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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经济技术专业资格考试（中级）
《工商管理》考前必背重点十页纸

第一章 企业战略与经营决策

考点 1：确定企业愿景、使命与战略目标

(1)企业愿景：由企业内部的成员制定，借由团队讨论，获得企业一致共识，形成的大家愿意全力以

赴的未来方向。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企业愿景包括两个部分：①核心信仰；②未来前景。

(2)企业使命：说明企业的根本性质与存在的理由，说明企业的宗旨、哲学、信念、原则，根据企业

服务对象的性质揭示企业长远发展的前景，为企业战略目标的确定与战略制定提供依据。回答“企业的业

务是什么”的问题。

使命定位包括：①企业生存目的的定位；②企业经营哲学的定位；③企业形象的定位。

(3)战略目标：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沿其经营方向所预期达到的理想成果由企业愿景与使命转化的

具体的业绩目标。

考点 2：7S 模型

麦肯锡公司提出的 7S 模型指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全面考虑结构、制度、人员、风格、技

能、战略、共同价值观这七个方面。

(1)硬件要素：①战略；②结构；③制度。

(2)软件要素：①共同价值观；②人员；③技能；④风格。

考点3：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阶段 特点 企业关键职能

形成期 产品刚出现，有较多小企业，竞争压力小
研究开发、工程技术是重

点，营销上注重广告宣传

成长期

产品已较完善，市场迅速扩大，销售额和

利润迅速增长，行业规模扩大，竞争日趋

激烈，不成功企业已开始退出

市场营销、生产管理

成熟期

市场趋于饱和，销售额难以增长，行业内

部竞争异常激烈，企业间合并、兼并大量

出现，行业由分散走向集中

产品成本控制、市场营销

衰退期
市场萎缩，行业规模缩小，留下的企业越

来越少(夕阳行业)
放弃或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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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4：企业内部环境分析

1.核心竞争力分析

(1)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①关系竞争力；②资源竞争力；③能力竞争力。

(2)核心竞争力的特征

①价值性；②异质性；③延展性；④持久性；⑤难以转移性；⑥难以复制性。

2.价值链分析

价值链由主体活动和辅助活动两部分构成。

3.波士顿矩阵分析

(1)明星：双高，加大投资，扩大产品竞争优势。

(2)瘦狗：双低，清算战略，采取转向或放弃战略。

(3)幼童：市场占有率低，业务增长率高，可进行必要投资，扩大占有率，转变成明星产品；若认为

不能转变成明星产品，应采取放弃战略。

(4)金牛：市场占有率高，业务增长率低，可获得巨大现金流，采取稳定发展战略，保持市场份额。

4.内部因素评价矩阵

考点 5：一体化战略

又称企业整合战略，是指企业有目的地将相互联系密切的经营活动纳入企业体系中，组成一个统一的

经济组织进行全盘控制和调配，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包括：纵向一体化战略、横向一体化战略。

(1)纵向一体化战略：扩大单一业务的经营范围，向后延伸进入原材料供应经营范围，向前延伸可以

直接向最终使用者提供最终产品(沿“供-产-销”产业链垂直发展)。

(2)横向一体化战略：指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巩固企业的市场地位、提高企业竞争优势、

增强企业实力而通过资产纽带或契约方式与相同行业、生产同类产品或工艺相近的企业进行联合的一种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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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考点 6：公司所有者

1.公司的原始所有权

①原始所有权的概念

是出资人(股东)对投入资本的终极所有权，其表现为股权。

2.公司的法人财产权

公司法人财产：是由在公司设立时出资者依法向公司注入的资本金及其增值和公司在经营期间负债所

形成的财产构成。

3.公司财产权能的两次分离

公司财产权能的分离是以公司法人为中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次分离：

(1)原始所有权与法人产权的分离

法人产权：是指公司作为法人对公司财产的排他性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转让权，是一种派

生所有权，是所有权的经济行为。

原始所有权与法人产权的联系与区别：

①原始所有权与法人产权的客体是同一财产，反映的却是不同的经济法律关系。

②原始所有权是股东对投入资本的终极所有权；法人产权是一种派生的所有权，是所有权的经济行

为。

③股东作为原始所有者保留对股票占有的权利；法人则享有对实物资产的占有权利。

④原始所有权体现这一财产最终归谁所有；法人产权则体现这一财产由谁占有、使用和处分。

(2)法人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经营权：是对公司财产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相对于所有权而言的。

考点 7：发起人股东的特点

(1)对公司设立承担责任

①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

②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还本付

息)。

③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股份转让受到一定限制: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3)资格的取得受到一定限制

①自然人作为发起人应当具备完全行为能力。

②法人作为发起人应当是法律上不受限制者。

③发起人的国籍和住所受到一定限制。《公司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 2 人以上 200 人

以下的发起人，其中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考点 8:股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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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东(大)会的出席权、表决权。

(2)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提议权和提案权。

(3)董事、监事的选举权、被选举权。

(4)公司资料的查阅权。

(5)公司股利的分配权。

(6)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权。

(7)出资、股份的转让权。

(8)其他股东转让出资的优先购买权。

(9)公司新增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10)股东诉讼权。

考点 9：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独立董事应当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①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②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③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 5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

④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⑤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⑥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⑦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考点 10：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

1.董事的身份

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产生的形式:

(1)国资监管机构的委派。

(2)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选举。

2.董事会的组成与任期

(1)董事会成员人数：3-13 人(同有限责任公司)。

(2)任期：每届任期不得超过 3 年(同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3)董事会成员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代表由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均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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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场营销与品牌管理

考点 11：市场营销观念

1.传统市场营销观念(以产定销)

(1)生产观念：“我生产什么，就卖什么”。

(2)产品观念：“只要产品质量好，就一定有销路”。

(3)推销观念：“我推销什么，你就买什么”。

2.现代市场营销观念(以销定产)

“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哪里有消费者的需

要，哪里就有营销机会”。

考点 12：定价方法

常用的方法包括：成本导向定价法、需求导向定价法、竞争导向定价法。

(1)成本导向定价法：是一种以产品成本为主要依据的定价方法,包括：成本加成定价法、目标利润定

价法。

①成本加成定价法

公式：产品价格=产品单位成本×(1+加成率)=产品单位成本+产品单位成本×加成率

②目标利润定价法

公式：目标价格=(总成本+目标利润)÷销售量，其中，目标利润=投资额×投资收益率

(2)需求导向定价法：是以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强度和价值感受为基础的定价法,包括：认知价值定价

法、需求差别定价法等。其中，认知价值定价法包括：直接价格评比法、直接认知价值评比法、诊断法。

(3)竞争导向定价法

①随行就市定价法：将本企业某产品价格保持在市场平均水平上。

②竞争价格定价法：企业通过不同营销方法，使同种同质的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不同的产品形

象进而根据自身特点，选取低于或高于竞争者的价格作为本企业产品价格，是一种进攻性的定价方法。

③密封投标定价法：标的物的价格由参与投标的各个企业在相互独立的条件下确定，在买方招标的所

有投标者中，报价最低的投标者通常中标，它的报价就是承包价格。

考点 13：定价策略

1.新产品定价策略

①撇脂定价策略：在新产品上市之初，将价格定得很高，尽可能在短期内赚取高额利润。

②市场渗透定价策略：是一种低价策略，产品上市之初，将价格定得较低,利用物美价廉迅速占领市

场,取得较高市场占有率，以获得较大利润。

③温和定价策略：是一种中价策略，在新产品上市之初，将价格定在高价和低价之间,力求使买卖双

方均感满意。

2.产品组合定价策略

①产品线定价。例如：某服装店经营着高、中、低三种质量的男装，根据三种质量，将这些男装分别

定价为 1280 元、880 元、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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