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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5_B8_88_E8_c31_617753.htm 1、运单是水路货物运

输合同的证明，是承运人已经接收货物的收据。(A) 2、航空

运输中，一批货物体积为18000立方厘米，实际重量为2公斤

，则其体积重量为2公斤。(B) 3、多式联运合同的承运人在收

到托运人交付运输的货物后，要签发多式联运单据。(A) 4、

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一百零三条的相关规定，多式联运经

营人对多式联运货物的责任期间，自接收货物时起至交付货

物时止。(A) 5、海盗行为、偷窃、船员的恶意行为等属于意

外事件引起的风险。(B) 6、政治因素引起的风险包括诸如战

争、扣留或扣押、君主或人民的限制等引起事故的风险。(A)

7、船舶保险分为船舶全部损失保险盒部分损失保险。(B) 8、

海洋运输货物保险分为平安险、水渍险及一切险三种。(A) 9

、运输工具保险是以各类运输工具，如汽车、飞机、船舶、

火车等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人承保运输工具因遭受自然

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运输工具本身的损失和第三者责任。(A)

10、索赔是保险人在知悉发生保险事故并调查确认法律责任

归属后，审查索赔材料，作出赔付、部分赔付或拒赔等决定

的法律行为。(B) 11、水路货物运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

、沿江、湖泊以及其他通航水域中一切营业性的货物运输

。(A) 12、我国运输价格管理遵循间接调控为主，直接管理为

辅的原则，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B) 13、现代生产物流

系统由管理层、执行层、控制层三大部分组成。(A) 14、控制

层是一个计算机物流管理软件系统，是物流系统的中枢。(B)



15、执行层由自动化的物流机械组成。物流设备的控制器接

受控制层的指令，控制设备执行各种操作。执行层一般包括

自动存储/提取系统、输送车辆和各种缓冲站。 16、根据管理

层、控制层和执行层的不同分工，物流系统对各个层次的要

求是不同的。对管理层要求具有较高的智能.对控制层要求具

有较高的可靠性.对执行层则要求较高的实时性。(B) 17、生

产物流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包括四个：最小移动距离、综合

性、适应性和经济性。(B) 18、生产物流系统设计中需要全面

了解物料的移动情况，是指了解路线状况。(B) 19、现代物流

输送系统是指高度智能化的集成物料搬运系统。如果从生产

物流系统设备适用范围和功能来划分，可分为自动化物流输

送系统、分类挑选系统、搬运系统和信息控制系统。(A) 20、

无人小车技术按货物取放形式可分为：正面叉取式、平台上

下举放式、侧移式取放式。(A) 21、叉车和拖车是生产车间最

常见的搬运设备，叉车多适用于非标准尺寸物料远距离的运

输，拖车则可用于短距离托盘和仓储笼运输。(B) 22、设计人

员在布置各楼层业务时，从物流原则出发，合理设计垂直物

流走向，避免大量物料往返搬运。以体积和重量为评价指标

，按金字塔设计业务分层体积大、重量大的货物在下，体积

小、重量轻的产品在高层生产。(A) 23、在生产物流系统的各

组成部分中，包装线是生产物流与配送物流的核心。(A) 24、

自动导引小车按导引方式的不同分为电磁导引、光学导引、

无线通讯导引、激光导引几种形式。(A) 25、生产车间连续输

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立体库系统、自动输送机系统和

自动导引车系统。(B) 26、生产企业物流系统化改造是指对生

产企业现有的原材料及设备采购供应阶段(即采购物流)、生



产阶段、销售配送阶段(即销售物流)进行规划和布局，达到

准时化模式。(B) 27、供应商是企业物流的源头，卸货区则是

生产企业物流与外部物流的联接纽带，而送货的满意度又直

接对卸货区乃至整个后续物流运作产生很大影响，于是对供

应商送货的规定与管理，便成了企业物流是否顺畅的关键之

一。(A) 28、在货物进出过程中，一般要求做到装卸搬运集装

化，以减少物料搬运次数，提高物料搬运活性指数，实行储

、运、包一体化，集装单元化，真正实行供应链一体化管理

。(A) 29、客户(市场)，即销售物流是企业物流与外部连接的

最终归宿，物流质量的好坏，都将在对客户的物流服务水平

上反映出来。(A) 30、物料装卸搬运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

，因此应尽可能减少装卸搬运以降低成本。(B) 31、所谓活性

指的是已经放置好的物料进入装卸搬运状态时的难易程度。

活性指数仅由物料所处状态来决定。(B) 32、物料散放在地上

，按其状态，活性指数应为1，但如装卸搬运时能成为一个单

元而无须聚集的话，其活性指数应当作为0。(B) 33、所谓平

均活性指数就是一个装卸搬运系列中各阶段停滞部分(即活性

指数03)的指数平均值地根据这一指数就可对该装卸搬运系列

的改善步骤有一个基本估计。(A) 34、MRP主要腥惺淙胧荩褐

魃苹?MPS)、产品的物料清单(BOM)和库存记录文件。(B) 35

、库存记录文件由两个数据段构成：具体数据段和辅助数据

段。(B) 36、闭环式MRP系统的工作过程是一个“计划实施评

价反馈计划”的封闭循环过程。它能对生产中的人力、机器

和材料等各项资源进行计划于控制，把生产能力需求计划、

车间作业计划等纳入MRP，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A) 37

、MRPⅡ把生产、财务、销售、工程技术、采购等各个子系



统集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系统，共用一个统一的数据库。1977

年，美国著名的生产管理专家奥利夫首先把它定义为企业资

源计划(MRPⅡ)。(B) 38、MRPⅡ与MRP计划编制是从上到下

，由细到粗。一般说来，上层计划委长期计划，中层计划为

中期计划，而下层计划为短期计划。(B) 39、MRPⅡ与MRP的

主要区别就是它运用管理会计的概念，用货币形式说明了执

行企业“物料计划”带来的效益，实现物料新系统资金信息

集成。(A) 40、ERP是一个高度集成的信息系统，它必然体现

物流信息同资金流信息的集成，因而传统的MRPⅡ系统的制

造、供销和五三大部分依然是ERP系统不可跨越的重要组成

。因此，MRPⅡ已经“不再存在于”ERP之中。(B) 41、从管

理信息集成的角度来看，由MRP到MRPⅡ再到ERP，是制造

业管理信息集成的不断扩展和深化，每一次进展都是一次重

大质的飞跃，每一次都是后者对前者的取代。(B) 42、MRPⅡ

提出了供应链的概念，即把客户需求和企业内部的制造活动

以及供应商的制造资源整合在一起，并对供应链上的所有环

节进行有效管理，ERP系统主要侧重对企业内部人、财、物

等资源的管理。(B) 43、在ERP中，财务系统只是一个信息的

归结者，它的功能是将供、产、销中的数量信息转变为价值

信息，是物流的价值反映。(B) 44、MRPⅡ是通过计划及时滚

动来控制这个生产过程，它的实时性较差，一般只能实现事

中控制。 45、生产现场的“5S”活动，就是对现场进行不断

地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以及提高人员的素养。它是现

场一切管理工作的开始，是提高现场管理水平的最基础的条

件。(A) 46、就整个工厂布局而言，总装配生产线与其他零部

件、生产单位在布局上呈“河流水系”状分布，即由于全企



业实行同步化均衡生产，各制程按照统一的节拍或节拍的倍

数组织生产，所以各制程间以及内部不存在大量过剩的在制

品，加上拉动方式使物流很畅通，如同一条河流，最终流入

总装配。(A) 47、由于U型生产单元的出口和入口都在同一位

置上，这使得“推动式”的准时化生产能够在生产单元的各

个工序实现。(B) 48、精益物流系统是根据市场需求，从产品

装配出发，每道工序和每个车间按照当时的需要向前一道工

序和车间领取物料，发出工作指令，前面的工序和车间完全

按照这些指令进行生产。因此，精益物流系统实行的是推动

式生产。(B) 49、精益物流系统严格根据订货与预测组织生产

，通过看板在工序间传递物料需求信息，并利用看板的权威

性将生产控制权下放到各工序，因此，这种控制方式是集中

的。(B) 50、精益物流系统认为存储不能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不仅是一种浪费，还会掩盖企业中的潜在问题，如工序能力

不足、废品率偏高、交货不及时等。(A) 51、精益物流系统的

存储水平远远高于MRP。(B) 52、在企业生产运作和物流管理

中，看板根据功能和应用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生产看板和

取货看板。(A) 53、精益物流可以说是以实物为中心的生产活

动的管理方式。在生产活动上，从材料加工到产品的过程中

必然有物品的移动。精益物流是利用看板作为对物品的移动

进行管理的手段。(A) 54、根据OPT的定义，所谓瓶颈(或瓶

颈资源)，指的是实际生产能力小于生产负荷的资源。(B) 55

、OPT中的物流原则要求批量大小应是固定的。(B) 56、根

据OPT的观点，为了使瓶颈上的产销率达到最大，瓶颈上的

加工批量必须大。(A) 57、根据OPT的观点，一个企业的计划

于控制的目标就是寻求顾客需求预企业能力的最佳配合，一



旦一个被控制的工序(J瓶颈)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平衡，其余的

工序应相继地与这一辈控制的工序同步。(A) 58、“鼓”是一

个企业运行OPT的开端，即识别一个企业的瓶颈所在。瓶颈

控制着企业同步生产的节奏“鼓点”。要维持企业内部生产

的同步、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的同步，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A) 59、与“绳子”的目标(使产销率最大)不同的是，“鼓

”的作用是尽量使库存最小。(B) 60、企业要增加产销率通常

会在MPMC方面(即原料、能力、市场和政策)想办法。(A) 61

、“未来现实树”用来突破当前约束企业的主要冲突。“消

雾法”用来确认当前面对的不如人意的状况确实能够用这个

突破法来转变成令人满意的结果。(B) 62、在未来现实树当中

，它的“树根”是解决核心问题的方案，“树叶”是最终人

们想看到的结果。(A) 63、按照供应链管理的基本原理，“系

统的局部优化的总和要永远小于系统的总体优化”，因为，

局部优化总和没有考虑子系统之间的有机关联。而TOC的五

大核心步骤和思维流程就是关注活动间关联的。(A) 64、

在TOC分析中，当前现实树可以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人们

就显示在它的逻辑图的最低部。(A) 65、传统的班轮货运航线

为普通杂货航线，随着集装箱运输的出现和发展，越来越多

的普通杂货航线被集装箱航线所取代。(A) 66、集装箱航线通

常采用多港挂靠结构，普通杂货航线则以干、支线为主。(B)

67、来回式航线是指以始发港和目的港为两头来回穿梭运行

的航线.环状航线则以某一环形线路为航行路线，沿途挂靠有

关港口。(A) 68、由于同一航线上(或基本相同的航线上)往往

有多家船公司同时经营班轮运输，所以，为了保持一定的市

场占有率，发船间隔时间不能定得太长。(A) 69、两港间货流



量则仅指该两港之间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的货流量，对杂

货航线，货流量用吨或者标准箱TEU表示。(B) 70、航线上船

舶的往返航次时间是指船舶在空间上完成一个循环的总延续

时间，在数值上由正向航行时间以及反向航行时间组成。(B)

71、如果航线经过运河，可将过运河时间直接作为两个中途

港(运河两端)之间的航行时间而并入正、反向航行时间，进

出港时间也计入航行时间。(A) 72、班轮航线都是封闭的，具

有两个方向，即去向(Outbound)和回向(Lnbound)，它们通常

对应于外贸的出口和进口方向。通常情况下，两个方向货流

量是不平衡的。我们规定去向为正向(Fat Leg)，回向为反

向(Meager Leg)。(B) 73、航线货物平均运距等于航线上在一

定时期内货流总量与该时期航线总的货物周转量之比。(B) 74

、各班轮公司根据具体情况，编制公布的船期表是有所差异

的，远洋班轮航线船期表时间相对比较准确。(B) 75、船舶的

往返航次时间(班期)应是发船间隔的整倍数。(A) 76、航线发

船间隔与航线配船数成正比。(B) 77、通常、集装箱货运的空

箱由发货人到指定的集装箱码头堆场领取，拼箱货运的空箱

则由集装箱货运站负责领取。(A) 78、集装箱码头堆场在验收

货箱后，即在场站收据上签字或盖章确认，并将签署的场站

收据交还给船公司。(B) 79、港站收据又称码头收据，这是承

运人委托集装箱装卸作业区、集装箱堆场、集装箱货运站或

内陆站在收到整箱货或拼箱货后签发的收据。(A) 80、收货单

又称大副收据，是指某一票货物装说船后，由船上大副签署

给托运人的作为证明船放已收到该票货物并已装上船舶的凭

证，收货单是装货联单的第二联。(B) 81、设备交接单EDO又

称设备收据，是集装箱所有人(通常是船公司)或租箱上委托



集装箱堆场与货方(也即用箱人或者代表)交接集装箱或底盘

车、台车及电动机等设备的凭证。(B) 82、货物溢单也是我国

港口在卸货时惯用的作为卸货交接证明的单证。(A) 83、卸货

报告实际上是一份更为详细的进口载货清单，是根据船舶进

口卸货提供的进口卸货清单和在卸货港卸下全部货物的情况

重新按票汇总而就的。(A) 84、批注清单主要可用做索赔的参

考资料，不能用做划分责任的依据。(B) 85、按照国际金融市

场和银行业绩的惯例，出口商(卖方)向银行结汇(议付货款) 

所提交的提单，必须是已装船提单。(A) 86、不清洁提单是指

承运人在提单上加注了有关货物及包装状况不良或存在缺陷

等批注的提单。(A) 87、出口商(卖方)向银行办理结汇时，规

定都必须提交清洁提单。(A) 88、全式提单又称简式提单，是

指详细列有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等条款的提单

。(B) 89、多式联运提单是指需经过不同运输方式完成全程运

输所签发的提单，主要是由承担海运区段运输任务的承运人

签发，也可由其他运输区段的承运人签发，但无船承运人不

得签发。(B) 90、交换提单是指在直达运输的条件下，根据货

运人的要求，承运人承诺，在某一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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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