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管理类笔试模拟试卷参考答案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2021_2022__E7_A7_91_E

6_8A_80_E7_AE_A1_E7_c25_21453.htm 一、单项选择题1．C 2

．B 3．B4．D 5．D6．D7．A 8．B 9．D 10.D11．B2．C 13

．C 14．D 15．C 16．A 17．B 18．C 19．D 20.A 二、多项选

择题1．BCD 2．ABCE 3．AC 4．ABCD 5．ACD 6．ABCD 7

．ABCD 8.ABCDEF 9.ABDE 10.BDE 11.ABCDE 12.BCD

13.ABCDE 14.AC 15．BCD 16．BD 17．ACDE 18．BCD 19

．BCD 20．ACE三、判断题 1．√ 2．√ 3．√ 4．X 5．X 6．

√ 7．X 8．X 9．√ 10．X 11．√ 12．√ 13．X14．√ 15．√

16．X 17． 18．X 19．X 20．√四、简答题 1．对可持续发展

概念的解释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

发展，其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福利，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

。第二，要实现发展以满足需要，但同时应当为维持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而限制某些行为，不至于因为当代人类的发展而

危害满足后代人类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第三，应当把经济

发展与生态的可持续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人类发展的基础

环境和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维持和建立在利用效率

最大化和废弃（污染）物质最小化的条件之上。并且，人类

的发展和生活品质的改善，必须控制在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

能力之内。 2．环境科学的主要任务包括：（1）探索全球环

境的演化规律，包括环境的基本特性、结构、演化机理和规

律，目的在于使人类改造环境的活动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使其朝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避免向不利方向发展。（2

）研究人类活动同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研究人类生



产生活活动同环境的物质循环如何保持动态平衡，使人类与

环境能够协调发展。（3）研究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影响，包括环境退化的原因、污染物对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

的影响。这些研究可以为维护环境质量。制定各种环境质量

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提供科学依据。（4）研究区域环境污

染和破坏的综合防治措施，包括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等

等。这些研究可以为国家制定环境规划、环境政策以及环境

与资源保护立法提供依据。 3．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意

义有：（1）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

，它可以把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起来。（2）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是贯彻“预防为主”原则和合理布局的重要法律制度

。（3）从法理上说，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为一种强制性的

法律制度，是民事侵权法律原则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里的运

用。 4．《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标准化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主要

有：O）生产、销售和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2

）企业未按规定制定产品标准的。（3）已获质量认证证书的

产品，不符合认证标准后而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的。（4）

产品未经认证或者认证不合格而擅自使用的。（5）在新产品

或改进产品试制过程中，未提出产品标准草案的。 五、论述

题 我国科学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仍然比较落后，其中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是科技体制不合理。因此，我们需要在深化经济

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对现存科技体制进行大力

改革。 我国现存科技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逐步形成的。

这种科技体制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于提高我国科技发展水平，

促进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条件的改变，这种体制的弊端表现得

越来越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就对科技体制

进行改革。1985年，我国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

决定》，对已有的科技管理体制。科技拨款制度、国家重点

项目管理、科研机构的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广

泛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由于符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起来，相关制

度、机制远不完善，一些关系尚未理顺，因此，原有的科技

体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许多弊端依然存在，而且在

新的形势下，表现更加突出。 第一，科研单位与市场隔绝。

长期以来，我国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的主体是作为政府

事业单位的科研院所。这些科研单位一般根据国家计划开展

项目研究，其人员工资收入和科研经费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

款，因而无需面对市场的需要，不能感受来自市场的压力。

另一方面，科研成果上报中央或地方主管部门，而不是通过

市场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科研单位不能享受其科研成果可能

带来的回报，因而，缺乏积极创新的动力。这种科研主体与

市场隔绝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适用性。 

第二，科研单位与企业脱节。科研单位与应用科研成果的企

业之间缺乏直接联系，也缺乏成熟、规范的中介组织机构。

科研单位对企业的科技需求不了解，因而一些科研成果不合

需要；而另一些合乎需要的科研成果，则由于缺乏信息沟通

和联系不被企业所了解，因而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应用

到企业的生产过程中。 第三，科技创新和投资主体错位。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它们对市场的技术需

求最了解，也能直接享受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



，企业应是科技创新和投资的主体。在发达国家，开展研究

与开发的人员和经费中，企业所占的比例较大。但在我国，

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科技创新的主体一直是政府

建立的科研机构。在科技投入方面，政府占主导地位，政府

对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投入一般占60％左右。由于科技创新和

投资主体的错位，导致我国科技创新缺乏激励机制，科技成

果转化比率低。推广成本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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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