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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1/2021_2022__E6_B0_91_E

6_B3_95_E5_AD_A6_E8_c80_171158.htm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

概念 民事法律行为，一般称为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为了

设立、变更或者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而实施的行为，正如我国

民法通则第54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

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由下可

见，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

灭的作用，是法律事实中行为的组成部分。 二、民事法律行

为与民事行为 来源：www.examda.com 理解“民事法律行为”

的概念，应当注意相关的另一概念“民事行为”，我国《民

法通则》在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定义性规定的同时，创

设了“民事行为”一词。这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

的概念，应当加以区别。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四章有关规定

的精神，所谓“民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领域内

基于其意志所实施的，能够产生一定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

但是，并非一切民事行为都是民事法律行为。其中，只有具

备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的民事行为，才具有法律确认的法律

效力，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后果，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而

不具备法定有效条件的民事行为则不具有法律效力，不产生

行为人所追求的法律后果，或者通过当事人依法行使变更权

或撤销权导致其效力的变更或者消灭。所以，民事行为的范

围大于民事法律行为，两者在形式逻辑上是包容概念的关系

。即民事行为包括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

可变更的民事行为。 三、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来源



：www.examda.com 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民事法律事实中行为的

一种，具有如下三项特征而区别于其他各类民事法律事实。 

（一）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有

合法性，因为它必须是合法行为。才能为国家法律所确认和

保护，从而能够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民事法律后果。在此，理

解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应着眼于其内容和形式均应符合法

律规定，而且，合法性的范围是广义的，即要符合法规规定

，又要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要求。这是民事法律

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整的目的，也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

属性。 （二）民事法律行为是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作为构成

要素 1．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追求民事法律后果

（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或消灭）的内心意思用一定的

方式表示于外部的活动。 2．意思表示与民事法律行为。民

事法律行为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所以，意思表示

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每种民事法律行为都必须

存在意思表示。缺少民法所确认的意思表示的行为就不是民

事法律行为。 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但并不

等于民事法律行为，因为，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意思表

示构成是不一样的，既可以是一种意思表示所构成，也可以

是包含两种或多种意思表示。 （三）民事法律行为能够实现

行为人所预期的民事法律后果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

系 来源：www.examda.com 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目的性行为，

即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那么，基于民

事法律行为具有的合法性，法律确认和保护民事法律行为的

效力，故行为人所追求的预期后果必须可以实现。可见，民

事法律行为的目的与实际产生的后果是相互一致的。这一特



点使得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民事违法行为。因为，民事违法

行为（如侵权行为）也含有依法产生法律后果（如侵权行为

人承担的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但是，这种法律后果并不是

行为人实施民事违法行为时所追求的后果，而是根据法律规

定直接产生，并非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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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