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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C_9A_c74_644828.htm 虽然会计硕士逻辑试题千变万

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经仔细研究和全面比较历届考题，发

现大部分试题类型是不断重复出现的，从中可以断定会计硕

士逻辑试题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套路，这里把历届考题按题目

的表现形式或解题方法划分为十八种基本套路。如果考生能

熟练掌握这些套路特点，在遇到同类问题时，一定有助于尽

快理清思路，找到正确答案，从而在考场上能得心应手。现

把会计硕士逻辑考试十八套路简介如下（详细介绍及大量例

题请参阅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版《会计硕士联考300

分奇迹》）。 一、直接推断型 这类题型的具体形式是：以题

干为前提，要求在选项中确定合乎逻辑的结论；或者，从题

干出发，不可能推出什么样的结论。其实，解决这类简单推

理或直接推断型考题，考生只需运用日常逻辑推理就可以找

到答案，几乎没有什么技巧可言，这类题型中很多属于送分

题，一般可在十秒中内解决。 二、综合推断型 此类考题表面

无统一特征，只是比直接推断型要复杂些，当然所谓复杂，

其实并不很复杂，只是要多绕些弯而已。这种试题通常在题

干中给出若干条件，要求考生从这些条件中合乎逻辑推出某

种结论。这类题型很多涉及复合判断推理，特别是对假言、

联言和选言等推理的综合运用。 三、对当关系型 直言判断及

对当关系是最基本的一个逻辑知识点（这里，我们把模态命

题及其推理也归入其中）。这类试题的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

样，但近几年在会计硕士逻辑考试中出现的次数有减少的趋



势。解这类题型，要注意的是解题时千万不能以个人经验或

专业知识为依据，关键是一定要从题干给出的内容出发，从

中抽象出同属于对当关系的逻辑形式，根据对当关系来分析

判断。 四、加强支持型 在会计硕士逻辑考试中，围绕前提和

结论之间的支持或反驳关系，设计了多种形式的考题，主要

有加强前提型和削弱结论型。加强支持型考题解题思路是，

要注意寻找与题干一致的选项。而如果是最不能加强型，当

然与题干相矛盾或不一致的选项就最不能加强了。应该说，

加强支持型和削弱质疑型是密切相关的，不论加强还是削弱

，题干的选项都必须首先与题干相关，紧扣题干，与题干不

相干、不一致的选项都不能加强题干，也不能削弱题干。 五

、削弱质疑型 削弱质疑型是会计硕士逻辑考试的一个重点，

归结为此类题型的考题是数量是最大的。削弱题型的解题关

键是首先应明确原文的推理关系，即什么是前提，什么是结

论；在此基础上，寻找削弱的基本方向是针对前提、结论还

是论证本身。具体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理，比如：类型

一，直接反对原因，即直接说明原文推理的前提不正确，就

达到推翻结论的目的；类型二，指出存在其他可能解释，原

文以一个事实、研究、发现或一系列数据为前提推出一个解

释上述事实或数据的结论，要削弱这个结论，就可以通过指

出由其他可能来解释原文事实；类型三，原文认为A不是导

致B的原因，要对其进行削弱，就可以指出A是B的间接原因

，即指出A通过导致C而间接的导致了B。 六、传递排序型 传

递排序型其实是会计硕士逻辑考题中比较简单的一种类型，

这类题型一般在题干部分给出不同对象之间的若干个两两对

比的结果，要求从中推出具体的排序。解这类题型的主要思



路是要把所给条件抽象成最简单的排序形式。 七、数字陷阱

型 数字陷阱型考题出现的也不少，隐藏在"精确"数字背后的

陷阱有如下几种：一是平均数陷阱，在对平均数的模糊理解

做文章；二是百分比陷阱，一般题干仅提供两种事物的某种

比率就比较出两种事物的结果，其实其陷阱就在于该百分比

所赖以计算出来的基数是不同的；三是错误比较，或者不设

定供比较的对象，不设定比较的根据或基础，因此，表面上

在进行比较，实际上根本就不能比较。 八、真话假话型 把这

类考题根据题目的表现形式归结为真话假话型，这是一种通

俗的说法，其本质是涉及了逻辑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

、排中律）。解决这类问题的突破口往往是运用对当关系等

逻辑知识在所有叙述中找出有互相矛盾的判断，从而必知其

一真一假。要注意的是：有时两个命题虽然不是矛盾的，但

互相反对（或下反对），即不能同真（或不能同假），那就

可以推出两个判断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或者至少有一个是

真的），这也同样是解题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前8次

考试中，多次出现此题型，但最新考试中已不见了它的踪影

。不过，考生仍应多加兼备，因为此类考题实在是容易命题

。 九、假言推理型 假言命题及推理型考题，主要是考察充分

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区分及具体运用，这是逻辑考试中一个常

考的点。具体要熟悉：（1）推理的传递性(A推出B,B推出C,

则A能推出C)；（2）不可逆性(重要的考点,A推出B,B真,推不

出A真)；（3）逆否命题（A推出B,则非B推出非A）。如果已

知条件很多很乱的问题时，要迅速找到答案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要同时考虑已知条件和选项，在理解了已知条件的基

础上迅速浏览选项，从两头推理，从而尽快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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