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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 误 类 型

⑨推不出



【谬误定义】论据与论点之间存在逻辑缺陷，论据无法支持论点。

例：今天天气不错，所以这道题目不难。

3 . 9  推 不 出



【谬误定义】论据与论点之间存在逻辑缺陷，论据无法支持论点。

【识别特征】出现或暗含表推理关系的词，如因此、所以等。

【分析要点】分析论据到论点之间的逻辑缺口，给出不成立的原因。

3 . 9  推 不 出



【谬误定义】论据与论点之间存在逻辑缺陷，论据无法支持论点。

【识别特征】出现或暗含表推理关系的词，如因此、所以等。

【分析要点】分析论据到论点之间的逻辑缺口，给出不成立的原因。

常见谬误：

1.整体与部分之间无法必然互推

2.不完全相同不代表完全不同

3.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

4.由相对大小无法确定绝对大小

5.本性无法推断行为

6.A是B不代表A与B完全一样，可能是包含关系......

3 . 9  推 不 出



【例1-2020】相对于网络商业，人们更青睐直接体验式商业模态，而商业性冰

雪运动正是直接体验式商业模态，无疑具有光明前景。

3 . 9  推 不 出 练 习



【例1-2020】相对于网络商业，人们更青睐直接体验式商业模态，而商业性冰

雪运动正是直接体验式商业模态，无疑具有光明前景。

【谬误分析】人们未必更青睐直接体验式商业模态，网络商业由于其便捷、经济、

安全、多样的特点有可能更会受到人们的喜欢。退一步讲，即便人们更青睐直接体验

式商业模态， 也不能说明商业性冰雪运动无疑具有光明前景，商业性冰雪运动只是

体验式商业模态的一种，整体受青睐，不代表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如此。

3 . 9  推 不 出 练 习



【例2-2023年】有规律的生活方式有益于身体健康，而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有规

律的生活方式，所以老年人继续工作还有益于其身体健康。

3 . 9  推 不 出 练 习



【例2-2023年】有规律的生活方式有益于身体健康，而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有规

律的生活方式，所以老年人继续工作还有益于其身体健康。

【谬误分析】有规律的生活方式有益于身体健康未必说明工作有益于老年人身体

健康，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可能不适合老年人的生活节奏，未必有益于老年人身体健康，

同时工作只是有规律生活方式的一种，更不一定有利于健康，有可能工作强度大，时

间长反而影响老年人的健康，更不能用来说明老年人应该继续工作。

3 . 9  推 不 出 练 习



【例3-2017年】人的本性是“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的，所以人们都会追求奖

赏，逃避刑罚。

3 . 9  推 不 出 练 习



【例3-2017年】人的本性是“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的，所以人们都会追求奖

赏，逃避刑罚。

【谬误分析】人的本性“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未必说明人们都会追求奖赏，逃

避刑罚。人的行为不仅受到本性的影响，还会受到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同

时，“好利”可能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满足，不一定是“奖赏”，“恶害”可能是厌

恶远离使自己受到损害，并不一定是“逃避刑法”。

3 . 9  推 不 出 练 习



【例4-2016年】大学生显然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容易就业，再说大学生就业难就

没有道理了

3 . 9  推 不 出 练 习



【例4-2016年】大学生显然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容易就业，再说大学生就业难就

没有道理了

【分析角度】由大学生显然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容易就业无法得到大学生就业不难

的结论。因为，大学生就业的难易，需要看已就业的大学生数量和大学生总量的比值

情况，而这一信息无法由大学生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就业难易程度的比较情况得出，相

对的比较不能得出绝对的数据。因此，该论证过程有待商榷。

3 . 9  推 不 出 练 习



【例5-2016年】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因此，我国的大学生其实是供不应

求的。

3 . 9  推 不 出 练 习



【例5-2016年】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因此，我国的大学生其实是供不应

求的。

【分析角度】由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得到我国大学生其实是供不应求的结

论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因为，大学生群体只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部分，劳动力市场整

体情况是需求大于供给，不代表每一个部分也是这样，所以无法推断出大学生其实是

供不应求的。因此该结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3 . 9  推 不 出 练 习



谬 误 汇 总

谬误 识别特征 分析要点

偷换概念 论据论点核心概念不一致 指出二者本质区别，举反例

非黑即白 “二择一”的表达 指出存在其他情况/两者有交集

以偏概全 以样本推理总体情况 指出样本不具有代表性/反例

不当类比 根据一类事物类比推理其他事物 指出两类事物本质差别

自相矛盾 论点与论据自相冲突 直接指出矛盾



谬 误 汇 总

谬误 识别特征 分析要点

因果谬误 出现因果关系表述
考虑因果关系是否成立；

分析导致该结果的其他原因

绝对判断 出现绝对化的表达 指出反面成立的可能性

误用条件 出现条件关系的逻辑词 指出影响结果的其他条件因素

误用数据 出现平均数、百分比等数据 指出数据与结论间的差别

推不出 出现或暗含表推理关系的词 分析论据到论点之间的缺口



【模拟练习】消费者会把对明星的好感度转移到产品上，所以只要当企业产品代

言人和企业产品的个性切合度比较高的时候，就可以实现长期品牌的增值。

课 后 练 习



【模拟练习】消费者会把对明星的好感度转移到产品上，所以只要当企业产品代

言人和企业产品的个性切合度比较高的时候，就可以实现长期品牌的增值。

【缺陷分析】只要当企业产品代言人和企业产品的个性切合度比较高，就可以实

现长期品牌的增值吗？未必，“企业产品代言人和企业产品的个性切合度比较高”有

利于品牌的增值，但是未必是品牌的增值的充分条件。若仅仅“代言人和产品的个性

切合度较高”而产品质量差，价格过高，售后保障服务不到位，仍然可能无法实现长

期品牌的增值。因此，该处论证有失偏颇，不足为信。

课 后 练 习



标题



（一）后“吗”法

即“总结论”+吗

例如∶如今要根治诈骗并不难吗？

标 题



（一）后“吗”法

即“总结论”+吗

例如∶如今要根治诈骗并不难吗？

（二）质疑式。

“总结论”中间加"未必"或“总结论”+值得商榷、不可信等

例如∶

如今要根治诈骗未必不难

如今要根治诈骗并不难值得商榷

标 题



（三）万能标题

值得商榷的论证

似是而非的论证

标 题



（四）话题式标题

论证话题/内容范围+表达质疑的词

例如∶

由根治诈骗引发的论证值得商榷

标 题



拟题注意事项

1.格式∶前面空四格、标题不需要加书名号。

2.字数∶不超过稿纸的一行。

3.方向∶不要拟成“论…”、“小议…”等论点型的题目。

标 题



材料中能找到总结论：总结论+吗？/总结论中间+未必

找不到总结论写话题：关于xx话题的论证合理吗？

                                    由xx话题引发的论证合理吗？

不确定话题写万能：值得商榷的论证

                                 似是而非的论证

标 题



首尾段定结论

（一）对已有观点进行批判（已有观点不分析）

（二）表达自己观点

标 题



（一）对已有观点进行批判（已有观点不分析）

【2021年-首段】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眼所见者未必实”。

【2021年-396首段】人们受骗上当的事时有发生，乃至有人认为如今的骗术太高明而无

法根治。其实，如今要根治诈骗并不难。

【2019年-首段】有人认为选择越多越快乐，其理由是：人的选择越多就越自由，其自主

性就越高，就越感到幸福和满足，所以就越快乐。其实，选择越多可能会越痛苦。

标 题



（一）对已有观点进行批判（已有观点不分析）

【2021年-首段】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眼所见者未必实”。

【2021年-396首段】人们受骗上当的事时有发生，乃至有人认为如今的骗术太高明而无

法根治。其实，如今要根治诈骗并不难。

【2019年-首段】有人认为选择越多越快乐，其理由是：人的选择越多就越自由，其自主

性就越高，就越感到幸福和满足，所以就越快乐。其实，选择越多可能会越痛苦。

标 题



【2018年-首段】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在二十世纪末

指出，开始席卷一切的物质主义潮流将极大地冲击人类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念，造成人类精神世

界的空虚。这一论点值得商榷。

【2016年-首段】现在人们常在谈论大学毕业就业难的问题，其实大学生的就业并不难。

【2015年-首段】有一段时期，我国部分行业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对此忧

心忡忡，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以免造成资源浪费，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这种建议

看似有理，其实未必正确。

标 题



【2018年-首段】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在二十世纪末

指出，开始席卷一切的物质主义潮流将极大地冲击人类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念，造成人类精神世

界的空虚。这一论点值得商榷。

【2016年-首段】现在人们常在谈论大学毕业就业难的问题，其实大学生的就业并不难。

【2015年-首段】有一段时期，我国部分行业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对此忧

心忡忡，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以免造成资源浪费，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这种建议

看似有理，其实未必正确。

标 题



（二）表达自己观点

标 题



（二）表达自己观点

【2020年-首段】北京将联手张家口共同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中国南方的一家公司决

定在本地投资设立一家商业性的冰雪运动中心。这家公司认为,该中心一旦进入运营,将获得可观

的经济效益,这是因为:

【2017年-首段】如果我们把古代荀子、商鞅、韩非等人的一些主张归纳起来,可以得出如

下一套理论:人的本性是"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的,所以,人们都会追求奖赏、逃避刑罚。因此,拥有

足够权力的国君只要利用赏罚就可以把臣民治理好了。

【2014年-首段】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设计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是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只要

有了制衡与监督,企业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标 题



（二）表达自己观点

【2020年-首段】北京将联手张家口共同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中国南方的一家公司决

定在本地投资设立一家商业性的冰雪运动中心。这家公司认为,该中心一旦进入运营,将获得可观

的经济效益,这是因为:

【2017年-首段】如果我们把古代荀子、商鞅、韩非等人的一些主张归纳起来,可以得出如

下一套理论:人的本性是"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的,所以,人们都会追求奖赏、逃避刑罚。因此,拥有

足够权力的国君只要利用赏罚就可以把臣民治理好了。

【2014年-首段】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设计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是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只要

有了制衡与监督,企业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标 题



开头



请问以下哪个开头更容易拿高分?

1.论述者通过诸多论证得出结论，认为本公司可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

化。然而，这一论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2.论证者通过一系列论证得出结论，认为"本公司可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

最大化"。然而由于其论证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所以该论证是值得商榷的，主要

分析如下。

3.上述材料通过诸多论证试图证明"本公司可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

这一观点，虽然材料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是由于其在论证过程中存在如下缺陷，

所以结论仍有待进一步推敲，分析如下。

开 头



开头基本三句话，构成

（1）引材料：概括原文的结论。

（2）表质疑：说明存在逻辑缺陷，结论难以得到。

（3）引下文∶要对材料的论证过程存在缺陷疑进行分析。

开 头



参考一:上述材料中，作者通过诸多论证得出结论，认为（代入"总结论"）。

然而，论证过程中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具体分析如下。

参考二:论证者通过一系列论证得出结论，认为（代入“总结论”）然而由于

其论证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所以该论证是值得商榷的，具体分析如下。

开 头 模 板



参考三∶上述材料通过诸多论证试图证明（代入"总结论"）这一观点，虽然材

料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是由于其在论证过程中存在如下缺陷，所以结论仍有待进

一步推敲，分析如下。

开 头 模 板



（1）开头字数不宜过多，3行以内

（2）开头中不要汇总点明谬误类型。

（3）不要引入材料论据。

（4）不要直接引入片面或不明确的结论。

开 头 的 注 意 事 项



结尾



参考一∶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材料在论证过程中存在诸多逻辑缺陷，所以其

论证的有效性也是值得商榷的。

参考二∶综上所述，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其结论不足为信，该

论证也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

结 尾



参考三∶总而言之，作者没有提供更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结论，所以该论证是

缺乏有效性的。

参考框架四∶ 综上，该论证过程难以让人信服。

结 尾



凑字结尾

综上所述，上述材料的论证过程中存在诸多逻辑缺陷，所以其结论（带入"总

结论"）的有效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材料如果想得到这一结论，还应该提供更为充

分的论据并进行更加严密的推理和论证，否则难以让人信服。

结 尾



（1）结尾需要对字数进行调节。

（2）建议结尾不要点明谬误类型。

（3）结尾字数不能过多，2-4行最佳。

（4）结尾后文章字数控制在600字上下方的1—2行。

结 尾 的 注 意 事 项



数量∶4个

底线原则：不能选错，选择自己确保正确的。

原则一∶最稳妥容易展开，自己擅长写的。（没选、误选）

原则二∶最分散

（1）位置上最分散

（2）角度上最分散 选择不同分析角度

原则三∶选择和总结论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

选 逻 辑 错 误 的 注 意 事 项



万 能 模 板

标题 似是而非的论证 字数

第1段     原文所给论证看似有道理，但细细推敲则可发现其在概念、
论据及推理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具体分析如下。

3行左右

第2段 首先， 指出缺陷1 分析解释
小结1：由此无法必然        
得出结论。

①每段6行
左右

②4种小结
方式可以灵

活使用

③字数多时
小结可省略

第3段 其次， 指出缺陷2 分析解释
小结2：因此，推理的
有效性值得怀疑。

第4段 再次， 指出缺陷3 分析解释
小结3,：所以，结论
的得出有些牵强。

第5段 最后， 指出缺陷4 分析解释
小结4：由此看来，结
论的得出稍显轻率。

第6段     综上所述，原文在概念、论据及推理等各方面至少存在以上
分析的诸多逻辑漏洞，因此，该论证的有效性是值得商榷的。

3行左右



（1）理性表述自己∶

可能、或许、大概、也许、一般、大部分、通常、很可能、完全有可能……

常 用 语 气 词 汇



（2）理性质疑批驳原文的论证和观点∶

不严谨、不确切、可能不成立、不一定、未必能推出、有些牵强、难以必然成立、

不敢苟同、值得商榷、缺乏说服力、令人费解、尚需完善、难以令人信服、很难站得

住脚、有失偏颇、还需完善、有待证明、不太恰当、不很确切、不太严谨、欠妥当、

不足、有点轻率、有些武断、难以让人信服、并不必然、并不意味、并不代表。

常 用 语 气 词 汇



（1）大连接词

①首先、其次、再者、最后

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2）小连接词

况且、还有、而且、更何况、更重要的是等。

常 用 结 构 词 汇



（3）分析引导词

很可能情况是、比如、试想、假使等。

（4）分析收尾词

如果实际情况是这样......

常 用 段 落 连 接 词



P A R T 

例题精讲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单位都十分注重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其实，人才除了靠自己培

养，还应该靠引进。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说明培养人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即使不需要一百年，现在把一个

人从小学培养到大学毕业，至少也要十五六年。由此可见，靠自己单位来培养人才根本不能解决当务之急。

其次，只注重培养而不注重引进人才并留住人才，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例如，企业辛辛苦苦培养的一些

人才跳槽了，一些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出国了。因此，只着眼于培养，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再次，从历史上来看，秦孝公靠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了，而商鞅是卫国人，是秦孝公招揽引进的。可见，

招揽引进人才，就能使国家强大起来。

可喜的是，如今不少单位出台了各种措施，引进了越来越多的人才。这样，我国的人才数量必将大幅增

长，国家就会更加富强了。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单位都十分注重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其实，人才除了靠自己培

养，还应该靠引进。

标题：人才还应该靠引进吗？

开头：上述材料通过一系列分析，试图得出“人才除了靠自己培养，还应该靠引进”这一结论，然而该

论证过程存在诸多逻辑漏洞，现分析如下。

结尾：综上所述，上述材料论证过程存在着诸多逻辑漏洞，因此其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说明培养人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即使不需要一百年，

现在把一个人从小学培养到大学毕业，至少也要十五六年。由此可见，靠自己单位来培养人才

根本不能解决当务之急。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说明培养人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即使不需要一百年，

现在把一个人从小学培养到大学毕业，至少也要十五六年。由此可见，靠自己单位来培养人才

根本不能解决当务之急。

【谬误分析1】“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无法说明培养人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前者强调

的是培养人才艰巨性和重要性，培养人才和树木成长一样需要持续的耕耘和投入是一个持续的

过程，并非是培养人才时间的长短，与企业中的人才培养并不相同。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说明培养人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即使不需要一百年，

现在把一个人从小学培养到大学毕业，至少也要十五六年。由此可见，靠自己单位来培养人才

根本不能解决当务之急。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说明培养人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即使不需要一百年，

现在把一个人从小学培养到大学毕业，至少也要十五六年。由此可见，靠自己单位来培养人才

根本不能解决当务之急。

【谬误分析2】培养人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意味着靠自己单位来培养人才根本不能解决

当务之急。用人单位是结合实际工作内容，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所需的技能以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人才经历过家庭、社会、学校教育后，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可以很快接受并掌握这些

技能，企业可以解决当务之急。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说明培养人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即使不需要一百年，

现在把一个人从小学培养到大学毕业，至少也要十五六年。由此可见，靠自己单位来培养人才

根本不能解决当务之急。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说明培养人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即使不需要一百年，

现在把一个人从小学培养到大学毕业，至少也要十五六年。由此可见，靠自己单位来培养人才

根本不能解决当务之急。

【谬误分析3】学校教育与单位培训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学校教育的侧重点是全面打牢基础，

往往是通识教育、理论教育，而用人单位培训的侧重点是掌握相应工作技能，所以不能根据学

校教育时间长短来证明用人单位培训时间的长短。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其次，只注重培养而不注重引进人才并留住人才，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例如，企业辛辛苦

苦培养的一些人才跳槽了，一些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出国了。因此，只着眼于培养，只能是为他

人作嫁衣裳。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其次，只注重培养而不注重引进人才并留住人才，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例如，企业辛辛苦

苦培养的一些人才跳槽了，一些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出国了。因此，只着眼于培养，只能是为他

人作嫁衣裳。

【谬误分析4】企业培养的人才跳槽、高校毕业生出国等行为，无法推出培养人才只能是为

他人作嫁衣裳。人才流动是一个普遍现象，部分人才的流失，不能否定其他企业培养的人才对

企业带来的价值，同时，在培训过程中，人才已经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了作用，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仍然说明对企业自身是有益的。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再次，从历史上来看，秦孝公靠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了，而商鞅是卫国人，是秦孝公招揽

引进的。可见，招揽引进人才，就能使国家强大起来。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再次，从历史上来看，秦孝公靠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了，而商鞅是卫国人，是秦孝公招揽

引进的。可见，招揽引进人才，就能使国家强大起来。

【谬误分析5】秦孝公靠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了，未必说明招揽引进人才就能使国家强大起

来。一方面，商鞅变法的个例并不具有代表性，无法说明大多数情况，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变化，

曾经的经验可能并不适合当下的发展实际；另一方面，秦国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不仅仅在于招揽了商鞅。所以无法说明招揽引进人才，就能使国家强大起来。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可喜的是，如今不少单位出台了各种措施，引进了越来越多的人才。这样，我国的人才数

量必将大幅增长，国家就会更加富强了。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可喜的是，如今不少单位出台了各种措施，引进了越来越多的人才。这样，我国的人才数

量必将大幅增长，国家就会更加富强了。

【谬误分析6】不少单位出台政策，引进越来越多的人才，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人才数量必将

大幅增长。一方面，引进的人才可能会因为其他如待遇、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无法留住，另一

方面，引进的人才还可能会导致原有人才可能会离开，使人才数量减少。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可喜的是，如今不少单位出台了各种措施，引进了越来越多的人才。这样，我国的人才数

量必将大幅增长，国家就会更加富强了。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

可喜的是，如今不少单位出台了各种措施，引进了越来越多的人才。这样，我国的人才数

量必将大幅增长，国家就会更加富强了。

【谬误分析7】即便人才数量大幅增长，国家未必就会更加富强。因为人才的数量增长并不

意味着人才的质量提升，在人才数量的增加的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以及有平台

可以使人才发挥其价值，除了人才之外，国家的强盛还取决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如

果其他方面没有提升，单纯增加人才数量可能无法真正推动国家的发展



第二节  布局谋篇 综 合 训 练

【2024年】其他角度的理由：

1.【商鞅变法】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在体制、体量与外在形势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之间不可简单类比。

“秦孝公商鞅变法”的历史案例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现如今社会存在显著差异。

2.【单凭招揽引进人才不足以使得国家强大】国家能否强大，除了人才之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比

如，科技水平、资源状况、经济形势等。

3.【引进人才，数量未必增加】不少单位引进人才可能来自于国家其他单位，这样我国的人才总量并末

增加。

4.【人才数量增加，国家未必富强】即便人才数量大幅增长了，如果没有把这些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发

挥他们的才能，也未必能让国家更加富强。国家富强不仅仅需要依靠不少单位引进人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

影响，如人才的培养与保留、人才使用与激励机制、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的支持。



第二节  布局谋篇 范 文 人才还应该靠引进吗？

上述材料通过一系列分析，试图得出“人才除了靠自己培养，还应该靠引进”这一结论，然而该论证过

程存在诸多逻辑漏洞，现分析如下。

首先，培养人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意味着靠自己单位来培养人才根本不能解决当务之急。用人单位

是结合实际工作内容，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所需的技能，人才经历过家庭、社会、学校教育后，已经具备了

培训基础，可以快速接受并掌握这些技能，因此通过培养人才，企业可以解决当务之急。

其次，企业培养的人才跳槽、高校毕业生出国等行为，无法推出培养人才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人才

流动是一个普遍现象，部分人才的流失，不能否定其他企业培养的人才对企业带来的价值。同时，在培训过

程中，人才已经为企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仍然说明对企业自身是有益的。

再次，秦孝公靠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了，未必说明招揽引进人才就能使国家强大起来。商鞅变法的个例

并不具有代表性；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曾经的经验可能并不适合当下的发展实际；而且，秦国的成功是

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仅在于招揽了商鞅。

最后，即便人才数量大幅增长，国家未必就会更加富强。因为人才的数量增长并不意味着人才的质量提

升，也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以及可以使人才发挥价值的平台，除了人才之外，国家的强盛还取决于军

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综上所述，上述材料论证过程存在着诸多逻辑漏洞，因此其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既 然 选 择 了 远 方 ， 便 只 顾 风 雨 兼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