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概念的特征

第二节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第三节 准确运用概念的逻辑基础

第四节 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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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甲乙丙丁四人的车分别为白色、银色、蓝色
和红色。在问到他们各自车的颜色时，甲说：“乙
的车不是白色。”乙说：“丙的车是红色的。”丙
说：“丁的车不是蓝色的。”丁说：“甲、乙、丙
三人中有一个人的车是红色的，而且只有这个人说
的是实话。”

如果丁说的是实话，那么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甲的车是白色的，乙的车是银色的 

B.乙的车是蓝色的，丙的车是红色的 

C.丙的车是白色的，丁的车是蓝色的 

D.丁的车是银色的，甲的车是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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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解析】

本题属于逻辑推理型。

丁说：“甲、 乙、丙三人中有一个人的车是红色的，而且只有这个人
说的是实话。”四个选项中只有乙说的话里面涉及到了“红色”，可
以首先从乙的话切入进行分析。

假设乙说的话“丙的车是红色的”是真的，则丙的车子是红色的。既
然丙的车子是红色的，根据题意，车是红色的那个人说真话，则丙说
的话也必定是真的。如此，则乙和丙说的话都是真的。然而乙和丙说
的话不可能都是真的，因此，假设乙说的话是真的不能成立。那么，
乙说的话必定是假的，乙的车不是红色的

既然乙说的话“丙的车是红色的”是假的，那么可以推出丙车不是红
色。只有车是红色的那个人说真话，因此，丙说的话也是假的。

由丙说的话“丁的车不是蓝色的”为假可以推知：丁的车是蓝色的！

只有C项符合要求。

所以，正确选项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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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推测谁将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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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甲队不能得冠，因为甲队在预赛复赛中胜得艰苦。 

小刘：乙队队员年轻，拼劲足、加上教练足智多谋、因此乙

队将夺得冠军。

小王：丁队队员配合好、攻守平衡、所以丁队将夺冠。

小杨：乙队队员比赛经验不足、除乙队外其他三队都可能夺
冠。

决赛情况表明、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推测准了，问是
哪一个队夺冠？

若他们中只有一个人猜错了又是哪个夺冠？说明理
由。



若只有一人猜中，那么根据逻辑学原理，小刘和小杨的
话相互矛盾，那么小刘和小杨之中必有一人是对的，那
么小李和小王就都推测错了，那么自然可以通过小 李
的推断得出甲队夺冠，并且小杨推测是正确的。

若只有一人猜错，同样的道理，还是看小刘和小杨，
他们俩有一个猜错了，剩下的小李和小王都猜对了，
那么根据小王的推测，冠军是丁队，并且小刘是推测
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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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及其表达式—语词与词项

概念――通过反映客观对象的特有属性来指
称对象的思维形式，其表现形式相当于语言中的
词或词组。

（一）思维对象

（二）对象的特有属性

（三）概念的物质载体—语词或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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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刑警”和“交警”

警种的不同在于所司
职权范围不同 一、是否采用了暴力或暴力威胁;

二、侵犯的客体对象不同,抢劫既侵犯公私财产关
系又侵犯了人身权利，抢夺只侵犯了公私财产关
系

“抢劫罪”和“抢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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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同语词的关系以及把握这种关系的实践意义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所反映的内容是通过语
词来表达的。
没有语词，概念是无法表达的。
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语词是概念的语言表达形
式。
二者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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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必须通过语词表达，但是并非所有语词都
表达概念

2、概念和语词并非一一对应。
1 多词同义

例如：人的死亡
2 一词多义

例如：拘留；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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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民法通则127条：动物

例二：怎样理解“尚未独立的在校就读的子女”

例三：怎样理解相关规定或者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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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观性

法律概念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已经发生或可
能发生的行为的一种反映或者预见，是关于人的
某种行为的抽象和概括。
2、规定性

法律概念体现了立法者的立法旨意，

或者保护；或者禁止

运用法律概念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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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逻辑特征——内涵与外延
概念的所谓——内涵

概念的所指——外延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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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的内涵及其确立方式—认识性内涵与规定性内涵

定义：是指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特有属性。
特征：概念的内涵是概念质的方面，它回答对象“是什

么”或“什么样”的问题。

表达式：A = T + B

概念
概念构成
的性质

界定T
的范围

T 在罪名概念中 = 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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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性内涵

这种内涵的形成是人们对于概念所指称对象属性
的一种概括。

通过对象间的比较而确立的概念内涵，其构成性质
是—对象本身客观地区别于其他对象的性质。

随着人们对该类对象认识的深化而变化，随着人的
认识的发展而发展。

例如：死亡

人不能进行一切所有的活动了---心脏停止跳动、停
止呼吸（心死）--脑电图呈光滑水平线、无波折、 

24小时无变化（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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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定性内涵

是人们根据实践需要，通过人为规定方式加
以确立的内涵。

人为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有些概念需要规定了才能使用

新婚姻法颁布后，很快就出了一个司法解释，
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 

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 

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 

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
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新婚姻法法律解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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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有些概念的内涵本身就是人为规定的。

从犯罪构成理论上分析，任何一个罪名其内涵属
性中必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主体、主观、
客体、客观。
如“抢劫罪”构成要件如下：
1、侵犯客体：是双重客体，即不仅侵犯了公私财
物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2、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所有
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
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
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
3、主观方面：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的直接故
意行为
4、犯罪主体：年满14周岁以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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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安乐死、脑死亡以及死刑……
等的规定

·规定性内涵受社会政治制度、宗教、习惯、价值观、
文化背景影响极大。

·可见：相对于规定性内涵而言，认识性内涵的特点具
有客观性，不受社会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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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的外延及其边缘的模糊性
（一）什么是概念的外延
定义：是指具有概念内涵的客观事物的总和。

特征：概念的外延是概念量的方面，它回答对象
“有哪些”或“是哪些”。

如：一个圆圈的内外各代表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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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外延就是具有概念内涵属性的那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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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概念的外延是无限的。

如: 细菌、行星、自然数

有些概念的外延只有唯一的对象。

如：太阳、北京、重庆、邓小平

有些是空无一物的。

如:白色的黑狗、北京的金山、玉皇大帝

属性概念是某实体对象的属性，它也有其外延。如：
美丽、丑陋、狡猾、善良……



（二）思维过程中的归类活动及概念外延边缘的模糊性

指人们在思考概念外延时,对某些对象难于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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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可”情况

这种确定某个或者某类具体对象属于或者不属于某个概
念外延的思维活动，就叫归类活动。

“一个概念的中心含义也许是清楚的,但当我们离开该中
心时它就趋于变得模糊不清了,而这正是一个概念的性质
所在。”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a b

模糊、难于界定的

对象

如：秃头、肤色较黑、司法中情节

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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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中,对于事实认定后适用法律中出现的“两可”
情况就是属于概念模糊性表现

如:

① “持枪抢劫” 是抢劫罪中的加重情节，
那么“持假枪抢劫”在这外延之内吗？

——《人民法院报》2005-10-26
②“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也是抢劫罪规定

的加重情节，那么，在旅客列车厕所中实施的抢
劫，是否应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人民法院报》2006-02-15

22



三、二者关系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概念的两个基本逻辑特征，
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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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条件下，任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确定
的，但二者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是不断发
展变化的）
概念内涵随着实践而发生改变，相应的概念外延
也会发生变化

例题：
指出“法的渊源”的内涵和外延。
内涵是法律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
外延包括法律、法令、条例、决议、命令、判例
等。



法律
――内涵：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行使立法权的机关依照
立法程序制定，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
――外延：它所反映的对象包括宪法、刑法、民法等
诉讼代理人
――内涵：以当事人的名义，在一定权限内，代理当事人进行诉
讼活动的人。
――外延：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
当事人
――内涵：与某种法律事实有直接关系的人。
――外延：刑诉中的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诉的原告人和被告
人，民诉的原告人和被告人，上诉中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申请
执行中的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
诉讼
――内涵：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
法定程序为解决案件而进行的活动。
――外延：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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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摘要】

德国的一个城市发布了一条规定：“任何进入城市公园的运输
工具的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一天，该市有一名中年

男子进人了某一城市公园。这名中年男子是一位残疾人，平时
以电动轮椅代步。当他坐着电动轮椅进人城市公园时，他突然
加大了速度。根据电子监测装置的测算，该男子电动轮椅的速
度达到了每小时42公里。城市公园里的行人纷纷避让，警察要

求该男子停下轮椅接受询问，但是该男子置之不理。警察只好
强行使该名男子停下轮椅。警方声称将根据上述规定对该男子
进行处罚。该男子则认为因为其身体残疾，电动轮椅是其日常
的行动工具，仅仅起到了代步的作用，而并不是一种运输工具
。而关于城市公园的这条规定，仅仅限定了进人城市公园的运
输工具的最高时速，电动轮椅不在限定范围之内，因此他的行
为并不违法，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逻辑问题】 本案涉及什么逻辑问题？

25



【逻辑分析】

本案中所谓“任何进人城市公园的运输工具的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是一个法律规则即

法律规范。法律规则的逻辑构成有三个要件：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这条规则的假定为
：任何进人城市公园的运输工具；行为模式为：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这条规则没有明

确地提到法律后果，不过这条规则暗含着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一个法律规则能否运用取决子该法律规则的假定是否符合案件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对这条法
律规则的假定和案件的事实进行分析。根据德国法的一般分析

方法，我们可以将这条规则的假定分为如下的要素：①运输工具。②进人城市公园。也就是说，
凡是具有上述两个要素的行为人都必须采用这条规则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即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 

20公里。案件的事实是一个行为人乘电动轮椅进入了城市公园。显然，第二个要素行为人是满足

了。那么关键就在于第一个要素行为人是否满足，即电动轮椅是否是运输工具，也就是运输 工
具这个词项的外延是否广大到包括了电动轮椅，或者说电动轮椅这个词项和运输工具这个词 项
的外延间是否存在种属关系。

在本案中看上去十分明确的概念出现了模糊的情形。究竟电动轮椅算不算运输工具呢？“任何
进人城市公园的运输工具的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确保在城市公园游

玩的公民不受来自高速行驶物体的伤害，是为了确保城市公园的环境不受高速行驶物体的危害
。因此任何能够带来危及在城市公园游玩的公民的安全和城市公园环境的危险的高速运动的物
体都应该被禁止，从而电动轮椅应当包含在该规则的“运输工具”之内，也就是说，电动轮椅
和运输工具这两个词项外延间的关系是种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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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授逻辑学的教授，有三个学生，而且三个学
生均非常聪明！一天教授给他们出了一个题，教授
在每个人脑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并告诉他们，每个人
的纸条上都写了一个正整数，且某两个数的和等于
第三个！（每个人可以看见另两个数，但看不见自
己的）教授问第一个学生：你能猜出自己的数吗？
回答：不能，问第二个，不能，第三个，不能，再
问第一个，不能，第二个，不能，第三个：我猜出
来了，是144！教授很满意的笑了。

请问您能猜出另外两个人的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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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第一轮，说明任何两个数都是不同的。第二轮，前两个人没有猜出，说明任何一个数都不是其
它数的两倍。现在有了以下几个条件：1.每个数大于02.两两不等3.任意一个数不是其他数的两倍。
每个数字可能是另两个之和或之差，第三个人能猜出144，必然根据前面三个条件排除了其中的一
种可能。假设：是两个数之差，即x－y＝144。这时1（x，y>0）和2（x！＝y）都满足，所以要否定
x＋y必然要使3不满足，即x＋y＝2y，解得x＝y，不成立（不然第一轮就可猜出），所以不是两数之差
。因此是两数之和，即x＋y＝144。同理，这时1，2都满足，必然要使3不满足，即x－y＝2y，两方程
联立，可得x＝108，y＝36。

这两轮猜的顺序其实分别为这样：第一轮（一号，二号），第二轮（三号，一号，二号）。这样分
大家在每轮结束时获得的信息是相同的（即前面的三个条件）。

那么就假设我们是C，来看看C是怎么做出来的：C看到的是A的36和B的108，因为条件，两个数的
和是第三个，那么自己要么是72要么是144（猜到这个是因为72的话，108就是36和72的和， 

144的话就是108和36的和。这样子这句话看不懂的举手）:

假设自己（C）是72的话，那么B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下面是如果C是72，B的思路：
这种情况下，B看到的就是A的36和C的72，那么他就可以猜自己，是36或者是108（猜到这个是因
为36的话，36加36等于72，108的话就是36和108的和）：

如果假设自己（B）头上是36，那么，C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下面是如果B是36，C的
思路：这种情况下，C看到的就是A的36和B的36，那么他就可以猜自己，是72或者是0（这个不再
解释了）：

如果假设自己（C）头上是0，那么，A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下面是如果C是0，A的思
路：这种情况下，A看到的就是B的36和C的0，那么他就可以猜自己，是36或者是36（这个不再解
释了），那他可以一口报出自己头上的36。（然后是逆推逆推逆推），现在A在第一回合没报出自己
的36，C（在B的想象中）就可以知道自己头上不是0，如果其他和B的想法一样（指B头上是36）
，那么C在第一回合就可以报出自己的72。现在C在第一回合没报出自己的36，B（在C的想象中）
就可以知道自己头上不是36，如果其他和C的想法一样（指C头上是72），那么B在第二回合就可以
报出自己的108。现在B在第二回合没报出自己的108，C就可以知道自己头上不是72，那么C头上
的唯一可能就是14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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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分类的知识及其应用

（一）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

（二）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

（三）简单概念和复合概念

（四）概念的其他分类

实体概念与属性概念 正概念和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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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
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外延数量的不同，可分为单独概念和普
遍概念。

1.单独概念：是反映某一个特定事物的概念，其外延为一个
单独对象。比如，“中国”、“万里长城”、“黄山 “
九寨沟”等等。

2.普遍概念：反映某一类事物的概念，其外延为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对象。比如，“大学”、“诗人”、“法学家 “
罪犯”等等。

注：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是单独概念，也可以
是普遍概念。
例：每个班级都订阅了一份北京青年报。（普遍概念）

北京青年报是一份发行很广的报纸。（单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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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这一问题是本节的重点和难点）

划分依据——以概念是否反映集合体为标准
所谓集合体是指由许多同类的个体事物有机地组成的统一体，
例如，森林是由树木组成，共青团是由许多团员组成。
1、集合概念：把对象作为集合体反映的概念。
2、非集合概念：不把对象作为集合体反映的概念。
所谓集合体就是由若干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而所谓有
机整体是指由个体量的增加过程中同时发生了质的变化的
整体。因此，组成整体的个体不必然具有整体的性质。比
如，由若干个体的工人组成工人阶级这一整体，而工人阶
级的“先进性，革命性和大公无私”却不是每一个工人所
必然具有的。
非集合体大多只表现为一类事物量的积聚，可称为类和
分子的关系。一类事物的所有分子都必然具有类的性质。
比如“人”这一类事物它有“张三”、“李四”、“王五”
等等若干分子，而“张三”、“李四”、“王五”等等， 
不管是谁，都具有“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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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也是“难点”之所在，同一语
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既可以表达集合概念，又可以表达非
集合概念，一定要正确区分一个语句中某一语词到底表
达的是集合概念还是非集合概念？

比如：
人民 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Ⅰ
人民 享受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Ⅱ

Ⅰ中的“人民”是集合概念， 

Ⅱ中的“人民”是非集合概念。
道理很简单，因为“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性质是 
“人民的整体”才具有的，不是每一个“个体的人民” 
都必然具有的。而“享受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是每一个 
“个体的人民”都享有的，决非“整体的人民”才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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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方法

在要区分的语词前加“每一个”三字（如果这个词在句子
的前头），
或在这个语词后加“之一”两个字（如果这个词在句子的
后头）。
加了之后，念一遍加字之后的句子，
如果它的意思合情理------非集合概念；

不合情理-----集合概念。

比如下面两个句子：
（每一个）武汉人为祖国的四化做出了很大贡献。Ⅰ
我们班的李辉是武汉人（之一）Ⅱ

Ⅰ中的“武汉人”是集合概念，因为Ⅰ的意思不合情理， 

Ⅱ中的“武汉人”是非集合概念，因为Ⅱ的意思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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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单概念和复合概念
1、简单概念就是对表达该概念的词语不能加以分解的概
念。
比如“书”、“花”、“勇敢”等。

2、复合概念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结合而成的概念。
比如“教学用书”、“红色的花”、“勇敢的战士”等
等。

区分意义：
1 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概念内涵方面的构成性质；
2使我们懂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可以结合而成一个
比原来概念外延更小的概念，从而在必要时进行正确的
概念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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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概念的其他分类
正概念和负概念
划分标准――以概念是否反映事物具有某种属性为标准。

（一） 正概念又叫肯定概念：反映对象具有某种属性的概念。
比如“马克思主义者”、“正义战争”、“勇敢”等等。

（二) 负概念又叫否定概念：相对于某个正概念而言，反映对象
不具有或缺乏某种属性的概念。
比如“非马克思主义者”、“非正义战争”、“不勇敢”等等

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负概念的语言形式都带有否定词，但带有否定字样的未必就是
负概念。比如“非洲”就不是负概念，因为这里的“非”字不
是否定词，不起否定作用。
负概念都有论域（适用范围），不能乱用。比如对一个老年人
讲“您是一个非团员”就不妥，因为“非团员”这个负概念只
适用于“青年”这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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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
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8705516000500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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