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考研管理类联考逻辑备考指导——概念（二）
对于备战 2018 考研管理类联考的各位考生来说，在基础阶段的复习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对基本知识的把握和理解。而概念作为逻辑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

要引起重视和关注。

根据两个概念的外延有无重合部分或重合部分的多少，概念间的关系可分为

全同关系、真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全异关系，下面依次说明。

全同关系是指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重合的关系。比如，北京和中国的首都，

这两个概念就是外延完全重合的，所以它们二者是全同关系。真包含关系是指一

个概念的全部外延与另个概念的部分外延重合的关系。我们以 a、b 为例，a 概

念的外延小，b 概念的外延大，而且 a 概念的全部外延包含在 b 概念的外延之内，

则 a 概念的关系就是真包含于关系，a 真包含于 b。例如，大学生和学生，等腰

梯形和梯形，这两组都是真包含于关系，当然，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 b 真

包含 a。交叉关系是指一个概念的部分外延与另一个概念的部分外延重合的关

系。比如，共青团员和大学生，医生和科学家。全异关系是指两个概念的外延没

有任何一部分重合的关系。比如，金属和非金属，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

而就同一论域来说，概念的全异关系又可分为两种：即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矛

盾关系指的是，如果两个具有全异关系的概念同时包含于一个概念之中，并且它

们的外延之和等于其属概念的外延，那么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矛盾关系，

例如，金属与非金属，核国家与非核国家等。而反对关系指的是，如果两个具有

全异关系的概念同时包含于一个概念之中，并且它们的外延之和小于其属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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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那么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矛盾关系，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

义国家，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等。

正确区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一种考查方式，下面我们结合一道

题目来看。

例：某家饭店中，一桌人边用餐边谈生意。其中一个人是哈尔滨人，两个是

北方人，一个是广东人。两个人只做电脑生意，三个人只做服装生意。

如果以上介绍涉及餐桌上的所有人，那么这一桌最少可以有几个人，最多可

能有几个人？

A．最少可能是 3 个人，最多可能是 8 个人。

B．最少可能是 5 个人，最多可能是 8 个人。

C．最少可能是 5 个人，最多可能是 9 个人。

D．最少可能是 3 个人，最多可能是 9 个人。

E．无法确定。

这道题本质上考查的就是关于题目中出现的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哈

尔滨人和北方人是真包含于的关系，“只做电脑生意”和“只做服装生意”是全

异关系，所以最少人数，就是让这些概念尽可能重合，要注意全异关系，最多人

数就是让这些概念尽可能全异，注意其中的包含关系，所以最少 5 个人，最多 8

个人，答案选择 B。

综上所述，文都教育提醒各位 2018 备考的考生，要注意题目中隐含的考点，

可能是关于概念的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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