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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领导科学》期末考试试卷（B卷） 

课程代码及课序号：ADM404 

 

学号：               姓  名：               成    绩：              

班级：               课序号：               任课教师：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合计 

分值         

 

一、不定项选择题（请从所给的四个选件中选择出正确的答案。选错、多选、少选均

无 分 。 每 题 1 分 ， 本 题 20 分 ）                   

得分             

1、完整、准确地理解领导的含义，它应包括下列哪些内容： （             ） 

A 领导主体的领导素质 

B 领导活动的全过程 

C 领导者的日常生活起居等 

D 仅指领导者 

2、领导的社会属性： （             ） 

A 是领导者个人的社会属性 

B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同的 

C 随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D 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 

3、领导科学在我国发展迅猛，其原因有：（             ） 

A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B 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C 提高领导工作的客观需要 

D 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4、基本的领导方法   （             ） 

A 是从各种具体的领导方法中概括出来的带普遍性的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B 是可以指导具体的领导方法的 

C 是不能代替具体的领导方法的 

D 是领导方法的核心 

5、在贯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时，要注意反对： （             ）  

A 借口向上级负责，而不顾群众的利益 

B 为了自己的政绩，搞“形象工程” 

C 借口对群众负责，对抗上级正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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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满足群众的所有要求 

6、“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             ） 

A 看似相反，实质相同 

B 都是没有真正地树立群众的观点 

C 都是没有坚持走群众路线 

D 都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障碍 

7、领导组建“组织”的原则有： （             ） 

A 达到整体最优化 

B 提高整体的功能 

C 改善内部的舆论环境 

D 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等 

8、领导在处理、协调与“上级”的关系，要注意： （             ） 

A 绝对的服从，听命于上级 

B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C 适度的忍耐 

D 充分的尊重 

9、“揽权”是： （             ） 

A 指有的领导，把本来属于下属的职权揽到自己身上 

B 指有的领导，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干预上级领导的行为 

C 指有的领导，有权无责 

D 指有的领导，有权无职 

10、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理论依据是：（             ） 

A 唯物史观 
B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 

C 领导来源于群众，又高于群众 

D 领导的工作是通过群众来完成的 
11、决策体制就是进行决策的组织形式，当代决策的体制除了情报机构、咨询机构外，

还包括下面的哪些机构： （             ） 

A 制定机构 

B 执行机构 

C 监督机构 

D 非正式结构 

12、当前我国的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中包括了： （             ） 

A 坚持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原则性 

B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 

C 不谋私利，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D 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实际知识 

13、在当代，领导引导的职能常常是通过目标管理实现的，在目标管理中，下列哪些

环节是领导必须注意的： （             ） 

A 制定正确的规划目标 

B 实施目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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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落实目标工作的结果进行检查和评估 

D 有效的监控手段 

14、在考评领导绩效时，包括了对领导在“用人绩效”、“办事绩效”、“时间绩效”和

“组织的整体贡献绩效”四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考评是： （             ） 

A “用人绩效” 

B “办事绩效” 

C “时间绩效” 

D “组织的整体贡献绩效” 

15、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的方法是下列哪些基本原则的应用： （          ）   

A 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B 时势造英雄 

C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D 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 

16、领导艺术  （             ） 

A 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B 不是指领导者艺术思维的结果 

C 源于领导经验又高于领导经验 

D 具有时代性 

17、领导的权力可分为： （             ） 

A 法定的权力与人格权 

B “硬权力”与“软权力” 

C 越权与揽权 

D 科学授权与非科学授权 

18、非权力的影响力  （             ） 

A 不是社会或组织授予的 

B 因人而异 

C 是由个人自身的条件而形成的 

D 与法定权是不可分离的 

19、领导决策要贯彻最优化原则： （             ） 

A 是说，领导决策要从可供选择、参考的方案中进行挑选、择优或进行综合互补后，

再做出决策的原则 

B 是为了避免片面性 

C 是因为信息量太大 

D 是以“多”为前提的 

20、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             ） 

A 领导活动中的一般规律性的东西 

B 领导活动中个性化的东西 

C 领导活动因人而异的东西 

D 领导活动中的一般原理、原则等 

 

二、填空题（每空 1 分，本题 21 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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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领导的总体发展趋势分析，领导的演变经历了（          ）、（             ）、

（            ）。 

2、毛泽东曾把领导要完成工作任务比喻是过河，把领导的方法比喻为（      ）或

（       ），他说不解决这一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3、领导的理事艺术中有处理好下列的几种关系：原则性和（        ）的辨证统一、

抓住中心和（           ）的辨证统一、领导积极性与（           ）的辨证统一、

明晰性和（          ）的辨证统一、创造开拓与（           ）的辨证统一、宽与

（         ）的辨证统一。 

4、从认识论的角度说，领导艺术是经验性和理论性的对立统一，因此，领导艺术是

（       ）的领导科学，领导科学是（       ）领导艺术。 

5、楚汉相争，刘邦以弱胜强，关键因素之一是他善于用人，能集合使用各种人才，正

如他自己说的：“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         ）；镇国家，抚

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         ）；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

不如（          ）。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

（          ）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6、科学决策的特点，是（           ）、（            ）、（            ）、

（           ）。 

 

三、简答题(本题 45 分)                                                得分                  

1、当前在我国为什么要重视领导科学的学习？（本题 10 分） 

 

 

 

 

 

 

 

 

 

 

 

 

 

 

 

 

2、为什么当前要提高领导者的非常规决策的能力？（本题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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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说：“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

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请分析这段话说明了什么？（本题 15 分） 

 

 

 

 

 

 

 

 

 

 

 

 

 

 

 

 

四、案例分析题（本题 14 分）                                           得分                   

结合这个案例，分析说明权力对领导来说具有什么重要的作用。 

沙特阿拉伯有个国王费萨尔年轻时就很有才华，其父阿卜杜勒阿齐兹对他寄予很

大的期望。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其父却于 1933 年立其弟沙特为王储。1953 年沙特登

基并兼任首相。费萨尔以王储身份任外交大臣。沙特执政不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系列的失误，使沙特阿拉伯王国陷于内外交困之中。沙特无奈，只好让费萨

尔接任首相。费萨尔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让沙特阿拉伯王国摆脱了困境。但不久，

沙特国王便解除了费萨尔的职务。后来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情况。两次执政的教训使

费萨尔认识到，要顺利地施行自己的大政方针，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让内阁紧紧地

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于是他在其他大臣的协助下，废黜了沙特国王。费萨尔掌权之后，

运用自己的权力，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非常出色，使自己在民众中有极高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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