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考研管理类联考逻辑备考指导——概念（一）
概念是逻辑学中最简单的元素，也是逻辑学其他内容的基础，同时，逻辑题中

的难点都是由于忽略了对概念的把握，才会产生了错误，所以，对于概念这个地

方，一定不要忽视它。

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所谓本质属性，也就是决

定这一事物成为该事物并区别于它事物的属性。比如，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

品，这里，“用来交换的劳动商品”是“商品”的本质属性。

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为同一种事物个体组成的群体，可以把概念分为

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集合概念就是以事物的群体为反映对象的概念，例如，

“森林”、“丛书”、“工人阶级”等都是集合概念。集合概念只适用于它所反

映的群体，而不适用于该群体内的个体。

非集合概念就是不以事物的群体为反映对象的概念。例如，“树”、“书”、

“工人”等都是非集合概念。非集合概念既可以适用于它所反映的类，也可以适

用于该类中的分子。

了解集合概念的特点及其与非集合概念的区别，对于准确地适用概念是很有

帮助的。因为，在思维过程中，容易把一个普通名词表达集合概念与表达非集合

概念相混淆。例如，在“鲁迅的作品不是一天能读完的”中，“鲁迅的作品”是

指鲁迅作品的群体，这是表达一个集合概念；而在“《祝福》是鲁迅的作品”中，

“鲁迅的作品”就不是指鲁迅作品的群体，而是指鲁迅作品中一个一个的分子，

这是表达非集合概念。因而，必须了解这两者的差别。否则，就会错误地认为，



既然“鲁迅的作品不是一天能读完的”，而“《祝福》是鲁迅的作品”，那么“《祝

福》不是一天能读完的”。

所以，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句中，有时表达集合概念，有时表达非集合概

念，因此，区分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除了要了解集合概念的特点外，还要注

意分析语词处所处的语言环境（简称为语境）。例如，（1）年轻人应当奋发向

上。（2）年轻人朝气蓬勃，像初升的太阳一样。这两个句子中，都出现了“年

轻人”这个概念，但是（1）句中的是非集合概念，（2）句中的是集合概念。

总之，文都教育提醒各位 2018 考研备考的学子，在基础阶段，一定要重视

对于逻辑题目中“概念”的理解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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