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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适用于报考金融硕士、应用统计硕士、税务硕士，国际商务硕士、保险硕士及资产评估硕士
等考生，内容为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考试写作部分。
全书依据最新考试大纲，并结合历年真题具体要求以及考试的最新资讯编写，准确地再现了考试的考
查内容以及对考生的能力要求，最大限度地帮助考生提高复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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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诚全国著名经济类专业硕士写作辅导专家；复旦大学MBA，善于把握命题方向和考生应试心理
，独创性的结合管理知识，分析案例进行教学，对于考生的思维养成和应试方法有一套完善的理论，
被考生亲切地称为“语逻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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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认识写作目标做到有的放矢第一节　写作大纲解析 2012年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考试大纲
中，对于综合科目的考试性质，作了如下说明：综合能力考试是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管理类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主要包括MBA/MPA/MPAcc/MEM/MTA等专业联考）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
国联考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专业学位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一般
能力和培养潜能，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所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各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在专业上择优选拔，确保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2012年经济类考试综合能力大纲中，对于综合科目的考试性质，是这样阐述的：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
是为了招收金融硕士、应用统计硕士、税务硕士、国际商务硕士、保险硕士及资产评估硕士而设置的
具有选拔性质的联考科目。
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上述专业学位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培
养潜能。
由此可知，作为专业硕士考试中考查写作科目的两大类别考试，其考试性质和测试目标基本一致。
这种一致性还体现在两个大纲对于写作科目“考查内容”完全一致的措辞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两类考试的写作题目，虽然试卷中赋予的分值不同，但命题思路完全一致，应试
思路也并无出入。
鉴于管理类联考中，MBA写作历年真题数量最多，所占分值和总分中的比重最大，我们不妨主要以此
类真题为例，辅以近期经济类联考的真题，展开讲解。
专业硕士考试的命题形式与国外GMAT等考试类似，都不强调专业知识。
这是因为，如果测试重点放在专业知识上，那么要做到“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其必要的假设
就是考生的专业背景相同。
但实际上考生来自各个工作领域，所以选拔的重点不在于某一专业知识的掌握。
以上考试大纲中提到的“攻读专业学位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培养潜能”，其实质就是联考
考查的方向。
换句话说，备考复习，其最终目标是具备这些“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潜能”。
那么它们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学院招生时，一般要求他们通过三种考试：数学考试、阅读考试、写作考试。
这实际上是以后全部职业研究生教育考试的雏形，并且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的在职研究生考试（
如GMAT、GRE）测试的也就是这三种技能：计算（小学和初中的基础数学）、阅读理解（文字的阅
读分析）以及写作。
类似的，管理类和经济类专业硕士综合考试大纲中，对于考查目标作了如下共同的规定：考查目标 ①
具有运用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具有较强的分析、推理、论证等逻辑思维能力。
 ③具有较强的文字材料理解能力、分析能力以及书面表达能力。
人的思维素质的差异，本质不在于对知识掌握的多少，大部分在于日常逻辑思维能力，即批判性思维
能力的差异。
通过以批判性思维为理论依据而设计的逻辑和写作题目，目的是培养并选拔具有这样品质的考生：遇
事不盲从、不迷信，勤于思考，追求事物的合理性。
这也是学生从商学院毕业后踏上管理岗位所必需的素质。
由于这种素质的重要性，综合类大纲中对于考试内容与试卷结构是这样规定的：写作（包含）2小题
，其中论证有效性分析的要求字数是600字左右，论说文700字左右，总计1300字左右（字数不够是要
扣分的）。
考虑到写作的分值占总分的比重，理论上来讲，写作的时间占总时间的比重应该大致相同，即60分钟
以内，时间非常紧张。
所以，考试之前进行写作的训练，掌握思考的套路、构思的方法、写作的技巧，大有必要。
针对写作科目，大纲做出了如下阐述：综合能力考试中的写作部分主要考查考生的分析论证能力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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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达能力，通过论证有效性分析和论说文两种形式来测试。
请注意大纲的措辞：我们通常会认为写作测试的是文字表达能力，但是大纲却将“分析论证能力”置
于“文字表达能力”之前。
这绝不仅仅是排列顺序的问题，而是契合了前文的考查目标。
所以，如果你一直对作文望而生畏，现在大可不必太过担心，因为联考作文，其实考的是你的思维素
质；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的写作功底充满信心，那么要提醒你的是，对待联考的作文要有足够的警惕
，靠文笔难以过关——事实上，每年中文系的备考者，作文得分较低的例子并不鲜见。
理性的思维方式，将是你应对联考的最有力武器。
第二节　论证有效性分析考查内容前文所述的“考查目标”中明确提出了要考查“文字材料理解能力
”，承担此任务的题型之一就是论证有效性分析。
所以，与其说它是一篇作文题，倒不如说它是一道阅读题。
论证有效性分析试题的题干为一段有缺陷的论证，要求考生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选择若干要点，评
论该论证的有效性。
首先，题干是一段“论证”，凡是论证，都包含了三个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
所以大纲隐含的考查目标，首先是考生找到论证三要素的能力。
很多没有经过相关训练的考生，往往分不清楚“论点”与“观点”的区别，本书将在第二章第一节做
详细阐述。
其次，题干给出的是“一段”“有缺陷”的论证。
在命题时，除了个别年份的考试，大多数给出的都不止一段文字，而是由几段话构成的一篇文章。
所谓“有缺陷”，是指文章对于论点的支撑是不足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论点的支撑不足，不
等同于论点错误或者论据错误。
请看下面这个例子，这是一位四年级的小学生写的检查（为方便阅读，笔者进行了段落划分、错别字
修改和个别标点符号的修正）：检查今天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在操场上和同学追逐打闹还用粉笔头砍
人。
我的行为是十分不对的。
首先，粉笔是公共财物，我们应该爱惜，而且更不该乱扔。
万一砸到低年级的小朋友会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要是砸到高年级的大哥哥就会被暴打
一顿；如果不小心砸到了敬爱的老师们就会被罚站、放学不让回家，甚至请家长。
即使砸不到无辜的同学和老师，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
在操场上追逐打闹就更不应该了，因为这是很危险的。
课间的操场人山人海，乱跑就会摔倒，摔坏了手和腿就会变成残疾人，摔坏了头就会变成傻子。
我们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如果我们都追逐打闹摔成了残疾人和傻子，将来谁来建设祖国呢？
幸好我们敬爱的王老师及时制止了我的罪行，避免了这些悲剧的发生。
我一定要痛改前非，永远铭记老师的教导，爱学习守纪律，不惹老师生气，让老师永葆青春美丽！
这段文字，可以称得上论点鲜明、论据充足、论证结构完整清晰、语言流畅了。
其总论点是：“我的行为（追逐打闹还用粉笔头砍人）是十分不对的”，包括了两个分论点：“粉笔
是公共财物，我们应该爱惜，而且更不该乱扔”和“在操场上追逐打闹就更不应该了”。
但是如果不考虑其中的内容，放到考场上来，这样的行文是否能得到高分呢？
显然不能。
因为其中体现出来的思维逻辑是有缺陷的：其一是强拉因果（第二段），即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当做必
然发生的事情；其二是“滑坡谬误”（第三段），即不合理地使用连串的因果关系，将“可能性”转
化为“必然性”的同时，串联这些不合理的因果关系，推断出一个关联性较弱的结果。
但是，文章的结论错了吗？
“追逐打闹还用粉笔头砍人”即使说不上“是十分不对的”，但也的确应该受到一定的劝诫。
文章的论据错了吗？
爱惜公物，不浪费粉笔、不应该影响他人、要注意安全，这似乎都是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的。
（其实在评价一段论证的时候还要分辨“价值观假设”和“描述性假设”，前者往往不适合做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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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思考，就本例而言，我们不需要对“追逐打闹还用粉笔头砍人”“公共财物应该爱惜”这些观
点是否正确作评价。
作者注。
）所以，论证有效性分析，就是考查我们对于逻辑缺陷的识别，而在写论说文的时候，我们则要避免
这些缺陷，进行有理、有力的论证。
大纲对此作了说明：本类（指论证有效性分析，作者注）试题的分析要点是：论证中的概念是否明确
，判断是否准确，推理是否严密，论证是否充分等。
文章（指论说文，作者注）要求⋯⋯论证严密⋯⋯ 上述例子的逻辑缺陷尚清晰，思考之后基本都能识
别。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容易受到其他一些不那么容易分辨的论证缺陷的干扰。
关于“论证严密”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初微博上流传很广的一段话，原文配了
一幅照片，对于照片是这样说明的：【普华永道女硕士病逝引关注】这位美丽的姑娘是普华永道入职
仅半年的员工，XX大学硕士研究生。
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让人献出每天18个小时，卑微地趴在案头，盯着excel上冰冷的数字，然后不明不
白献出自己和家人的青春和希望？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几万次，人们纷纷评论：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啊，工作难道真比生命还重要吗？
几点感想：1.现代年轻人的就业环境恶劣。
2.多数公司根本视员工为牛为马。
3.年轻人基本缺乏锻炼，体能很差。
4.努力和拼搏对每个人而言都有极限。
5.应有体制进行企业监管。
在中国，四大是员工最辛苦的公司之一⋯⋯员工压力大，工作量大，经常看不到太阳，这是真实的。
 ⋯⋯ 认同这些评论吗？
且慢，让我们找出评论中一些为数不多的声音，听听其他的看法：年轻的逝者让人痛心惋惜，但客观
来看，似乎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证实，她的离开与工作性质有必然的联系。
年轻的生命也会有很多悄然消逝，我们不要把工作当成生命的杀手，其实很多人自己都明白，你还远
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
是的，无论你是否同意“你还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以上这段话的关键在于：似乎还没有充分的
理由证实，她的离开与工作性质有必然的联系。
再来看看原文的措辞：美丽的⋯⋯入职仅仅半年⋯⋯硕士研究生⋯⋯每天18个小时⋯⋯卑微的⋯⋯趴
在案头⋯⋯冰冷的数字⋯⋯不明不白⋯⋯献出青春和希望⋯⋯ 找到问题之所在了吧。
这段文字明明指出了她是“病逝”，但行文中却时时在暗示你得到另一个结论——她是过劳死。
这段文字也许契合了很多人的心理，所以人们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进行了推断，而忽视了
：这条微博的文字所提供的富有情感性和指向性的语言，并不能构成“过劳死”这个结论的充分条件
。
我们在为一条年轻的生命逝去感到惋惜的同时，不能因为不了解情况，就仓促下结论，然后假设自己
的结论正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评论。
（作者在教学实践中引用过此例，班上恰好有学员是例子中主人公的同事，也有了解内情的医疗界人
士，他们都分别证实了作者的看法。
）由此可知，联考考查的是论证有效性分析，以及其中蕴含的批判性思维，对于管理实践有着深远的
意义。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联考大纲要这样设置考查目标了。
可以深深被打动，但不要轻易被煽动。
那么在进行论证有效性分析的时候，识别了论证缺陷，又如何行文以阐述这些缺陷呢？
请继续看大纲：文章要求分析得当，理由充分，结构严谨，语言得体。
本书第二和第三章，将结合历年真题，为你呈现各种论证中的常见问题，并给出具体的写法——如何
给出理由、如何安排结构、如何运用语言——供你揣摩、参考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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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论说文考查内容论说文的考试形式有两种：命题作文、基于文字材料的自由命题作文。
每次考试为其中一种形式。
十余年来，联考大纲经过了若干次的调整。
原来的考查形式还包括案例分析，例如2005年1月的联考真题：根据下述内容，自拟题目，写一篇短文
，评价丘吉尔的决策，说明如果你是决策者，在当时情况下你会做出何种选择，并解释决策依据。
自此，案例分析型作文就再未出现的原因是，随着联考不再考管理科目，命题者预设考生不了解管理
学知识。
案例分析的形式虽然被取消了，其包含的对于观点进行分析的题型却沿袭下来，例如： 2002年10月真
题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25分）中国古代的《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
”这就是说，当我们在解决一个问题而遇到困难无路可走时，就应该变换一下方式方法，这样往往就
可以提出连自己也感到意外的解决办法，从而收到显著的效果。
请以“穷则变，变则通”为话题写一篇作文，可以写你自己的经历、体验或看法，也可以联系生活实
际展开议论。
文体自选，题目自拟，不少于700字。
 2003年10月真题 “读经不如读史。
”对上述观点进行分析，论述你同意或不同意这一观点的理由，可根据经验、观察或者阅读，用具体
理由或实例佐证自己的观点。
题目自拟，全文500字左右。
（25分） 2008年1月真题 “原则”就是规矩，就是准绳。
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见的表达方式是：“原则上⋯⋯，但是⋯⋯。
”请以“原则”与“原则上”为议题写一篇论说文，题目自拟，700字左右。
（3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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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类、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考试是为了招收会计硕士、图书情报硕士、旅游管理硕士、工商管
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等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联考科目，考查内容主要包括数学
基础、逻辑推理和写作三个部分。
《经济类·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核心笔记：写作》为写作部分的分册，内容主要包括必备知识点、考
点精析和技巧点拨等内容，旨在帮助考生夯实基础，提高做题速率。
本书为专门针对写作部分的一本书，特色如下：第一，全面性：《经济类·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核心
笔记：写作》内容涵盖了经济类、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大纲写作部分的全部内容，并结合真题进行讲
解，较为全面，旨在使考生知己知彼，夯实基础。
第二，针对性强：本书严格按照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来编写，同时，对重点、难点、高频考点做了区
分，有利于考生有的放矢地进行复习。
第三，权威性：本书创作团队为多年从事教学、教研的专家，深谙命题规律、特点及趋势，研读此书
可规避考生常犯的错误，少走弯路。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3年经济类、管理类联考综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