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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一、管理学基本情况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

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

要产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

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管

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其中(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共 146个二级学科招生单位，前四强为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

学、天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202) 工商管理共 19个

一级学科招生单位，前六强为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

江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203) 

农林经济管理共 10个一级学科招生单位，前2强为中国农业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1204) 公共管理共 7个一级学科招生单位

，前4强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1205)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共 2个一级学科招生单位(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其中每个一级学科下又设有很多二级

学科，因此管理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二 专业课复习指导 (

一)、复习目标 专业课的内容繁多，所以采用有效的复习方法

也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专业课复习，考生首先要合理分配时

间、利用时间。对于准备考研的学生来说，经过十几年的学

习，应该有了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通常都是把需要背记的

内容放在每天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且每门持续背诵的时间不

能安排得过长。同时利用好每一段时间，做到通过每一时段

的学习都能真正获得效果。 其次，专业课的许多知识都要以



记忆为基础，而记忆方法的优劣则影响到专业课的备考。对

于专业课知识的复习，“阅读法”和 “位置法”则是两种行

之有效的方法。“阅读法”即把需要记忆的内容当作一篇故

事，就像看故事一样看他几遍，记住大概的“情节”，每次

重复看时就补上上次没记住或已经忘记的部分。这样经常看

就会慢慢记住了，而且记得很全面。这主要是因为现在专业

课考试的题目很少有照搬书本上的答案，大部分的题都要求

考生自己去归纳分析总结，所以对书上的知识有一个全面整

体的了解，对考试时的发挥很有帮助。“位置法”即以段落

为单位，记住段落的前后位置。看到相关题目时，那一页或

几页书就会出现在脑海里，在答题中不会遗漏大的要点。在

这之后就是要理出一个知识的脉络。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分利

用专业课参考书的目录，考生可以在纸上把每一章的小标题

都列上，再把具体每一个标题所涉及的知识一点点地回忆出

来，然后再对照书，把遗漏的部分补上，重点记忆。这样无

论是考查重点知识还是一些较偏概念，我们都能够一一应付

。 (二)、时间安排 在考研的初始阶段，可以把大部分时间都

分配给数学和英语，但是在考研的后期，专业课复习的时间

就要逐渐地增加。这就需要考生合理地安排各项复习内容，

把有限的精力放到容易提高的科目上。因为对于考生来说，

政治和英语的区分度并不是很大，要提高几分是需要花费大

量时间和精力的，而且在考试时还存在着许多主观的因素。

但是专业课由于是各校内的老师出题，每年的重点基本不会

变化，如果搜集到历年真题以及辅导班的笔记，多下些工夫

，想要得高分并不是难事。由于专业课在考研的整体分值中

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考生一定要在保证公共课过线的情况



下，尽量提高专业课的分数。因此，从暑期开始着手专业课

复习，复习时间应逐渐增加，具体时间要求：每天花在专业

课上的时间应不少于3个小时。由于专业课是下午考，所以可

以安排2：00-5：30固定性的看专业课。 (三)、答题新思路是

高分关键 考生如有历年试卷，应仔细研读试卷中的题目。因

为试卷是一面镜子，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今年的考题。甚至

在专业课考试中，不同的年份，会有相同的考题出现。做往

年试题时，要试着把握出题重点，掌握出题规律，熟悉做题

方法。如果考生以前已经做过很多题目，现在可以不必再埋

头于题海之中，应该花一些时间对以前做过的题目进行总结

，总结题目的解题思路、解题技巧、注意事项等。 在掌握相

应的做题方法后，在考试冲刺阶段，考生一定要以指定的参

考书为基准进行备考。指定参考书是考试出题的依据，里面

的一些内容是其他版本的参考书上没有的，或者比其他版本

的参考书阐述得更全面，考生要熟悉这些新内容。考生可以

看着指定参考书的目录，回想自己对某一章节的掌握程度，

当发现某些知识遗忘了或者模糊时，打开书熟悉巩固一下。 

除了以上这些以外，考生还要注意多阅览与本专业相关的论

文。最重要的是，本专业的学生在复习时要学会用一种专家

的眼光看待业内的一些问题，甚至包括自己的复习用书，要

敢于审问、质疑。这样在答题时才会有新思路，不人云亦云

，这是专业课得高分的关键。当然大家要注意掌握分寸，不

要发挥得太离谱。 三、参考教材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套比较权

威的教材，并给大家进行了点睛指导。 1、管理学 管理学的

考点很多时候会比较新，也会比较乱，是管理综合中最难把

握的一门。书本中可能会找不到具体的答案，且有些东西每



本书的提法也不一样，所以要早些准备，而且看的时候要结

合几本书一起看，总结出异同，找出内在关联性。 罗宾斯的

《管理学》 理由：这本书经典，而且国外的书案例较多看起

来不累，却阐述了管理学的精髓，读完这本书对管理学有个

基本的框架，通过其中的案例可以领悟到一些分析问题的能

力。管理学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最重要，有关人

力资源管理的东西可以简单看过去。 看这本书时重在结合案

例进行理解，可结合每章前边的“学习目标”及章节后的“

小测验”、“本章小结”及“思考题”有针对性的看书，对

于测试题和思考题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总结找到答案，主要

找到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答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2、市场营

销 准确的说，市场营销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跟我们接触到

的一些市场手段有联系，出题的风格也是比较保守的，考题

基本是可以在书上找到答案的。所以市场营销记忆性的东西

多。 郭国庆的《市场营销原理》 这本书的编排很清晰，从目

录就可以看出这本书的结构体系，看起来心情会比较愉快。

每章后面都有小结、名词解释及复习题，尽量在书上找到问

题对应的地方及答案，可以此检测第一遍看书的情况。 3、

财务管理 王化成的《财务管理》及配套练习册 由于大部分同

学都学过财务管理，而且初试的财务管理很简单，绝对比不

上注会，平时学的好的可以在这里少花点时间。但若是跨专

业的同学就要抓紧时间了多看几遍，因为计算题十几分就在

这儿了。计算题的复习就可以配合教材上的例题及《学生用

书》上的计算题多练练，同时加深理解，掌握透彻是关键。 

四、个例：企业管理具体专业复习指导 ● 研究内容 企业管理

是一门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它主要研究企



业及其管理理论，国内外各种管理学派；研究企业生产组织

和经营活动的规律性，企业生产力合理组织，企业管理职能(

计划、组织、控制等)；研究企业经营战略，市场预测和经营

决策，以及各项专业管理，包括计划管理、生产管理、技术

管理、设备管理、物资管理、劳动工资管理、成本管理、财

务管理等。 1.研究方向企业管理原理，企业经济决策与战略

，企业生产技术管理，管理系统工程，国际企业管理。 2.主

要课程除政治理论、外语等公共课外，专业主干课和研究方

向主干课有：现代企业管理学研究，企业经营战略，企业组

织理论与设计，企业涉外经营管理，管理系统工程研究，国

际企业管理。 ●相邻学科 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技术经济。 

范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 ● 专业简介 光华管

理学院的毕业生就业形势比较乐观，可以说，在北京大学内

是数一数二的。前两年，主要就业方向是证券业和国家政府

机关。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估计近几年会有一些

变化，以上两个方向就业人数将会减少，信息产业就业人数

将会增加，总体形势仍十分乐观。 从生源来看，本校学生(包

括保研和考上的)占1/3左右，其他全国各所高校占2/3。再从

研究生专业背景来看，经济管理专业和其他专业背景考生机

会均等，各占一半左右。但就企业管理专业而言，其他专业

背景学生考上的约占1/3左右。 ● 参考书目 1.《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范里安主编，三联出版社； 2.《管理学》，罗

宾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营销管理》，科特勒著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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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