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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分析题

（一）某大型企业集团在其原来的业务领域里，通过加强

对原有产品与市场的开发渗透来寻求企业未来发展机会。为了

规避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开展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战略实施，

企业采用了麦肯锡公司的7S模型来实现战略。为了整体上有效

进行战略的控制，企业从财务控制等诸多方面正确运用了许多

战略控制方法，企业开发了三款不同的新产品准备投入市场，

为了简化市场决策，企业设想了三种市场状态，但是三种市场

状态发生概率无法预测。企业采取了不确定型决策方法进行决

策。根据企业决策层的风险偏好给出的最大值系数为：a=0.75，

各个市场状态下的损益值见下表：（单位：万元）



三、案例分析题

方案 畅销 平销 滞销

甲产品 500 150 50

乙产品 300 200 70

丙产品 800 400 100



三、案例分析题

81、该企业的所采取的市场战略可以具有以下哪些形式（  ）。

A.市场渗透战略

B.多元化战略

C.市场开发战略

D.新产品开发战略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A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成长战略中的密集型成长战略，根据文中

的相关信息，该企业采取了“在原来的业务领域里，通过加强

对原有产品与市场的开发渗透，来寻求企业未来发展‘的一种

发展策略，可见为密集型成长战略。密集型成长战略有三种具

体的战略形式：一、市场渗透战略，二、市场开发战略，三、

新产品开发战略。因此，ACD选项是正确的。



三、案例分析题

82、该企业采用的麦肯锡公司的7S模型包括（  ）。

A.战略

B.制度

C.人员

D.愿景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AB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7S模型的相关内容，该模型认为：企业战

略、结构、制度是企业成功的“硬件”，而风格、人员、技能

和共同价值观是企业成功的“软件”。愿景不属于7S模型的内

容。



三、案例分析题

83、该企业可以采用的战略控制方法包括（  ）。

A.杜邦分析法

B.马尔可夫模型

C.利润计划轮盘

D.平衡记分卡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A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战略控制的方法，教材当中主要介绍了三

种具有代表性的战略控制方法，（1）基于财务指标的战略控

制方法：杜邦分析法。（2）从股东、顾客、员工三个主要利

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战略控制的平衡计分卡（3）基于企业战

略的业绩评价模式的利润计划轮盘：由利润轮盘、现金轮盘和

净资产收益率轮盘三部分组成。因此，ADE选项是正确的。B选

项马尔可夫模型是企业人力资源供给的计算模型，不属于战略

控制的方法。



三、案例分析题

84、如果该企业采取折中原则进行不确定型决策，应该选择

（  ）投入市场。

A.甲产品

B.乙产品

C.丙产品

D.甲产品和乙产品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折中损益值的计算方法，计算过程如下：

方案 畅销 加权 滞销 折中损益值

甲产品 500×0.75 + 50×（1-0.75） =387.5

乙产品 300×0.75 + 70×（1-0.75） =242.5

丙产品 800×0.75 + 100×（1-0.75） =625



三、案例分析题

（二）某企业成批轮番地生产单一品种的产品，2019年11

月份总装车间（最后工序）应生产到1500号，总装车间的平均

日产量为50件，加工车间出产提前期为50天，从下料到出产需

要10天，为了更加有效的进行生产控制，该企业从生产控制的

不同方面设定了控制标准，经过一个生产周期发现与预定的控

制标准相比实际的效果为正偏差，没有达标。为了保证库存能

满足生产的需要，该企业采用了定量控制法来控制库存，该企

业投放市场的产品单价为20元，固定成本为30万元，单位可变

成本为10元，2019年该企业设定的利润目标为1500万元。



三、案例分析题

85、加工车间的投入累积号数为（  ）。

A.5500

B.4500

C.4000

D.2000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B

解析：根据提前期法的计算公式：本车间投入累计号数=

最后车间出产累计号+本车间投入提前期X最后车间平均

日产量计算如下：

加工车间投入累计号数=总装车间出产累计号+（加工车

间出产提前期+加工生产周期）×总装车间平均日产量

代入已知条件：

加工车间投入累计号数=1500+（50+10）×50

=1500+3000=4500（件）



三、案例分析题

86、根据对正偏差的理解，该企业本期生产控制的对象为（  ）。

A.成本

B.利润

C.产量

D.劳动生产率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B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生产控制的基本程序中制定控制标准正偏差。

根据本题当中的关键信息可知，该企业的生产控制结果为正偏差，

正偏差表示目标值大于实际值。其控制论意义视具体的控制对象而

定。根据本文的说法，“经过一个生产周期发现与预定的控制标准

相比实际的效果为正偏差，没有达标。”说明控制对象是越多越好，

越高越好，实际值没有达到预定值要求，因此可以判断是产量、利

润和劳动生产率这些越高越好的指标。因此选BCD。选项A成本是越

低越好的指标，如果正偏差表示优于控制标准，也就是说成本和工

时消耗的实际量小于设定的目标。正偏差是优于控制标准的，因此

不可选。



三、案例分析题

87、下列关于该企业采用的库存控制方法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这种控制方法又称为订货点法，连续不断的监视库存余量的变

  化，当库存达到某预定数值时，即向供货商发出不固定批量的

  订货请求。

B.这一方法要求企业每隔一个固定的间隔周期去订货，每次订货

  批量是固定的，订货量由当时库存情况确定。

C.这种方法可以使企业的库存量得到严格控制，减少积压和紧缺，

  但需要随时检查库存管理工作量比较大

D.该企业需要连续不断的监视库存余量的变化。库存量到达订货

  点时，即向供货商发出固定批量的订货请求。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CD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库存控制的基本方法，当中的定量控制法和定期控制法的相关内

容，根据本题的关键信息，该企业采取的是定期定量控制法的方法来控制库存。A选

项。前半段的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当库存达到某一定数值时，即向供货商发出不固

定批量的订货请求，”是错误的，应该为“向供货商发出固定批量的订货需求”，根

据B选项的说法，“这一方法要求企业每隔一个固定的间隔周期去订货，每次订货批

量是固定的，订货量由当时库存情况确定。”可是这一表述既不属于定量控制法，也

不属于定期控制法。可以改为：“每次订货批量是不固定的”，B选项的说法就是关

于定期控制法。只有C和D选项符合定量控制法的说法，定量控制法又称订货点法，它

是连续不断的监视库存余量的变化，当库存量达到某一预定数值（订货点）时，即向

供货商发出固定批量的订货请求，经过一定时间（固定提前期）后。货物到达补充，

库存及库存量能得到严格控制，减少积压和紧缺，但需要随时检查，库存管理工作量

大。因此选C和D选项。



三、案例分析题

88、为实现2019年该企业设定的利润目标，当年的产量应达到

（  ）。

A.1 530 000件

B.15 300 000件

C.1 503 000件

D.30 000件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生产计划指标当中的产品产量指标。产品

产量指标运用的也是盈亏平衡分析法（或称量本利法和保本点

法）。要求根据企业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产品产销量（Q）、

生产总成本（C）和利润（E）具有一定的关系来分析判断。要

注意同第一章当中的确定型决策方法盈亏平衡分析法相区别。

盈亏平衡分析法的公式（Q0=F（P-v））是在利润为零的情况

下，即产销量和成本平衡的情况下来求利润盈亏平衡的产量，

而本题的已知条件是企业设定了1500万元的利润，因此要利用

以下公式来求出相关的产量



三、案例分析题

利润（E）=销售收入（S）-[总固定成本（F）+单位可变成本

（v）×产量（Q）]

利润（E）=产品价格（P）×产量（Q）-[总固定成本（F）+单

位可变成本（v）×产量（Q）]

代入题中已知条件数据

（该企业投放市场的产品单价为20元，固定成本为30万元，单

位可变成本为10元，

2019年该企业设定的利润目标为1500万元

1500万元=20×Q-[30万元+10×Q]

Q=1530 000件           因此选A。



三、案例分析题

（三）某企业为了促进员工进行创新，在企业内部创建了

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形成与企业战略、技术、规模以及人

员素质相适应的技术创新组织结构模式。该企业允许自己的员

工在一定时间内离开本岗位工作，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创新活动，

并且可以利用企业的现有条件如资金、设备等资源。2022年，

该企业拟购进一项新的技术，经预测，该技术可以使用3年，

采用新技术后，未来3年每年会为企业增加收益100万元。2022

年，该企业专门成立了研发部门，自己投入资金、人员开发一

项新产品。



三、案例分析题

89、该企业采用的内部技术创新组织模式是（  ）。

A.技术创新小组

B.内企业家

C.新事业发展部

D.技术中心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B

解析：本题考察的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组织模式，根据中文

资料信息“该企业允许自己的员工在一定时间内离开本岗位工

作，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创新活动，并且可以利用企业的现有条

件如资金、设备”，可知属于内企业家，故选B。



三、案例分析题

90、假设折现率为10%，根据效益模型，该企业2022年引进的

该项技术价格为（  ）万元。

A.185.5

B.208.3

C.248.6

D.300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C

解析：本题的考点为效益模型

公式：P=＞Bt/（l+i）t

中文已知“该技术可以使用3年，采用新技术后，未来3年

每年会为企业增加收益100万元”，计算过程如下技术价

格P=100×[1/（1+10%）]+100× [1/（1+10%）]2+100× 

[1/（1+10%）3]=

90.9+82.6+75.1=248.6万元，故选C。



三、案例分析题

91、该企业采用效益模型评估技术价值的基本思路是（  ）。

A.成本是价格的基本决定因素

B.技术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来估算技术价值

C.竞争者的价格是决定价格的因素

D.参照市场上已交易过的类似技术价格为依据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B

解析：本题的考点为效益模型相关内容。效益模型的基本思路

是：按技术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来估算技术的价值，故选B。



三、案例分析题

92、关于该企业2022年采用的研发模式表述正确的是（  ）。

A.该企业采用的是自主研发模式

B.该企业采用的合作研发模式

C.该研发模式有利于企业形成自己独特的产品

D.该研发模式有利于企业分散风险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AC

解析：本题的考点为企业主要研发模式。首先根据中文资料信

息“2019年，该企业专门成立了研发部门，自己投入资金、人

员开发一项新产品”，可知为自主研发，故A选项正确，B选项

错误：其次，自主研发模式的优点之一是企业可以形成自己独

特的技术或产品，可知C选项正确。D选项，属于合作研发的优

点，故错误。综上所述，本题AC选项正确。



三、案例分析题

（四）某企业进行人力资源需求与供给预测，经过调查

研究与分析，确认本企业的销售额（万元）和所需销售人员

数（人）成正相关关系，并根据过去10年的统计资料建立了

一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Y=20+0.04X，X代表年销售额，Y代表

销售人员数。该企业人员变动矩阵如下表所示。预计2022年

销售额将达到2 000万元，该企业根据人力资源需求与供给

状况及相关资料，制定2022年招聘计划和人员培训开发计划。



三、案例分析题

职务 现有人数
年平均人员调动概率 年平均离

职率销售总监 销售经理 销售主管 销售员

销售总监 1 0.8 0.2

销售经理 2 0.1 0.8 0.1

销售主管 10 0.1 0.7 0.2

销售员 80 0.1 0.6 0.3



三、案例分析题

93、根据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计算，该企业2022年需要销售人

员（  ）人。

A.60

B.80

C.100

D.130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C

解析：根据公式，题目已告知“Y=20+0.04X”，且X代表年销

售额，预计2022年销售额将达到2000万元，则

Y=20+0.04×2000

=20+80=100（人），故选C。



三、案例分析题

94、根据马尔可夫模型法计算，该企业2022年销售主管内部供

给量为（  ）人。

A.10

B.12

C.15

D.21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C

解析：2022年销售主管内部供给量

=10×0.7+80×0.1=7+8=15（人），故选C。



三、案例分析题

95、下列预测方法中，能够预测该企业人力资源需求的是（  

）

A.德尔菲法

B.管理人员判断法

C.转换比率分析法

D.管理人员接续计划法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ABC

解析：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方法包括：管理人员判断法、德尔菲

法、转换比率分析、一元回归分析，故选ABC。D选项，属于人

力资源内部供给预测，故错误。



三、案例分析题

96、该企业制定的人员培训开发计划的主要目标是（  ）。

A.优化部门编制

B.提高绩效

C.提升人员知识技能水平

D.改善工作作风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BCD

解析：人员培训开发计划目标包括：改善人员知识技能、明确

培训数量及类别、提高绩效、改善工作作风和企业文化等，故

选BCD。



三、案例分析题

（五）某企业2022年营业额为5000万元，息税前利润额为

2000万元，资产总额4亿元资产负债率为30%，债务利率为12%，

公司所得税税率为25%，该企业计划2022年发行长期企业债券，

票面金额为100元/张，票面利率为12%，企业按溢价发行，发

行价格为150元/张，期限5年，计划通过债市发行2万张，筹集

费率为5%。根据以上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三、案例分析题

97、该公司2022年财务杠杆系数为（  ）。

A.3.57

B.2.42

C.3.53

D.4.02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A

解析：本题的考点为财务杠杆系数的计算。根据公式，财务杠杆系

数=息税前利润额/（息税前利润额-债务年息额），计算如下：

（1）息税前利润额：中文资料已知“200万元”

（2）债务年利息额：中文资料已知“资产总额4亿元，资产负债率

为30%，债务利率为12%”，可知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X资产负债率=400000000×30%=1.2亿元；

则债务年利息额=负债总额X债务利率=120000000×12%=1440万元；

将上述信息代入公式，财务杠杆系数=2000/（2000-1440）=3.57，

故选A



三、案例分析题

98、若该公司2022年营业杠杆系数为1.8，则该公司的总杠杆

系数为（  ）。

A.1.76

B.1.83

C.6.32

D.2.02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C

解析：本题的考点为总杠杆系数的计算。根据公式，总杠杆系

数=财务杠杆系数X营业杠杆系数=3.57×1.8=6.32，故选C。



三、案例分析题

99、该公司发行长期企业债的资本成本率为（  ）。

A.7.5%

B.6.3%

C.9.5%

D.10.05%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B

解析：根据公式，长期债券资本成本率=

[长期债券年利息额X（1-所得税率）T长期债券筹资额×（1-长期债券筹资费用率）]，

计算如下：

长期债券年利息额：

长期债券票面金额=票面金额为100元/张×2万张=200万元长期债券年利息额=长期债

券票面金额200万元×票面利率12%=24万元

（2）企业所得税率：中文资料已知为25%：

（3）长期债券筹资额=发行价格150元/张×2万张=300万元

（4）筹资费用率：中文资料已知为5%；

将上述信息代入公式，长期债券资本成本率=[长期债券年利息额×（1-所得税率）]/

【长期债券筹资额×（1-长期债券筹资费用率）】

长期借款资本成本率长期债券资本成本率=[24×（1-25%）]/[300×（1-5%）]

=18/285=6.3%，故选B。



三、案例分析题

100、根据杠杆理论，设营业杠杆为1.8.财务杠杆为3，下列说法

错误的是（  ）。

A.该企业息税前利润增长1倍时，普通股每股利润将增长3倍

B.该企业普通股每股利润增长1倍时，息税前利润增长3倍

C.该企业息税前利润增长1倍时，销售额（营业额）将增长1.8倍

D.该企业销售额（营业额）增长1倍时，息税前利润将增长1.8倍



三、案例分析题

答案：BC

解析：本题的考点为营业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的含义。AB

选项，根据假定条件该企业的财务杠杆系数为3，即表示息税

前利润增长1倍时，普通股每股利润将增长3倍故A选项正确，B

选项错误：CD选项，该企业的营业杠杆为1.8.即该企业营业额

（销售额）增长1倍时，息税前利润将增长1.8倍，故D选项正

确，C选项错误。

综上所述本题说法错误的是BC选项。



THANKS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