或

情景题），而相应减少直接考查管理理论方面的题； （4）

分析题是很好的考察手段，以后的考试将可能增加最后分析

题的分量； （5）管理考试中将更多地涉及组织行为学方面

的内容； （6）要注意对中国的谚语俗语结合管理理论进行

分析，涉及现实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在考试中必然要加重分量

。 在初步明确了管理考试的特点后，考生在复习中要注意那

些方面呢？ 第一，通读与粗读。要精选一本适合自己的考前

辅导教材，首先认真通读书中的全部知识内容，尽量理解并

把握整个知识框架。前一、两遍看书没必要看得太细，系统

看一遍，把基本概念搞清楚，基本原理都了解就可以了。 第

二，集合考试大纲，依托教材，对大纲要求的基本知识点和

重要概念集中理解记忆，能背的要尽量背下来当然；并不是

要一字不差地背，而是把最主要的东西记牢，一看到问题马

上能反映出来就可以了，这样在考试时能迅速准确而全面地

答出关键要点，再适当添上一些自己的语言即可。由于管理

科目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多，真的记记起来并不容易，往往会

混淆，因此我们建议考生可以创造一些适合自己的记忆方法

。比如要记住某个概念的几个决定因素，完全可以从每个决

定因素中抽出一个字，然后把这几个宇联想串记，不管科学

不科学，记牢就行。 第三，多做练习。管理虽然是一门实践



性很强的科学，但作为考试科目，同样具有应试的一些特点

，这就需要考生平时多做一些练习题，培养解题感觉，提高

解题速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做题时不能盲目，要选择水平

较高、附带标准解答的试题，做完后不能一扔了之，而要对

照答案，反复揣摩，举一反三。 第四，增加自己的实践知识

。历年管理考高分的人不是很多，许多考生都有这样的感觉

：做管理题时很顺，但最终成绩却与考试感觉出入较大。这

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管理考试比较灵活，与实际结合比较多

，要想轻松应付综合题、应用题之类等，还需要具备一些实

践知识，这一点对于没有管理工作经验的考生尤其重要。我

们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阅读一些报刊杂志，以及管理方面的

书籍，例如《中国经营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外管

理》杂志、《企业管理》杂志等。另外多看一些研究中国企

业管理问题方面的材料也大有益处。 二，管理考试的应试技

巧 许多考生复习得很不错，但却由于考试过于紧张、或者是

过早的得意忘形，结果输在了最后。可见，系统学习一下管

理考试的一些应试技巧是很必要的。从总的方面来讲，管理

考试的应试有以下四方面需要注意： 1，时间规划。考试一

共180分钟，首先要留下最后15分钟检查时间，然后根据题量

和分值来合理分配好各种题型的答题时间，切记不要在一、

两道题上斗气，死扣不放，耽误了其他题目的时间。 2，做

题顺序。不用管试卷中各题型出现的先后顺序，我们建议考

生采用如下的解题顺序：选择题简述题案例题分析题。先从

选择题开始做，是因为它比较灵活，而考试刚开始大脑还不

太麻木，解答的正确率可能要高一些。简述题放在第二位，

一方面是它相对容易，可以先攻下来，另一方面也使大脑在



连解40道选择题后稍事休息。案例题和分析题应放到最后做

，它们不仅分值高，而且强调综合，应慎重动笔。 3，调节

心态，从容应答。考试最怕心态浮躁，或者一看到十分了解

的问题，马上得意忘形、骄躁粗心；或者一遇到摸不透的题

，立即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对于前者，一定要定下心来，

反复看题，认真分析，防止上当；对于后者，则要揣摩命题

人意图，根据自己已掌握的知识的蛛丝马迹结合考虑，拿一

分是一分。由于MBA管理内容往往与实践紧密结合，所以多

数题目即便在理论上记不起来了，通过实践体会或者常情推

理也总能碰点边。 4，慎重检查。做完题后应该利用一些时

间回头检查。检查的重点包括：题目是否看错；答案是否标

错，如本来选A却标成了B；案例和分析题的答案是否还有什

么补充点等。我们建议对于选择题之类，不要反复揣摩，改

来改去。因为第一印象正确的可能性比较大，回头再琢磨，

反而会弄错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