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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0/2021_2022__E5_85_AC_

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500903.htm 一、定义判断的要素 

定义是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三个部分组成的。被

定义项就是通过定义来揭示其内涵的概念；定义项就是用来

揭示被定义项内涵的概念；联接被定义项和定义项，组成定

义项的概念是定义联项。例如：“意外事件是指因当事人故

意或过失以外的偶然因素而发生的事故”，其中“意外事件

”就是被定义项，“因当事人故意或过失以外的偶然因素而

发生的事故”就是定义项，“是指”就是定义联项。 二、定

义的特征 概念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

涵就是指这个概念的含义，即该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所具

有的本质属性。如“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其中“

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就是商品的内涵。概念的外延就是指

这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的范围，即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

质属性的事务或事物。例如商品的外延就是古今中外的一切

商品。 三、定义判断的逻辑方法 在对定义判断进行解析之前

，首先介绍一下定义的逻辑方法： (一)“属”加“种差”的

定义方法 就是通过揭示概念最邻近的“属”概念和“种差”

来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一般可用公式表示：被定义项=

种差 邻近属概念。具体解释如下：第一，被定义项的邻近属

概念，即比被定义概念范围更大、外延更广的概念，以确定

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属于哪一类事物。第二，被定义项

的种差，即指被定义项的这个种概念与同属于其他同级种概

念在内涵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就是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对



象同其他对象的本质区别。第三，把被定义项同属加种差构

成的定义项用定义联项联结起来，构成完整的定义。 例如：

人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 解析：这是给“人

”下的定义。其中，“人”的属概念是“动物”，确定人是

动物这类事物中的一种；“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是

种差，是将人与其他动物相比较而得出的本质差别；“是”

是定义联项，它把被定义项与定义项(属 种差)联结起来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定义。 (二)四要素分析法 定义中通常包含四项

要素，即主体、对象、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这四项要素可

能全部出现在题干的定义当中，也有可能只出现其中的一项

。但是，根据对这几年公务员考试的命题情况的分析来看，

一般出题人不会把这四个要素同时作为考查点，只是会选择

其中的一项、两项或三项。 1.主体，就是行为或事件的发动

者、当事方，如果选项不能满足定义中对主体条件的要求，

即可排除。 2.对象，是指行为或事件的承受者，被指向者即

某些定义必须针对某些特定的对象，如某些单位和个人。 3.

主观要素，即行为者或事件的当事人主观上具有什么样动机

、意图、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目的。 4.客观要素，指客观上实

施了什么行为，采取了怎样的行为方式，达到了一种什么程

度，造成了一种怎样的结果。 (三)定语中心词分析法 在题干

中没有明显的主体、对象、主观要素或客观要素的情况下，

而且题干中有一连串的定语的情况下，建议采用定语中心词

分析法。中心词表示的是行为或事件的一个大类，也就是逻

辑上的“属”，定语是对中心词的的限制或修饰，使这个大

类进一步缩小、精确化，在逻辑学上我们称之为“种差”。

题目既有可能同时将定语和中心词作为考查点，也有可能中



心词并无特殊之处，题目的考核点重在对定语中所设定的条

件。 以上方法可以分开使用，也可以结合起来使用，其实质

是相同的，仅仅是一种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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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