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年备考公务员五十讲之定义判断重在定义公务员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8D_8A_

E5_B9_B4_E5_A4_87_E8_c26_646311.htm 定义判断是在2002年

开始引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之后就作为逻辑判断中的一类

固定题型稳定下来。在历年国家公务员考试逻辑判断这一部

分中，定义判断的题型最为简单常规，题目数量和出题形式

都鲜有变化，这在屡次推陈出新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可以说

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现象，因此如果能把握“定义判断”的题

型规律无疑对我们做好定义判断是非常有帮助的。 定义判断

的出题模式非常固定，即每道题先给出关于某个概念的定义

，然后分别列出四种情况，要求你依据对定义的理解从中选

出最为符合或最不符合该定义的选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假设这个概念的定义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也就是要

求考生要从给出的定义本身入手进行分析和判断，而不能凭

自己已有的定义、概念去衡量，尤其是当试题的定义与自己

头脑中的定义之间存在差异时，更应当以题目中的定义为准

，而不能“想当然”地来进行答题。 从这里大家可以发现，

定义判断相比起逻辑判断、片段阅读、资料分析等题型来说

，阅读量是很小的，相应地，信息量也比较小，我们所能依

据的只有一个定义，而正确解答对我们的能力要求是一种从

一般推到特殊的演绎能力，也要求我们抓住、抓好定义这个

“纲”，因此把握定义可以说是做好定义判断的重中之重。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定义判断中出现的定义都有哪些特点

。 一、定义一般都较为专业，所属学科五花八门 定义判断中

出现的定义都是比较专业的概念，一些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也



经常见到，但具体的定义却很少有人能准确概括，比如09年

国考中出现过的“隐性广告”、“政府采购”，08年国考中

的“价格垄断”等；还有一些定义比较生僻，比如09年考查

过的“缺陷补偿”、“春化作用”等，这些定义对于很多非

本专业的考生来说很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这就使得考生可以

完全根据定义来进行解答，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考生原有知识

给解题带来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增加了题目的难度。 就定

义所属的学科来说，其涉及的知识可以说上从天文，下到地

理，无所不包。这一方面体现了公务员考试的公平性，因为

公务员考试的考生来自于不同专业，如果过多出现某个专业

的知识就会有失公平；另一方面也符合公务员考试对考生综

合素质考查的要求。但通过笔者对2003年到2009年的国考真

题的细心统计研究，发现公务员考试的定义也并不是完全地

“天马行空”，而是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学科类别，例如法

学、管理学、经济学、科普知识等，具体比例可见下表： 定

义所属学科类别法律管理经济心理科普其他（例如文学、哲

学等）比例（%）36.715.621.11011.15.5注：上表中的比例是根

据03～07年11套国家公务员（其中03～05年均为两套题，其中

有部分试题重复）真题统计得出的。 通过上表中的数字我们

很容易发现，关于法律常识的定义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可以

说是“一支独秀”，因此看到这里可能会“几家欢喜几家愁

”，但是笔者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学法律的同学千万不要

因此就欢欣鼓舞，学其它专业的同学也根本没有必要灰心丧

气。一是因为关于法律知识的定义判断的数量近几年来呈直

线下降的趋势，据笔者统计，03年中法律概念所占比例为70%

，而到07年已经下降到了10%，整个08、09两年甚至都没有出



现关于法律知识的定义判断，尽管这和08、09年常识部分对

法律常识的大量考查不无关系，我们也可以推测今后的公务

员考试中定义判断部分很可能还会涉及法律知识的考查，但

比重绝不会很大，二是定义判断中考查的一般都是比较简单

的法律概念，并不需要非常专业的法律知识，不会因此给考

生带来解答困难。 二、对不同定义需要合理处理原有知识的

影响 尽管定义判断我们是严格依据题中定义来进行分析的，

但是我们做题不可能不受到自己原有知识的干扰。这个影响

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题目定义和自己所了解的没有太大出

入时，那么这种“知识迁移”可以帮助自己快速地找出正确

答案；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有些定义过于抽象和专业，或者出

题人可能有意对其进行了简化，因此可能和考生在脑海中的

固有印象不一致，这时要严格依据题中定义，因为定义判断

的前提就“定义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专业类别对定义判

断的帮助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三、对定义的理解是解题的

关键 定义的陈述，一般都是相当严密的。事件发生的前提条

件、事件成立的必要条件以及陈述的最终落脚点即中心语都

会在定义中给出明确的界定。定义的方法一般可以归纳成“

属 种差”的方法，就是通过解释概念最邻近的“属”的概念

和“种差”来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那么在题中属和种

差都可以作为出题点对考生进行考查，考生要判断选项中的

四种情况是否符合定义，就要注意辨别所给的情况是否与定

义中的属或者种差相同或者不同。而对于属和种差来说，又

可以分为定义的主体、客体、修饰词等许多部分，需要考生

一一鉴别。因为“种差”是某个概念区别于其他的关键，也

是一个定义的核心内容，所以一般考查点都会出现在这一部



分，需要考生注意甄别这些中心语和选项中的几种情况有哪

些异同处，从而得出答案。 例一（2009年国考第72题）： 隐

性广告是指将产品或品牌及其他代表性的视觉符号甚至服务

性内容策略性的融入电影、电视剧或其他电视节目及其他传

播内容中（隐藏于载体并于载体融为一体），使观众在接受

传播内容的同时，不自觉地接受商品或品牌信息，继而达到

广告主所期望的传播目的。 【解析】在上面这个定义中，概

念的“属”没有明确的字眼，整体上指的是一种行为，而这

种行为区别于其它而被称为“隐性广告”主要分为三层，首

先是“将产品或品牌及其他代表性的视觉符号甚至服务性内

容策略性的融入电影、电视剧或其他电视节目及其他传播内

容中（隐藏于载体并于载体融为一体）”，其次是“使观众

在接受传播内容的同时，不自觉地接受商品或品牌信息”，

最后是“达到广告主所期望的传播目的”，这些也就是这个

定义的“种差”。那么对选项进行分析时就要注意选项是否

符合这个定义的“属”和“种差”，如果有一方面不符，就

可以排除了。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隐性广告的是： A．

电视台的转播世界杯足球赛中场休息时播放的某知名饮品的

广告 B．某电子产品生产商赞助拍摄电影，电影播放前播放

该产品广告 C．某知名运动品牌赞助奥运会某国体育代表团

运动员的领奖服 D．某电视台知名女主播穿着某品牌提供的

服装参加亲戚的婚礼 【解析】A项中是在“中场休息时播放

”，因此很明显不符合定义中“融入电影、电视剧或其他电

视节目及其他传播内容中”，B项同理，分析C项发现符合定

义，而D项中是“参加亲戚的婚礼”显然没有“观众”，也

不能“达到广告主所期望的传播目的”，因此与定义不符，



所以应选择C项。 例二（2009年国考第80题）： 政府采购就

是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

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

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

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

对公共采购进行管理的制度。 【解析】这个定义中属是“行

为”，表明政府采购是“行为”的一种，种差为“国家各级

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

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表

明政府采购不同于其它行为的本质特征。二者结合便揭示了

“政府采购”的内涵，即给出了“政府采购”的定义。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后面还对政府采购进行了解释，这

个可以看作是对这个定义的补充，因为很多时候对定义本身

可能在理解上会有困难，因此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会作一些更

为详细的解释，类似于法规出台后的细则与解释，也为我们

解题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要引起注意。这里解释主要是在强

调政府采购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采购”，而不单纯是购买

这种具体行为。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不属于政府采购的是：

A．某市政府规定，单笔超过一定金额的办公用品必须报有

关部门集中采购 B．某市政府为方便市民出行，租用电信公

司的短信平台给市民发送免费短信 C．某县政府为改善当地

教育条件、拨专项资金给某小学翻修校舍，并规定必须严格

按照投标程序进行 D．某市政府通过公开竞标方式选择一家

酒店作为指定接待酒店 【解析】通过分析可以很容易找到C

项中没有“政府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因此很快

得出C项为正确答案。 相关链接公考半年备考五十讲之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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