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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熟悉相应的民事法律条文 前面已经提到，最近2年直

接以法条形式出题较多，因此，必须掌握现行民事立法和司

法解释的规定。民法中相近的制度很多，其区别点可能就是

一点或两点，如质权和抵押权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转移占

有，如果签订的是质押合同，而没有转移占有，是否构成事

实上的抵押呢？不能；如果签订的是抵押合同，抵押人却把

抵押物交付给债权人占有，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的，债权

人就可以行使抵押权。民法中的诸多制度在法条中如何表述

，就需要对照辅导书和法律条文进行学习。考试复习时，关

于民法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必不可少。但是，民法条文和理

论一定互相对照学习，纯粹看法条，一是不能理解，二是缺

乏体系；光看理论，缺乏现行立法的支持，容易做出错误判

断。有些时候，会发现法条与理论发生冲突，没关系，客观

题考试一定根据现行法规定；主观题考试可以把不同的观点

答出来。 在复习时，所要细查的现行法主要有：《民法通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合同法》、《担保法》

、《继承法》、《婚姻法》、各项知识产权法。由于时间有

限，最好还是多看较详细的辅导书。 现行法条文固然重要，

但绝不是法硕考试的全部。 2．注意把握民事法律理论的体

系 体系化学习是全面掌握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所谓体

系化，就是把民法的各项制度或权利整合为一个整体，通过



一条线索，把所有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发现各项制度之间的

相互关系。民法的知识点固然庞杂，但只要按照一定体系去

理解，学起来还是会有条不紊，提高效率。来源

：www.examda.com 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如此广杂，其思想理

论体系如何构建，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德国学者就找到“法

律关系”的概念，找到法律关系所包含的三要素，即主体、

客体和内容，找到引起法律关系发生的民事法律事实。据此

，建构起民法大厦的根基。进入民法大门之前，先从外观了

解民法概念、民法调整对象和民法基本原则，这是民法基本

的知识点。主要掌握民法不同于其他法律的特征、民法调整

对象的特点和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功能及其内容。然后，

进入民法内部，以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叩开民法大厦的门砖，

发现民法是通过民事法律关系实现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的。

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必不可少的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民事法

律关系的参加者，即主体；主体之间的连接点，即权利和义

务；权利义务建立的基础，即客体。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都可以通过这三个要素实现。由于民法定位私法，崇尚自由

，因此，主体的意愿在民法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考虑主体的

意愿是权利的内在要求，因此，民法以权利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故名为“权利本位”。由此引发的民事法律关系，其

本质是一种权利关系，所有的法律关系都可以通过权利关系

表述出来。而民事法律关系又是如何发生、变更、消灭的呢

？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必须有民事法律事实作指引，这些事

实更多的是由主体的行为产生的。从此，主体、权利、客体

、行为就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所不可或缺的材料

。民法上的制度也是由这些材料构建起来。读者沿着这条思



路去体会民法，会发现民法就在身边，不遥远；民法很清晰

，是杂而不乱。以下笔者围绕法律硕士考试的重点娓娓道之

。 民事主体，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不同于哲学上的主

体。哪些可以成为主体，民法理论有争议。如一个人立遗嘱

由他的宠物犬继承他的遗产，宠物犬是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吗

？争议归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事主体并非是纯粹的有

血有肉的自然人，还包括特定的组织，即被拟制为法人的组

织以及非法人组织。这些主体凭什么成为民法上的主体、成

为主体后干什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民法学者设计了民事

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凡是主体都应当具备的。但

自然人和非自然人所具有的能力完全不同。作为自然人，取

得民事主体资格只要具备出生的事实即可，胎儿不具有权利

能力；有了权利能力，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取得具体财产权

利和人身权利，并为自己设定义务的资格，即民事行为能力

。当自然人生活圈子出现异常，杳无音信时，法律为了保护

与该自然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他人利益或者失踪人的利益

，设计了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法人作为独立的主体，

其设立、成立、变更和消灭都由法律作主，事先规定条件，

由着法人行为即可完成。法人既然是人为的，不同国家立法

规定的法人类型也不同，如私法人、社团法人、公益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等。非法人组织是不具备法人资格，但具有相

对独立性的实体，如合伙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筹建中的法

人、个人独立企业等。 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构成民事法律关

系的内容。在民法上，首先根据权利的内容是否与人身相关

，划分财产权和人身权。财产权中有分为物权、债权、知识

产权和继承权；人身权中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沿着财产权



的脉络：物权以对自己的物享有的权利还是对他人的物享有

的权利为基础，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自物权只有一项，即

所有权，又称完全物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有权的取

得必需符合法定的方式，即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

中的先占、添附、拾得遗失物、善意取得等方式都是重要的

民法制度。由于实行“物权法定原则”，他物权的设定必须

根据符合法律规定的种类和内容。我国民法根据他物权的设

立目的不同，划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传统用益物权包

括地上权、地役权、典权、用益权，我国新型用益物权包括

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采矿权、取水权

、狩猎权等通说称为准物权。担保物权包括抵押权、质权和

留置权。 债权是对特定的人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其义务

主体的特定性决定了债权不同于物权的本质特定。债权既然

是一种请求，其发生主要通过当事人约定和法律规定的事实

形成。当事人的约定构成合同之债；法律规定形成债的事实

包括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侵权行为。社会是由契约构成的

，大量的合同关系要求法律必须对其加以单独规定，故我国

颁布了《合同法》。合同法规定了15种有名的合同：买卖、

赠与、能源供应、租赁、融资租赁、借款、承揽、建筑工程

、运输、保管、仓储、委托、行纪、居间、技术等合同。它

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构成要件的差异。对于合同，其成立和生

效至关重要，要约、承诺作为合同成立的步骤，格式条款制

度的设立，其法律效力决定了通过建立合同之债约束“陌生

”的交易双方。随之而来的是合同的履行、担保合同履行的

方式（定金和保证）、合同的解除。 知识产权的本质是财产

权，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三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客



体和内容不同。三者在权利取得、保护期等方面差异明显。 

继承权是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其本质是获得财产，故

也为财产权。主要内容有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代位继承和

转继承、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遗嘱的形式及其效力。 人格

权包括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前者有生命权、健康

权和身体权；后者有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隐

私权、尊严权、信用权以及肖像权。 身份权是因特定身份的

存在而享有的与人身不可分的权利。因结婚形成夫妻身份产

生的配偶权、因出生产生的父母身份形成的亲权以及亲属权

，监护权等。来源：www.examda.com 上述权利都是为主体带

来实际利益的，故为实体权利。为了更好地区分实体权利，

使之类型化，根据其作用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

辩权。除了债权之外的其他权利皆为支配权；债权为请求权

；对抗请求权的权利为抗辩权，如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

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先诉抗辩权等；形成权是以自己的单

方行为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如撤销权、追认权

、立遗嘱权、解除权、抵消权等。 民事客体通说认为有物、

行为、智力成果和标志、人身利益和权利。物权的客体是物

、债权的客体是行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人身权

的客体是人身利益、权利质权的客体可以是权利。由此可见

客体的意义。物有动产和不动产、种类物和特定物、原物和

孳息。行为有作为和不作为。智力成果有作品、发明创造；

标志有商标。人身利益有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在细化的权

利中，客体也将成为权利的重要区别点。如隐私权与名誉权

的区别。 民事法律事实包括事件和行为。事件不受人的意志

控制的事实，如出生、死亡、不可抗力、自然报废、时间的



经过。其中，时间的经过在法律上产生的效力，即时效制度

具有独立价值，包括取得时效、除斥期间。行为是受人的意

志支配的事实，包括表示行为和事实行为。表示行为也称民

事行为、表意行为。民事行为根据其所效力状况，分为有效

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

民事行为和效力待定民事行为。有效民事行为所具备的条件

包括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

利益、形式合法。关于民事法律行为中，有两项重要的行为

：即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代理是社会大量发生的

民事法律行为，委托代理、指定代理和法定代理是其主要类

型。滥用代理权、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构建了我国的代理制

度。事实行为包括无因管理、创作作品、拾得遗失物、侵权

行为等。这些行为又是债产生的根据，不过。两者的角度不

同。 民事权利需要获得保护，不履行民事义务的行为又需要

加以制裁，故民事责任制度独立出来，它由侵权责任和违约

责任构成，具体包括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免责事由、责任

方式。两种责任可以通过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在侵权民事责

任中，特殊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占有很大比重。 综上所述，

民法体系是由民事法律关系这根线穿起来。它既是民法体系

建立的基础，也是分析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民法思维工具。在

《法律硕士考试大纲》中，前两章属于基本理论知识，接着

是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非法人组织放在法人章），

民事客体没有单独成章。民事法律行为、代理和诉讼时效是

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民事法律事实，故单独设置三章。在民

法学体系中，一般来说，民事主体、民事法律事实具有普遍

适用性，故称为民法总论的内容；再接着就是具体权利和民



事责任，包括物权、所有权、他物权、共有、相邻关系、债

权、合同、人身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与继承和民事责任

，这些内容构成民法分论。民法总论和分论构成民法的整体

结构。 3．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民法为私法，其法

律规范的制定往往要尊重权利人的意思。因此，民法的调整

原则中，意思自治是核心。如何体现意思自治原则，在具体

民事法律规范中主要表现为任意性规范。经典的说法是：法

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只要不违

反法律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要求，主体都

可自由为之。因此，民法很多规范都是先规定基本原则，然

后，在通过除外条款效力，来体现当事人的意志。关于主体

、诉讼时效的规定都是强制性的，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合同

等的规定体现意思自治要素。以下简要列举，对比分析。 《

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当事人不能约

定，18周岁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其行为要经过法定代理人追

认。该约定无效。 《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

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此处仅指法律规定除外，而不是另有约定的除外。任何人

关于诉讼时效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只有在诉讼时效届满后，

当事人可以抛弃时效利益，即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

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民法通则》

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

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第63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

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

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担保法》第84条：因保管合同、运输

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

权人有留置权。当事人可以在合同约定不得留置的物。 这表

明，当事人另有约定可以排除“标的物自交付时起移转”的

原则性规定。考生在复习时，需要注意各个法条的表述，注

意其中所体现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切忌用僵硬的公式化的思

维方法来解释民事法律条文和现实社会中的民事现象，也不

要过分夸大民事法律规范的原则性，将其绝对化。 同样，处

理好民法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也表现在既要准确把握民

事法律条文规定的法律标准和民法理论的观点，又能够在解

答具体问题时灵活地运用有关的民法理论，将其融会贯通，

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