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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0/2021_2022__E5_8F_B8_

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170332.htm 一、（1年） 1.《民法

通则》第136条 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 （1）身体受到

伤害要求赔偿的； （2）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 

（3）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 （4）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

的。 2.《海商法》第257条第一款 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

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

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在时效期间内或者时效期间届满后，

被认定为负有责任的人向第三人提起追偿请求的，时效期间

为九十日，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或者收到受

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 来源

：考试大 3.《海商法》第260条 有关海上拖航合同的请求权，

时效期间为一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

算。 4.《海商法》第263条 有关共同海损分摊的请求权，时效

期间为一年，自理算结束之日起计算。 5.《拍卖法》第61条

第3款 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

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

起计算。 二、（2年） 1.《民法通则》第135条 向人民法院请

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2.《合同法解释（一）》第6条 技术合同争议当事人的权

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在合同法实施之前，自当事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至合同法实施之日超过一

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尚未超过一年的，其提起诉讼的

时效期间为二年。 3.《专利法》第62条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



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侵

权行为之日起计算。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使

用该发明未支付适当使用费的，专利权人要求支付使用费的

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他人使用其

发明之日起计算，但是，专利权人于专利权授予之日前即已

得知或者应当得知的，自专利权授予之日起计算。 4.《国家

赔偿法》第32条第1款 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

，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

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期间不计算在内。 来源：考试大

5.《海商法》第257条第2款 有关航次租船合同的请求权，时

效期间为二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 6.《海商法》第258条 就海上旅客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

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分别依照下列规定计算： （1）

有关旅客人身伤害的请求权，自旅客离船或者应当离船之日

起计算； （2）有关旅客死亡的请求权，发生在运送期间的

，自旅客应当离船之日起计算；因运送期间内的伤害而导致

旅客离船后死亡的，自旅客死亡之日起计算，但是此期限自

离船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年； （3）有关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

请求权，自旅客离船或者应当离船之日起计算。 来源：考试

大 7.《海商法》第259条 有关船舶租用合同的请求权，时效期

间为二年，自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8.

《海商法》第261条 有关船舶碰撞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

，自碰撞事故发生之日 起计算；本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的追偿请求权，时效期间一年，自当事人连 带支付损害

赔偿之日起计算。 9.《海商法》第262条 有关海难救助的请求

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救助作业终止之日 起计算。 10.《海



商法》第264条 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保险赔偿的请

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11.《

产品质量法》第45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

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

损害时起计算。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

，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

，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 三、（3年） 来源：

考试大 1.《海商法》第265条 有关船舶发生油污损害的请求权

，时效期间为三年，知损害发生之日起计算，但是，在任何

情况下时效期间不得超过从造成损害的事故发生之日起六年

。 2.《环境保护法》第42条 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

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

时起计算。 四、（4年） 《合同法解释（一）》第7条 技术进

出口合同争议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在合同法实

施之前，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

至合同法之日超过二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尚未超过二

年的，其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四年。 五、（5年） 《行诉

解释》第42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

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

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

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

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六、（20年） 1.

《民法通则》第三137条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

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

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

诉讼时效期间。 2.《民通意见》第175条第2款 民法通则第一



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

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 来源：考

试大 3.《行诉解释》第42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

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具体行政行

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七、过半数 《选举法》 1、第四十一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

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

当选。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时

，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

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

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

，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

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

候选人名单。如果只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 依照前款规

定另行选举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

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另行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

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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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