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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能力倾向测验》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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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管理能力倾向测验(简称 MAT)》的开发满足 了企业改革的需要。企业管理职 

业能力倾向被界定为一种彳卜乎于一般智力和具体的知 识、技能之间的心理特点 MAT主要 考 

察受测者与做好企业管理工作有关的那些影响较广．比较稳定、潜在的．不易受到环境影响的 

能力。MAT包括言语理解．数量关系、逻辑推理、资料分析和思维策略等 5个部分 MAT经过 

两攻预测和题 目筛选，常模样本包括 26个省市的 】49家企业中 2814名中层 以上管理人 员。 

MA T具有 35岁以下和 35岁及 35岁以上两个常模组 。统计结果显示，MA T难度适 当，区分度 

较好 ，结构台理。MAT已经积累了多种效度证据 

关键词 管理，企业 事管理，测验，能力倾向。 

分类号： B841．7 I／ 

1 问题 的提 出 

许多成功的经验揭示出：管理人员的能力关系到企业的命运。由于管理人员需要具 

备综合能力，其评价一直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难点。在深化企业改革过程中，迫切需要 
一 个行之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企业管理人员评价工具。受 国家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 

的委托，从 1994年 7月开始 ，我们开发了《企业管理能力倾向测验 (简称 MAT)》 MAT的 

研制开发过程见图 1。 

在开发 MAT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企业管理人员经常性地从事哪些活动，承担哪些责 

任。我们注意到一些研究者围绕管理人员所从事的活动和所承担的责任问题进行了研究， 

认为管理者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制订政策、编制计划、执行决定、组织作业、对外联系、协调 

关系、以身作则、奖罚下属、保持动力使工作得以完成、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新情况做出 

反应．满足新的需求等“-。 。我们注意到一些研究者围绕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哪些心理能力问 

题进行了研究，提出管理者应该具备一般心理能力、言语能力 数量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专 

” 本文初稿收到日期：1998~)2一Il，修改稿收到 日期 1998~37一lo。 

·《企业管理能力倾向测驻》课题组成员包括谢小庆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课题组长)、刘远我(人事部考试中心)、 

顾穗希 (北京四中)．李褚巷{北京大学附中)．韩飞麟{人事都考试中心)．夏文峰 {̂ 事部考试录用司) 阎巩固(北京师 

范大学)．洪炜 (北京医科大学) 程超 (人事部考试录用司)．张治灿 (科学院心理所)。本文 由谢小庆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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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知识、广泛的兴趣、决策能力、创造性、进取心等等 ”】。 

2 企 业管理职 业能力倾 向的界定 

开发 MAT的直接目的是选拔具有管理潜力的企业管理人 

员，最终 目的是为企业带来效益 为了达到目的，必颓根据工作 

分析的结果来确定测验的内容 l995年 8月 31日和 9月 22日 

找们组织了两次专家咨询会，与会学者和企业管理者们在对企 

业管理工作认真分析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一致认为，对于企业 

管理工作来说，言语理解能力、推理能力、数量关系理解能力、口 

头表达能力等最为重要。就各种不同能力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 

程度问题，我们面 向 3O多位企业中层管理人员进行 了问卷调 

查。结果表明，认为言语理解、推理能力和数量关系理解能力非 

常重要的人 占 85％ 以上。 

在文献调研和工作分析基础之上，我们将企业管理职业能 

文献调研 工作分析 
＼  ／ 

能力倾 向界定 
l 

确定测验结构 
l 

确定题型 
l 

测验编制 
l 

第 一次预测 

题 目筛选 
l 

第二穗预测 
l 

题 目修改 
l 

测验定藕 
l 

常模取样 

测验标准化 
l 

使用中进一步完善 

图l 《企业管理职业能力倾 

向测验》的研制开发过程 

力倾 向界定为一种介乎于一般智力和具体的知识、技能之间的心理特点。能力倾 向不同 

于智力，智力几乎影响列人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一般说来，管理人员应该具有较高的智 

力。但更重要的是具有那些成功从事管理工作的心理特点。能力倾向也不同于知识、技 

能。在心理学中，能力和知识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知识 

的积累，但能力不等于简单的知识积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 读书不少、能力不高 

的“书呆子 。能力与知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影响面。知识仅仅影响到一个人 

在有限领域 中的活动，例如，光学知识仅仅影响一个人解决有关光学方面的问题，对他在 

其他方面的活动影响并不大；能力则影响到人在较广领域中的活动，例如，逻辑推理能力 

影响到一个人的多种活动。②变化速度 相对来说，知识是一种 陕变量 ，既可能通过强 

化训练而获得，也可能由于遗忘而失去。能力则是一种 慢变量 ，能力的形成过程恰似 

“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 ，能力一旦形成则一般不会失去。③潜力。知识反映的是一个人的 

当前已有水平，关注的是“他现在能做什么? ；能力反映的则是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关注的 

是 他可能做什么? 

MAT主要考察受测者与做好企业管理工作有关的那些影响较广、比较稳定、潜在的能力。 

由于采用了客观化选择题 的形式并以计算机阅卷，MAT表现出实用性 的特点。这一 

特点决定了 MAT的适用范围。MAT仅仅能够被用来评价能力倾 向，仅仅能够被用于“粗 

筛 的 目的，仅仅是评价“胜任能力 的一种参考。MAT不具有峰 优 的功能，不能仅靠 

MAT来评价胜任能力 我们认为，能力倾 向不同于 胜任能力 (competence) 。企业管理 

的胜任能力是非常复杂的能力，通常是不可能仅靠纸笔 的、客观化的、以计算机阅卷 的测 

验来评价，需要通过历史审查 、业绩评估、面谈、评价中心技术等多种途径来评价 能力倾 

向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胜任能力则是一种现实性 

3 研究过程 

理解力、想象力、记忆力、感染力、判断力、创造力、洞察-力、领悟力、自制力⋯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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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与企 业管理能力有关 几乎每一个动词后面加一个“力 或 能力 都可以构成一种 

与企业管理有关的能力。世界上的化合物数以百万计，但构成这些化合物的基本元素的 

数量却不过百余种 与此相仿，与企业管理有关的能力变量虽然很多 ，但基本因素是有限 

的。决策能力、感染能力等复杂能力是由言语、计算等基本能力因素构成的。我们需要从 

无法计数的能力变量中找出那些基本的因素，并以这些基本因素作为测验的主要 内容 

许多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围绕职业能力问题进行了研究，分别提出了一些非常接近 

的看法。这些研究揭示出，影响职业成功的主要因素包括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判断推理、 

知觉速度、知觉准确性、机械推理、空间关系、拼写、言语运用、动作协调、手指灵活、手臂灵 

活等 方 面。这些研究结 果体 现在 由美 国心理公 司 出版 的《特 殊 职业能力 倾 向测验 

(Deferential Aptitude Test,DAT)》、由美国就业服务中心编制的《一般能力倾向测验系列 

(General Apfirude Test Battery，GATB)》等应用广泛的测验中⋯ 。 

在 MAT的开发过程 中，参考了 DAT、GATB等测验 由于应用 目的不同，MAT不可 

能模仿这些测验。对于企业管理工作来说，机械推理、空问关系、手指灵活等因素并不重 

要。结合工作分析的结果，我们认为，与企业管理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是言语理解 ．数量 

关系和逻辑推理。在测验内容的确定时，我们在三种基本能力之外增加了资料分析和思 

维策略两个部分。资料分析和思维策略是复合能力，不属于基本能力因素 增加这两个部 

分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对于企业管理人员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种能力变量；第 

二，这两种能力可以通过客观化纸笔测验方式进行考察。尽管创造力、组织能力等对于企 

业管理也很重要，但无法以客观方式进行测量，因此，不能包含在 MA T之中 

于是，MAT包括 5个部分：言语理解、数量关系、逻辑推理、资料分析和思维策略。据 

此，编写出详细的测验计划，组织专家编写出包含 120题的 MAT1．0版。MA T的题目完全 

是 自己编制，在试题的编制过程中注意到试卷的 表面效度 ，在素材选择上注意了结合中 

国企业的实际工作。MAT1．0版于 1995年 3月施测于上海柴油机厂等 6个企业，共计 405 

人。根据对预测结果的统计分析，修订出包括 100题的 MAT1．1版。1996年 8月，我们将 

表1 MAT的构成 

分测验 题散 时艰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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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1．1版施测于天津、内蒙、宁夏、广西的 24家企业的424名管理人员和 471名工人 根 

据这次施测的统计分析结果，我们对个别题 目进行了调整和修改，编制出 MAT2．1版。 

MAT2．1版的结构如表 1。 

1997年 3月我们开始正式的常模取样工作，将 MAT2．1版施测于 26个省市的 149家 

企业的近 3000名管理人员，获得了28l4个有效数据 常模取样对象为企业中层管理者， 

文化程度大专以上，年龄在 5O岁以下 在取样 时考虑的因素包括：地 区(兼顾沿海 和内 

地)、行业类别 (工业和商贸)、企业性质 (国有、三资、乡镇)、企 业规模 (大型、中型)和管理 

类别 (生产技术、财务、营销、行政等)。考虑到 MAT成绩存在着年龄差距 ，我们分别建立 

了 35岁以下常模组和 35岁以上(含 35岁)常模组。 

4 主要 的研究 结果 

4．1 题 目分析 题 目分析的汇总结果见表 2。表 2中汇总了 MAT2．1版的备择选项、难度 

和区分度的统计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由于经过两次预测和题 目筛选，题 目总体质量是 

较好的。全卷难度 O 486，较好地实现了预期的中等难度，略微偏难一些。需要改进的备择 

选项仅占全部备择选项的 4％；过难的题目(P<．2)有 5题，过于容易的题 目(P>．8)有 3 

题，区分度较低的题 目(D<．2)仅有 1题 

表2 题 目分析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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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中可以看到，MAT2．1版的全卷 a系数为 0 877。思维策略部分的 a系数较低 ， 

4_3 试卷结构分析 各个分测验之间的相关矩阵见表 4 从表4可以看 出，各个分测验之 

间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最高为．6055，最低为．3105。这一结果符合测验编制的期望 如果 

各个分测验之间相关太低，说明测验测量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能力，而不是围绕着我们所 

关心的 企业管理职业能力倾向 ；如果测验之问的相关太高，则表明分测验所测量的能力 

互相重合，有些分测验可能并非必要 或者说，整个测验的能力覆盖面不够宽 

表4 各个部分之问的相关 (n=28 14) 

4．4 分数分布 总分的分数分布见图 2 

50D 

400 

300 

加 0 

1口口 

D 

15 0 25 0 35 0 45 0 55 0 85 0 75 0 

原始丹 

图2 总舟舟数分布 

从分数分布图可以直观地看出，MAT的难度适 

中，常模样组表现出很理想的正态分布 

4．5 一些有关的效度资料 

在国外的企业人事管理中，通常根据企 

业的具体情况选用一般智力、能力倾 向和个 

性测验，没有类似 MAT的企 业管理能力倾 

向测验 ]。从这个方面讲，编制 MAT是一 

种新的尝试 因此，没有可以直接进行 比较 

的权威测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几 

个方面来为 MAT提供效度支持。 

测验成绩 与学历的相 关可 以成为一种 

关于考试效度的证据 就某一个人而言，高 

学历并不意味着高素质，同样，低学历也并不意味着低 素质。但是就一个较大的群体而 

言，学历与能力之间应该具有正相关 否则，教育就失去了意义。学历与测验总分之间的 

相关为．4875(n=2668)，这可以成为 MAT的一种效度支持 

不同工作职责类别的 比较结果见表 5 可以看出，技术研究与设计人员和生产制造人 

员的平均分数较高，分别为 48．66和 46 30，维修 与保管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平均分数最低， 

分别为 41．68和 39．1 1，这一结果，符合一般 的经验估计 

不同企业性质的比较结果见表 6。可以看出，私营企业中管理人员的平均分数最高， 

达到 51．5278，集体 与乡镇企业中管理人员的平均分数最低，只有 40 9126 这一结果，符合 
一 般的经验估计。 

不同行业类型的比较结果见表 7。可以看出，制造企业中管理人员的平均分数最高， 

达到 46 0418，商贸企业 中管理人员的平均分数最低，只有 38 733l。这一结果，符台一般的 

经验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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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有企业 

资股份 企业 

998 9 2505 19 21 84 6 8878 5 0621 3 8898 

721 9 3245 19 4632 7l914 5 0902 4 0680 

私营企业 36 IO 1944 22 0556 9 0556 5 8611 4 36 

44 3086 

451373 

5】5278 

集体 }镇企业 366 8．4945 17 2760 6 7596 4．6421 3 7404 40 9126 

不同企业规模的 比较结果见表 8 可以看出，企业规模 与管理人员的平均分数成正 

比 特大型企业 中管理人员的平均分数最高，达到 45．6458，小型企业中管理人员的平均 

分数最低，只有 41 6306，这一结果，符合一般的经验估计。 

表8 不同企业规模的比较 (单位：分 ) 

来 自北京西单商场集 团、牡丹电子集团公司、：ILL集团公司等试点企业的反馈显示 

测试结果与他们对企业后备干部的了解基本一致 

5讨 论 

5．1 MAT的特点 与一般的知识性考试相比，MAT．~有下列几方面的突出特点；①注意 

考察能力倾向而不是知识技能。后者着眼于受测者“现在能干什／厶事情 ；前者着跟于受 

测者经过一定的学习和训练以后“可能干什么事情 。②注意考察实际的工作能力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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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试的准备程度，不容易受到突击准备和强化辅导的影响。⑧注意控制对记忆力 的考 

察在考试中的比重 ④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 套装式 研究表明，在诸多的管理人员评价 

方式中，预测效度最好的方式是由专业人员进行的综合评价_4_ (第 l03页)发达国家的人 

事管理咨询公司在进行管理人员评价时，一般 由专家根 据具体情况选用成熟的智力、推 

理 言语、数量等测验，进行 组装”，并结合简历审查、面谈、评 价中心技术等做出综合评 

价 这种效度较高的评价方式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大批 的专家，一是可供选择的成熟测 

验 这两个条件今天 中国都不具备 为了满足今天企业人事管理科学化的需要，我们开发 

了具有 套装 特点的 MAT。MAT对专业人员依赖较少，便于操作，便于解释。从文献调 

研 中我们没有发现国外有类似的测验。 

5．2 思维策略的口系数较低 从表 3中可以看出，思维策略的 系数较低 根据设计思 

想，资料分析与思维策略两部分所考察的是复合能力而不是基本能力。 系数是一种反映 

测验 同质性的指标 思维策略部分本身不是一个同质的测验，它所考察的是较复杂的综 

合能力。因此， 系数可能较低 

6 结 论 

MAT主要考察与做好企业管理工作有关的那些影响较广 比较稳定．潜在的 不易受 

到环境影响的能力 3年中，经过两次预测和题 目筛选，MAT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较好操作 

性的企业管理人员评价工具。常模样本包括 26个省市 149家企业中 28l4名中层以上管 

理人员。MA T具有 35岁以下和 35岁及 35岁以上两个常模组。统计结果显示，MA T难度 

适 当，区分度较好，结构合理。MAT成绩与学历之间相关 不同工作职责、不同企业性质、 

不同行业类型、不 同企业规模的比较结果和来 自试点企业的反馈意见为 MA T提供了效度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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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NAGEM ENT APTITUDE TE r F0R M ANAGER 

EVALUAT10N IN BUSINEss 

Research Group for M anagement Aptitude Test 

(Personnel M~nistry E．v~minalion Au~or ，Beoing, 100054) 

Abstract 

s is a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Aptitude Test fMAT)． 

Management aptitude was defined as a kind of mental trait which covers a wide range 

of  acfivity， which is a stable potential ability less infRenced by instruction
． MAT 

SCOre reflects the potential aptitude rather than  realistic achievement, reflects the 

authenfic m an agement competency rather tha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est
,
reflects the 

reasoning proficiency rather than  the memory of certain content of knowledge
．
Test 

items were pre—tested and revised twice in l995 and 1996．There were 28l4 middle 

managers from 149 enterprises in 26 provinces of this counn in nolTn sample
．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fficulty an d discrimi nate of MAT were acceptable
．  

Kinds of evidences supported tIle validity of MAT 

Key words man agement,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business，test, aptitude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