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考研管理类联考逻辑备考指导——真假话问题

（二）
在管理类联考逻辑的备考中，真假话题目会经常遇到，在遇到这类问题时，要注

意掌握解题的基本思路，熟悉解题方法。前边的文章我们已经介绍了一种常见形

式，下面我们看一下另一种命题形式。

例：某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期间，审计人员发现一张发票，上面有赵义、钱仁

礼、孙智、李信 4 个签名，签名者身份各不相同，是经办人、复核人、出纳或审

批领导之中的一个，且每个签名都是本人所签。询问四位相关人员，得出如下回

答：

赵义：审批领导的签名不是钱仁礼。

钱仁礼：复核的签名不是李信。

孙智：出纳的签名不是赵义。

李信：复核的签名不是钱仁礼。

已知上述每个回答中，如果提到的人是经办人，则回答为假；如果提到的人

不是经办人，则为真。

1.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出经办人是：

A.赵义

B.李信

C.孙智

http://kaoyan.wendu.com/zhuanshuo/fuxi/


D.钱仁礼

E.无法确定

2.根据以上信息，该公司的复核与出纳分别是：

A.钱仁礼、李信

B.赵义、钱仁礼

C.李信、赵义

D.孙智、赵义

E.孙智、李信

这道题目中，关键的信息在于题干的最后一句“已知上述每个回答中，如果

提到的人是经办人，则回答为假；如果提到的人不是经办人，则为真”，这句话

是题目的题眼所在，也是解题的关键，在解题过程中要反复利用这条信息，第 1

题，根据题目的要求，推得经办人是谁，如果经办人是 A 中的赵义，说明提到

赵义的那句话是假的，也就是孙智所说的“出纳的签名不是赵义”为假，那么事

实信息就是出纳的签名是赵义，这就与经办人是赵义冲突了，所以 A 不对，同

样的道理，B 和 D 也是一样的道理，C 中的孙智是经办人，不与题干中的信息冲

突，说明题干中说的四句话都为真，依次可以判断出剩下三个人的身份，第二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第 1 题选择 C，第二题选择 B。

通过上述题目可以看出，遇到这类真假话题目时，不要慌乱，要先找出题目

的关键信息在哪一部分，然后根据关键信息的要求和说明，找出符合真和假的情

况，按照这个要求，就可以推理出所需要的对应信息和元素了。



综上所述，文都教育提醒广大 2018 的考生们，在复习的时候要科学备考，

不要盲目追求题海战术，善于总结题目的类型和解题技巧，否则的话对于备考来

说，无疑是最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要按照特定题目的特定类型，找出有针对性的

解题方法和技巧，才能收到良好的复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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