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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649022.htm 1.种属关系 也称包含

关系，是物种和所属的关系，是一个概念的外延包含并大于

另一个概念外延范围，也可以认为是大类和小类的关系。其

逆向关系是包含于关系。在类比推理应试中，要注意先后顺

序的区别。如老鼠和哺乳动物，老鼠的属是哺乳动物.再如教

科书和书籍，教科书的外延包含于书籍的外延范围内。 2.分

解关系(构成关系) 分解关系是对合成事物拆分后构成的关系

，即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如：“汽车”与“汽车轮胎”、“

国家”与“城市”等，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汽车和汽车轮胎

之间是分解关系，因为相对于汽车轮胎来说汽车是一个整体

，而汽车轮胎只是汽车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所以构成了整体

和部分的分解关系.反之，汽车轮胎和汽车之间就是构成关系

，因为汽车轮胎这个部分在前，而汽车这个整体在后。我们

也可以把这种关系进一步引申为组成关系、原料与产品的关

系，如粘土∶瓷器，石灰石∶石灰膏等。 3.并列关系(同义、

近义、同类) 这里的并列关系是指逻辑反对关系。概括地说，

并列关系可分为同级并列和非同级并列。同级并列的两个概

念的临近属概念相同，如∶“冰箱∶电视”，它们的临近属

概念都是“家用电器”。与“计算机∶菜刀”比较，前者是

同级并列，后者则是非同级并列，要参照具体语言环境分析

断定。试题中，通常考查同级并列关系。但是，在选项中，

会出现非同级并列概念的干扰，注意区分。而同一关系则是

进一步把这种并列关系的范围缩小了，但在关系上仍然可认



为是并列的，如妈妈和母亲，大鲵与娃娃鱼。 因此，通常清

况下我们把同义、近义、同类、同一等等关系都归为并列关

系，也就是它们在同一个所属下是两个同级的种。严格说来

矛盾关系也应看作一种并列关系，但是为了做题和讲解的特

殊需要，我们把矛盾关系单列讲解。 4.矛盾关系(相对关系) 

这种关系应该属于并列关系的一个很特殊的类，在各类试题

中经常遇到，所以我们有必要重点讲解一下。所谓矛盾关系

，就是我们所说的对立关系，也就是在同一个所属下的两类

事物或者词语的相对或相反关系。比如“美丽和丑陋”，这

两个词语都是对外在视觉的描述词语，属于同一个属类，而

他们又是相互反义的，即为相对关系。 5.互补关系 互补关系

不同于并列关系，它是指两个相互组合才能构成一个整体或

者一个完整的事物或现象的关系。比如我们常见的“羽毛球

和羽毛球拍”、“网球和网球拍”、“秤杆和秤砣”等等，

如果只存在一个词语或者事物的话，那么对于实现它的整体

功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两个事物或者词语相互组合才能构

成一个整体，不然就不可能实现其存在的价值或者功能。 6.

场所关系 场所关系主要是指事物和其所处的场所关系，这种

关系是公考试题中很常见的一种考查关系。场所关系的范围

极其广泛，现实中的很多场景都反映的是场所关系。如“汽

车和马路”、“公共汽车和售票员”、“工人和工厂”等等

，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场所关系。但是在我们的试题中，特别

是浙江省考的题目会经常遇到一些抽象的场所关系，比如“

子弹和枪膛”、“炮弹和炮筒”等等也是场所关系。 7.主谓

宾关系(主动客关系) 也就是指主体、动词和客体的关系，主

体一般是关系和动作的发出者或者主动者，动词是具体表明



主体动作的范围和形象化，客体则是关系或者动作的接受者

或者被动者。举个简单的例子：“小刚打篮球”，这个例子

中，“小刚和篮球”构成了主客或者主宾关系，“小刚和打

”构成了主动或者主谓关系，“打和篮球”就构成了动宾或

者谓宾关系。 8.属性关系 属性是事物具有的某些性质或者功

能。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本质属性是事物固有的属

性，具有必然性。如“月亮对于月食”，“光对于亮”等。

非本质属性如“苹果和红色”，解释为苹果可以是红色的也

可以不是红色的。进一步讲，这种属性关系可以抽象化，引

申出一种代表关系来，如“红灯∶停止”，“莲子∶爱慕”

等，这就是把属性关系上升为一种更广泛的层次。 9.因果关

系 因果关系是一个事物发生导致另一个事物发生的原因和结

果之间的关系。前因后果无疑。因果关系有必然因果关系，

非学术场合，其逻辑属性与充分条件关系类似，不赘述例证

。此外，还有或然因果关系。指事物间的原因和结果存在某

种联系，但不充分也不必要。如：“地震∶海啸”.“雷电∶

山火”.“读大学∶赚大钱”等。再者，还有反变因果关系，

如：“阳光∶黑暗”。“反变”是对概念的断定或否定后而

形成的因果联系。(1)有阳光，就必然不黑暗。(2)没有阳光，

是否黑暗不能确定。(可以有灯光、烛光等)。(3)黑暗就是没

有阳光。(4)不黑暗，是否有阳光不能确定。在具体分析中，

要辨别其中某个概念一旦反变，两者要具有必然(充分)因果

关系的性质。上例中“有阳光，就必然不黑暗”就变化为具

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属性。但是，如果变化为“没有阳光就黑

暗”显然是谬误。 10.充分条件关系(逆向必要) 很多时候所给

的两个词语或事物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可以逆转的映射关系，



而是可以由前者必然性的得出后者，但这种必然关系却并不

一定是可逆的。当然，有的老师随便把它归为因果或属性等

关系，但这并不能概括全部，所以才有必要向大家阐述这种

关系。如手术与消毒.正向看，手术一定要求消毒，但是反过

来消毒的并不仅仅是手术。 以上就是国家公务员考试中类比

推理所包含的十大关系总结，希望考生能够熟记，并且灵活

运用到平时的解题过程中.同时也希望考生在日后的练习中多

做总结和规律，努力提高类比推理的答题正确率。 相关推荐

： 公务员考试行测判断推理演绎推理真题演练及答案 公务员

考试行测判断推理事件排序题解题思路 行测判断推理难点释

疑：三段论的七规则及例题精讲 公务员考试判断推理常见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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