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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8/2021_2022_MBA_E9_80

_BB_E8_BE_91_E8_c70_108797.htm 直接推论型 这种类型MBA

逻辑试题的特点是题干给出若干前提或条件，要考生确定五

个选项中哪个是题干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里涉及到推理的

基本知识。对于一个推理来说，我们用p表示其前提，q表示

其结论，如果前提p和结论q具有这样的关系：p真则q一定真

；q假则p一定假；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可能出现p真而q假

的情况，我们就说该推理形式是有效的。因此，只要推理形

式是有效的，那么前提为真即可保证结论为真。反之，如果

结论为假，那就表明或者前提假或者推理形式无效（不排除

既前提假又推理形式无效）；如果结论为假，同时我们又知

道其推理形式是有效的，那么前提中至少有一个命题为假；

如果结论为假，同时我们又知道前提为真，那么其推理形式

一定是无效的。 在这种类型试题中，较多地涉及充分条件假

言命题和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熟悉条件命题的基本知识，对

于解答此类试题是十分必要的。例如： 大嘴鲈鱼只在有鲦鱼

出现在河中长有浮藻的水域里生活。漠亚河中没有大嘴鲈鱼

。 从上述断定能得出以下哪项结论？ (1)鲦鱼只在长有浮藻的

河中才能发现。 (2)漠亚河中既没有浮藻，又发现不了鲦鱼。

(3)如果在漠亚河中发现了鲦鱼，则其中肯定不会有浮藻。 A.

只有(1)。 B.只有(2)。 C.只有(3)。 D.只有(1)和(2)。 E.(1)

、(2)和(3)都不是。 题干中“大嘴鲈鱼只在有鲦鱼出现的河中

长有浮藻的水域里生活”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其

规范的表达应该是： 只有在鲦鱼出现并长有浮藻的水域里，



才有大嘴鲈鱼。 其具有 只有p，才q 的逻辑形式（只不过它

的前件是一个联言命题）。对于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只有p，

才q”来说，前件p是后件q的必要条件，即无p就一定无q，因

此否定前件p,就可以否定后件q。根据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

转换关系，前件p是后件q的必要条件，后件q就是前件p的充

分条件，即有q就一定有p，因此肯定后件q,就可以肯定前件p

。这样，否定前件式 只有p，才q；非p，所以，非q。 和肯定

后件式 只有p，才q；q；所以，p。 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两

个有效的推理形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必要条件假言命题

“只有p，才q”，只是表明p是q的必要条件，无p即无q，至

于有了p，是否就一定有q呢？从命本身得不出任何结论，因

此，肯定前件p，对于必要条件假言推理来说，就没有任何意

义；此外，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只有p，才q”，只是表明后

件q是前件p的充分条件，有q即有p，至于没有q，是否就一定

没有p呢？从命题本身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否定后件q，

对于必要条件假言推理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 明确了必要

条件假言命题的基本知识后，解答这道试题就比较容易了

。(1)“鲦鱼只在长有浮藻的河中才能发现”，(2)“漠亚河中

既没有浮藻，又发现不了鲦鱼”，(3)“如果在漠亚河中发现

了鲦鱼，则其中肯定不会有浮藻”均不能作为题干的结论。 

因为题干在进行必要条件假言推理时，使用了否定后件的方

式，而我们知道，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的无效的

推理式，据此我们对前件不能作任何断定。例如： 如果新产

品的找开了销路，则本企业今年就能实现转亏为盈。 只有引

进新的生产线或者对现有设备实行有效的改造，新产品才能

打开销路。 本企业今年没能实现转亏为盈。 如果上述断定是



真的，则以下哪项也一定是真的？ (1)新产品没能打开销路。

(2)没引进新的生产线。 (3)对现有设备没实行有效的改造。

A.只有(1)。 B.只有(2)。 C.只有(3)。 D.(1)、(2)和(3)。 E.(1)

、(2)和(3)都不必定是真的。 这道试题的第一个命题“如果新

产品打开了销路，则本企业今年就能实现转亏为盈”是充分

条件假言命题，其形式为： 如果p，那么q。 对于充分条件假

言命题“如果p，那么q”来说，前件p是后件q的充分条件，

即有p就一定有q，所以肯定前件p，就可以肯定后件q。根据

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转换关系，前件p是后件q的充分条件

，后件q就是前件p的必要条件，即无q就一定无p，所以否定

后件q，就可以否定前件p。这样，肯定前件式 如果p，那么q.

p，所以，q。 和否定后件式 如果p，那么q.非q，所以，非p

。 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两个有效的推理形式。特别需要注

意的是，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如果p，那么q”，只是表明p

是q的充分条件，有p即有q，至于没有p，是否就一定没有q呢

？从命题本身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否定前件p，对于充分

条件假言推理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此外，充分条件假言

命题“如果p，那么q”，只是表明后件q是前件p的必要条件

，无q即无p，至于有了q，是否就一定有p呢？从命题本身得

不出任何结论，因此，肯定后件q，对于充分条件假言推理来

说，就没有任何意义。 明确了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和必要条件

假言命题的基本知识后，解答这道试题就比较容易了。题干

的第一个命题“如果新产品打开了销路，则本企业今年就能

实现转亏为盈”与第三个命题“本企业今年没能实现转亏为

盈”构成了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这是一个有效

的推理式，可得出结论“(1)新产品没有打开销路”；把“(1)



新产品没能打开销路”和题干的第二个命题“只有引进新的

生产线或者对现有设备实行有效的改造，新产品才能打开销

路”结合起来，构成的则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

，而我们知道，对必要条件假言命题来说，否定后件是没有

意义的，据此我们不能对前件作出任何断定，所以“(2)没引

进新的生产线”和“(3)对现有设备没实行有效的改造”都不

能作为题干的逻辑结论。 以条件命题为基础，MBA逻辑试题

还能变化出较为复杂的形式。例如： 如果飞行员严格遵守操

作规程，并且飞机在起飞前经过严格的例行技术检验，那么

，飞机就就不会失事，除非出现例如劫机这样的特殊意外。

这架波音747在金沙岛上空失事。 如果上述断定是真的，则以

下哪项也一定是真的？ A.如果失事时无特殊意外发生，则飞

行员一定没有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且飞机在起飞前没有经

过严格的例行技术检验。 B.如果失事时有特殊意外发生，则

飞行员一定严格遵守了操作规程，并且飞机在起飞前经过了

严格的例行技术检验。 C.如果飞行员没有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并且飞机起飞前没有经过严格的例行技术检验，则失事时

一定没有特殊意义发生。 D.如果失事时没有特殊意外发生，

则可得出结论：只要飞机失事的原因是飞机员没有严格遵守

操作规程，那么飞机在起飞前一定经过了严格的例行技术检

验。 E.如果失事时没有特殊意外发生，则可得出结论：只要

飞机失事的原因不是飞机在起飞前没有经过严格的例行技术

检验，那么一定是飞行员没有严格遵守操作规格。 题干中“

如果飞行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且飞机在起飞前经过严格

的例行技术检验，那么，飞机就不会失事”显然是一个充分

条件假言命题，其前件为一个联言命题，后件为单一命题；



而“除非出现例如劫机这样的特殊意外”则表明“不出现特

殊意外”又是上面的充分条件的附加条件。这样一来，从表

面上看问题复杂化了，但实际上只是增加了一个条件而已。

根据其中的逻辑关系，可以确定这个附加条件是“飞机不会

失事”的充分条件之一。于是，题干的表述可以改造、整理

为： 如果不出现特殊意外并且飞行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且

飞机起飞前经过严格的例行技术检验，那么，飞机就不会失

事。这架飞机失事了。 用p表示“不出现特殊意外”，q表示

“飞行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r表示“飞机起飞前经过严格

的例行技术检验”，s表示“飞机不会失事”，那么，可用符

号把题干表示为： 如果p并且q并且r，那么s。非s。 对于充分

条件假言命题“如果p并且q并且r，那么s”来说，只要前件

的三个条件p、q、r都成立，那么，后件s一定成立；而如果

后件s不成立，那就说明前件的三个条件p、q、r中至少有一

个不成立（并不排除其中的两个条件不成立甚至三个条件都

不成立），至于到底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条件不成立，尚需其

他的理由。选项E说明，如果前件中的条件p（不出现特殊意

外）和r（飞机起飞前经过严格的例行技术检验）成立，那么

条件q（飞行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一定不成立，这是正确的

；而选项A、B、C、D在没有充足的理由下，即断言前件中

某个条件成立或某个条件不成立，这是不行的。 上面这道试

题涉及一个基本的推理式即反三段论推理。考虑到反三段论

推理在MBA试题中经常出现，我们在这里对它作一些说明。

反三段论推理的前提为： 如果p并且q，那么r。 然后否定后

件r，根据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就可以否定前件，于

是有非r，所以并非（p并且q）。 这说明前件中的p、q不可能



都为真，其中至少有一个为假（并不排除两个都为假）；当

我们又知道其中的一个比如p为真，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另一

个q为假。于是，可以把反三段论推理完整地表述为： 如果p

并且q，那么r；非r并且p，所以，非q。 直接推论型试题不仅

涉及复合命题推理，有时也涉及直言命题推理。涉及直言命

题推理，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词项之间的关系。词项之间的关

系，是指它们之间的外延关系，包括：等同关系，例如，“

等角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包含关系，例如，“整数

”和“偶数”；包含于关系，例如，“哺乳动物”和“动物

”；交叉关系，例如，“年轻人”和“工人”；反对关系，

例如，“行星”和“恒星”。直言命题就是断定二个词项的

外延关系，例如，“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说是的“金属

”的外延被“导电体”的外延所包含。 直言命题推理的结果

就是形成新的直言命题以明确两个词项之间的外延关系。例

如下面这道试题： 本问题发生在一所学校内。 学校的教授们

中有一些是足球迷。 学校的预算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致要把学

校的足球场改建为一个科贸写字楼，以改善学校收入状况。 

所有的足球迷都反对将学校的足球场改建成科贸写字楼。 如

果以上各句陈述均为真，则下列哪项也必为真？ A.学校所有

的教授都是学校预算委员会的成员。 B.学校有的教授不是学

校预算委员会的成员。 C.学校预算委员会有的成员是足球迷

。 D.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预算员会的成员都是学校的教授。 E.

有的足球迷是学校预算委员会的成员。 为了简明地解答这道

试题，我们用S表示“教授”，M表示“足球迷”，P表示“

学校预算委员会的成员”，R表示“要把学校的足球场改建为

科贸写字楼的人”，再对题干中的直言命题作必要的整理。



则有以下几个前提： （1）有的S是M。 （2）所有的P都是R

。 （3）所有的M都不是R。 既然（2）表明词项P的外延都包

含在R之中，而（3）表明词项M的外延是与R相排斥的，所以

，P的外延与M的外延一定是相排斥的，即“所有的P都不

是M”，亦即“所有的学校预算委员会成员都不是足球迷”

；又，(1)表明词项S的外延与M是交叉的，所以可知与M相重

合的这部分S一定是与P相排斥的，即“有的S不是P”，亦即

“有所教授不是学校预算委员会的成员”，这即是选项B；选

项A一定为假，因为选项B为真；选项C一定为假，因为“所

有的P都不是M”；选项D无从断定其真假；选项E一定为假

，因为“所有的M都不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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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