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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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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 误 类 型

②偷换概念



【谬误定义】把不同的概念当做同一概念使用。

例：有人抽烟喝酒也活到了120岁，看来抽烟喝酒对身体健康没有损害。

3 . 2 偷 换 概 念



【谬误定义】把不同的概念当做同一概念使用。

【识别特征】关注论证前后两个核心概念是否一致

                         （所指代的内容是否有不一致的地方）。

       【分析要点】指出两个概念是不一致的，说明两个概念各自指代内容。

3 . 2 偷 换 概 念



【谬误定义】把不同的概念当做同一概念使用。

【识别特征】关注推理前后两个核心概念是否一致。

【分析要点】指出两个概念是不一致的，说明两个概念各自指代内容。

【写作套路】由A真的可以推出B吗【引入】，未必。论证中X与Y两个相似的

概念存在本质上不同（前者指…后者指…指出X与Y的本质差异、区别/举例子）由X

无法推出Y。【分析】。所以，上述论证是值得商榷的【总结】。

【注意】注意结论中的每个部分对应的论据

3 . 2 偷 换 概 念



【例1-2023年】

据统计，我国 2019 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3 岁，这说明老年人的健康水

平大大提高了。所以老年人完全有能力继续工作。

3 . 2 偷 换 概 念 练 习



【例1-2023年】

据统计，我国 2019 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3 岁，这说明老年人的健康水

平大大提高了。所以老年人完全有能力继续工作。

【谬误分析】由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推出老年人健康水平大大提高进而得到老年人

有能力继续工作，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寿命与健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生活中存在部

分老年人寿命高但因为疾病卧床，无法工作。再者，很有可能老年人拥有的工作技能

已经过时，即便仍拥有健康的身体也可能不具备当下环境的工作能力，未必能够继续

工作。

3 . 2 偷 换 概 念 练 习



【例2-2023年】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见，

老年人继续工作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所以老年人应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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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2023年】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见，

老年人继续工作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所以老年人应该工作。

【谬误分析】由宪法的规定未必可以得到老年人继续工作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

更无法说明老年人应该继续工作。因为“劳动”与“工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工

作”是以创造价值为导向的劳作，是有经济报酬的。“劳动”可能没有，例如做家务

也是一种劳动。另外，权利是指老年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继续工作，无法说明老年人

应该继续工作。少年儿童也是公民，难道也应该工作吗？

3 . 2 偷 换 概 念 练 习



【例3-2015年】

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见现象。既然如此，那么生产过剩也就是经济运行的客

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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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2015年】

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见现象。既然如此，那么生产过剩也就是经济运行的客

观规律

【谬误分析】由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见现象得到生产过剩也就是经济运行的

客观规律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市场经济现象”是指市场经济活动中主客体的行为表

现，是外在能看到的，而“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指的是经济活动中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本质规律，如价值规律，二者存在着本质不同，所以，由此得出的结论显然难

以成立。

3 . 2 偷 换 概 念 练 习



【例4-2014年】

另外，从本质上来说，权力平衡就是权力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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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2014年】

另外，从本质上来说，权力平衡就是权力平等。

【谬误分析】其次，权力平衡未必就是权力平等。权利平衡是指各个权利主体相

互制约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状态，而权利平等是指个体同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法律地位是相同的，所以二者并不存在逻辑关联，不能说权力平衡就是权力平等。

3 . 2 偷 换 概 念 练 习



谬 误 类 型

③误用条件



【谬误定义】没有条件关系，误认为存在条件关系（充分条件/必要条件）。

例：只要上课认真听讲，就能笔试280。【考频相对较高】

3 . 3  误 用 条 件



【谬误定义】没有条件关系，误认为存在条件关系（充分条件/必要条件）。

例：只要上课认真听讲，就能笔试280。【考频相对较高】

【识别特征】在给出条件关系的表达中，如

“只要A就B” 【如果/若/只要/一旦...就/则/那么...】

....就...

...势必...

3 . 3  误 用 条 件



【谬误定义】没有条件关系，误认为存在条件关系（充分条件/必要条件）。

例：只要上课认真听讲，就能笔试280。【考频相对较高】

【写作套路】上述论证中...“只要A就B”吗？未必。有A可能有助于实现B，但

未必是B的充分条件。如若只有A而没有xxx，也无法实现B【质疑充分性】。

3 . 3  误 用 条 件



【例1-2015年】

只要生产企业开拓市场、刺激需求，就能扩大销售，生产过剩马上就会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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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015年】

只要生产企业开拓市场、刺激需求，就能扩大销售，生产过剩马上就会化解。

【谬误分析】只要生产企业开拓市场、刺激需求，就能扩大销售，马上化解生产

过剩吗？未必（是难以让人信服的）。生产企业开拓市场、刺激需求可能有助于扩大

销售，但不一定是扩大销售的充分条件，因为销售还取决于市场饱和度、社会购买力、

社会消费心理等其他因素，所以，由此得出的结论显然难以成立。

3 . 3  误 用 条 件 练 习



【例2-2020年】

冰雪运动用品价格不菲，而且具有较高的商业利润，如果在开展商业性冰雪运动

的同时，也经营冬季运动用品，则公司可以获更多的利润。

3 . 3  误 用 条 件 练 习



【例2-2020年】

冰雪运动用品价格不菲，而且具有较高的商业利润，如果在开展商业性冰雪运动

的同时，也经营冬季运动用品，则公司可以获更多的利润。

【谬误分析】如果开展商业性冰雪运动的同时也经营冬季运动用品，公司未必能

获得更多的利润。能否盈利不仅取决于商品本身利润，还取决于成本、市场环境、受

众群体需求，如若是经营成本过高，市场竞争激烈则可能无法实现盈利，同时，受众

群体还可以通过网购、租用等其他渠道获得运动用品，未必选择该产品。

3 . 3  误 用 条 件 练 习



【例3-2020年】

如果老年人不再继续工作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就势必会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原有平

衡从而造成社会劳动力的短缺。如果老年人继续工作，就能有效地避免这一问题。

3 . 3  误 用 条 件 练 习



【例3-2020年】

如果老年人不再继续工作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就势必会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原有平

衡从而造成社会劳动力的短缺。如果老年人继续工作，就能有效地避免这一问题。

【谬误分析】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会造成社会劳动力的短缺吗？未必。如若

新一代的青壮年劳动力的补充供应充足，或是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老年人不再

继续工作，也未必会造成劳动力短缺。反之，老年人继续工作，就能有效地避免这一

问题吗？若是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使得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在未来大大减少，另一方

面劳动力需求大大增加，那即便老年人继续工作，也未必能避免劳动力短缺。

3 . 3  误 用 条 件 练 习



【例4-2016年】

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他的整体素质也就越高，适应能力就越强，当然也就越

容易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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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2016年】

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他的整体素质也就越高，适应能力就越强，当然也就越

容易就业。

【谬误分析】再次，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他的整体素质未必越高，未必就越

容易就业。个人的整体素质除了受到学科教育的影响之外，还有家庭和社会等教育的

影响，高学历的人也会有欠钱不还，出行霸座等低素质的表现。另外，实际生活中也

存在高分低能的人，说明整体素质高低与就业不存在必然的关系。

3 . 3  误 用 条 件 练 习



【谬误定义】没有条件关系，误认为存在条件关系。

例：只有买房子，才能娶到玲玲。

逻辑含义：不满足“买房子”的条件，就一定不能“娶玲玲”

3 . 3  误 用 条 件



【谬误定义】没有条件关系，误认为存在条件关系。

例：只有买房子，才能娶到玲玲。

【识别特征】在给出条件关系的表达中，如

“只有C才D” == 逻辑含义：没有C，就一定没有D。

“...才...”

3 . 3  误 用 条 件



【谬误定义】没有条件关系，误认为存在条件关系。

例：只有买房子，才能娶到玲玲。

【写作套路】“只有C才D”吗？未必，C不一定是D的必要条件。D的实现受到其

他xxx因素的影响，即便没有C，如若是有xxx因素（可以举例子）也可以实现D。

3 . 3  误 用 条 件



【例1-2021年改】

事物表相不等于事物真相，只有将表相加以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看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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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021年改】

事物表相不等于事物真相，只有将表相加以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看到真相。

【谬误分析】只有将表象加以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看到真相吗？答案是否

定的。我们不否认部分真相是隐藏在表象的背后的，需要我们对表象进行分析来探求

事物真相。但也有很多真相是表象能够直接呈现出来、不需要经过对表象的分析就能

看到的。因此，该判断过于草率。

3 . 3  误 用 条 件 练 习



【例2-2019年】

一个人只有知足了才会感到快乐。

3 . 3  误 用 条 件 练 习



【例2-2019年】

一个人只有知足了才会感到快乐。

【谬误分析】一个人只有知足了才会感觉到快乐吗？未必，当人在追求物质生活

的提升以及精神生活富有的过程中，对当下的不知足可能带来了更大的奋斗的动力，

使人不断努力向前，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些人在努力中感受到了快乐，自己的努力

取得成绩时仍然可能是开心的，所以该表述无法让人信服。

3 . 3  误 用 条 件 练 习



【例3-2022年】

一种德行必须借助大众媒体的传播，让大家受其感染，并化为自觉意识，然后才

能成为社会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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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2022年】

一种德行必须借助大众媒体的传播，让大家受其感染，并化为自觉意识，然后才

能成为社会的道德精神。

【谬误分析】一种德行必须借助大众媒体的传播，让大家受其感染，并化为自觉

意识，然后才能成为社会的道德精神吗？不一定，大众媒体并不是德行传播的必须手

段与渠道，德行还可以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流，口耳相传，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

育和社会教育进行传播。

3 . 3  误 用 条 件 练 习



【例4-2023年】

老年人有权利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他们想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就应该继续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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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2023年】

老年人有权利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他们想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就应该继续工

作。

【谬误分析】老年人想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就应该继续工作吗？其实不然。继

续工作只是老年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必须的方式，

老年人还可能存在其他收入来源，比如房屋租赁、儿女赡养、政府养老补贴等都是老

年人收入增加、改善生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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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关键】

能否全面的考虑问题涉及的条件，质疑已知条件的充分性和必要性

3 . 3  误 用 条 件



既 然 选 择 了 远 方 ， 便 只 顾 风 雨 兼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