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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MBA逻辑试题的特点是在题干中构造一种思维的

形式结构，五个可供选择的选项也各自具有一定的形式结构

，让考生加以比较，确定哪个选项的形式结构和题干相同或

相似。 2、主要特征 此类试题大都这样地提出问题“以下哪

项的推理方法（推理形式、形式结构）和题干的最为类似（

相同、相似、相近）？"或者"以下哪项与题干所犯的逻辑错

误近似（相同、相近）？" 3、答题要点 此类试题主要测试考

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为无论题干还是选项所述的都是具体

的判断、推理或论证，其形式结构并不显现出来，所以，能

否从具体的、有不同内容的思维过程中抽象出其形式结构就

成了解答此类试题的关键。解答此类试题，必须注意以下几

方面问题： 答题要点一：不能拘泥于思维的具体内容，而是

要舍弃思维的具体内容，紧紧抓住体现在具体思维过程中的

形式结构。对于不同的思维过程来说，尽管它们的思维内容

是完全不同的，却可以有着相同的形式结构。 例如： 一个数

只有能被2整除，才能被4整除；一个物体只有导电，才能是

金属。 第一个命题说的是数学问题，第二个问题说的是物理

学的问题，但不难看出，它们有着共同的形式结构：只有p，

才q。 答题要点二：不必考虑题干和选项中的命题是否为真

、所涉及的推理是否有效、所进行的论证是否成立，而仅仅

比较两个思维过程的形式结构是否相同或相似。 例如： 如果

铜能导电，那么2是奇数；如果天下雨，那么地面湿。 尽管



第一个命题为假，第二个命题为真，但不妨碍它们的命题形

式是相同的，因为它们的形式都是：如果p，那么q。 答题要

点三：必须对推理的种类有大致的了解，不同种类的推理在

形式结构上当然就是不相同的。推理从总体上可以分为演泽

推理、类比推理和归纳推理。其中演绎推理可大致分为复合

命题推理和三段论推理；归纳推理可分为完全归纳推理和不

完全归纳推理（简单枚举推理）。对于复合命题推理来说，

又可根据所使用的主要命题的性质，分为联言推理、选言推

理、假言推理、复杂命题推理等。 例如 如果某人是凶手，那

么案发时他一定在犯罪现场； 某人案发时不在犯罪现场，所

以他不是凶手。 我国的新疆地区和苏联的高加索地区在土壤

、气温、光照、降雨量方面大致相同，既然高加索地区能够

种植长绒棉，那么，我国的新疆地区也可以种植长绒棉。 对

某厂生产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查，第一秕产品抽样检查的产品

是合格的，第二批产品抽样检查的产品也是合格的，由此断

言，该厂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是合格的。 第一个推理属于演绎

推理，是演绎推理中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第二个推理是类

比推理；第三个推理是归纳推理，是归纳推理中的不完全归

纳推理。由于这三个推理的种类不同，它们的形式结构也就

是不相同的。 答题要点四：对每一种类的推理（主要指演绎

推理）所使用的推理式还要作进一步的考查。尽管二个推理

都属于同一种类的推理，但由于所使用的推理式不同，它们

的形式结构仍是不相同的。 例如： 只有小王去图书馆，小李

才去图书馆；小王去了图书馆，所以小李也去了图书馆。 只

有年满18岁，才有选举权；张某有选举权，所以张某年满18

岁。 这两个推理都属于演绎推理中的假言推理，并且都属于



假言推理中必要条件假言推理，但这两个推理的形式结构却

不相同，因为第一个推理使用的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

前件式，而第二个推理使用的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后

件式。 又例如： 凡真理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进化论是真理

，所以，进化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所有的偶数都是能被2

整除的。5不是偶数，所以，5不能被2整除。 尽管这两个推理

都属于三段论推理，并且又都属于三段论推理的第一格，但

它们的推理形式仍是不相同的，因为第一个推理的小前提和

结论都是肯定命题，是第一格中的AAA式，而第二个推理的

小前提和结论都是否定命题，是第一格中的AEE式。既然两

个推理所使用的推理式不同，它们的形式结构也就是不相同

的。 掌握以上四个要点，应该说，解决此种类型的试题，就

有了相当大的把握。但对有的试题来说，由于其题干和选项

涉及的命题较多，推理形式较为复杂，仅凭直观难以把握其

形式结构，这时采用符号的方法加以刻画，就可以避免自然

语言中不可避免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使其形式结构清晰化，

比较起来就更为简便和准确。而要使用符号刻画思维过程中

的形式结构，往往需要对用自然语言表达的思维过程进行必

要的整理，即舍弃没有逻辑意义的内容，紧紧抓住其中的逻

辑关系，选用恰当的逻辑联结词和符号将其表示为规范的推

理式。例如某道试题的题干为： 有一位改革人士说，凡是效

益好的国有企业，都拥有充足的自有资金；而那些效益不好

的国有企业，都是债务负担过重，根本没有自有资金。他建

议给每一个国有企业补足自有资金，那么就不会再有亏损的

国有企业了。 显然，这位改革人士的论述实质上是一个推理

，经过必要的整理，其推理中的逻辑关系为： 如果一个国有



企业的效益好，那么它就有充足的自有资金；所以，国有企

业有了充足的自有资金，那么该国有企业的效益就会好。用

“p”表示“国有企业的效益好”，用“q”表示“该企业有

充足的自有资金”，则上面的推理的形式结构即为： 如果p

，那么q；q,所以p。 这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后件式（

依据推理规则判定，这是一个无效的推理式，但在这里不考

虑该推理式是否有效），据此，就可以与选项的形式结构加

以比较。该试题有这样一个选项： 因为地而湿，所以下雨了

。 乍看上去，这个选项的形式结构与题干的不大一样，但我

们分析一下其中的逻辑关系，就可把它整理为： 如果天下雨

，那么地面湿；地面湿，所以天下雨了。 经过这样的整理，

我们就知道其推理形式是：如果，那么；所以。由此，我们

可以准确地判定，该选项的形式结构与题干的相同或类似。 

当然，在具体的解题过程中，可以不作类似上面那样的整理

，也不必使用符合的方法加以刻画，就可以很快地判断出两

个思维过程是否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形式结构。而达到这样熟

能生巧的程度，是掌握了必要的逻辑知识，经过了一定的思

维训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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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