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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2021_2022__E6_9C_89_E

5_85_B3_E9_83_A8_E9_c25_21222.htm （一）民法和概念和调

整对象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

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的

调整对象包括： 1．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财产关系即经

济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经济

关系，具有下列特征：（l）主体在民法上的地位平等；（2

）主体意思表示自由，即这种财产关系是在自愿价有偿。 2

．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人身关系是指没有财产内容但具

有人身属性的社会关系。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具有下列特

征：（l）主体在民法上的地位平等；（2）以特定的精神利

益为内容；（3）与特定人身不可分离。 （二）民法的基本

原则 1．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这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

的法律人格，在具体民事关系中互不隶属、地位平等、各自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具体内容包括：（l）公民的民事

权利能力一律平等；（2）不同的民事主体参与民事关系，适

用同一法律，具有平等的地位；（3）民事主体在产生、变更

、消灭民事法律关系时必须平等协商，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

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4）民事权利平等地

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因他人的行为使自己的权利遭受损害，

都有权要求他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等价有偿原则。这

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按照价值规

律的要求进行等价交换，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具体体现是

：（l）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往往具有相对



性，任何一方都享有权利，同时负有义务；（2）在从事移转

财产的活动中，一方取得的权利与其履行的义务，在价值上

大致相等；（3）在共同从事某项民事活动时，各方当事人都

应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人的财

产，侵犯他人的利益；（4）一方给另一方造成损害，应以得

到同等价值的补偿为原则，使加害人的赔偿额与受害人的损

失额相等。 3．自愿和公平原则。自愿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

活动中，应充分表达其真实意思，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

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自愿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

中充分表达其真实意思，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具有

意志自由。公平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本着公平的观念从事民

事活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4．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

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当诚实、守信用、正当善意

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具体体现为：（l）对他人恪守诺言

、讲究信用、诚实不欺；（2）当事人应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

利，在获得权益的同时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

得滥用权利，损害他人权益；（3）以诚实信用的方式履行义

务，对于约定的义务要忠实履行。 5．保护合法民事权益原

则。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是民法的根本任务，公民

、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侵犯。 6．公序良俗原则。公序良俗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

事活动中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

风俗，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三）民事法律关系 1．民

事法律关系的概念。这是指由民法所确认和保护的具有民事

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其特征是：（1）民事法律关系



是一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2）民事法律关系是体现着

国家意志和当事人意志的思想意志关系；（3）民事法律关系

具有平等和等价有偿的特点。 2．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l

）财产法律关系和人身法律关系。（2）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

法律关系。（3）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 3．民事法律关系的

要素。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是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内

容和客体。 （l）主体。这是指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民事权

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人。在我国，民事主体主要有：公民（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特定情况下的国家。 

（2）内容。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

担的义务。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依法为

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民事义务是指义务人为满足权利

人的利益而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的必要性。二者

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 （3）客体。民事法律关系客体是

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通常包括：物、

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 （四）民事权利的分类 1．财

产权和人身权。 2．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支

配权是指直接支配标的物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请求权是

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抗辩权是对抗

请求权或否认对方权利的权利；形成权是指当事人一方可以

依自己的单方行为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权利。 3．绝对

权和相对权。绝对权是指义务人不确定，权利人无须通过义

务人实施一定行为即可实现的权利，又称为对世权；相对权

是指义务人为特定人，权利人必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

才能实现的权利，又称对人权。 4．主权利和从权利。 5．既

得权和期待权。 （五）公民（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 1．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这是指法律赋予公民

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它是公民参加民事法

律关系，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依据，也是公

民享有民事主体资格的标志。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止于死亡（包括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 2．公民的民事

行为能力。这是指公民能够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设

立民事义务，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

格。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三类：（l）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3）无民事行为能力。 （六）

法人 1．法人的概念和特征。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其主要特征是：（l）法人是一种社会组织；（2）法人具

有民事主体资格；（3）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法人的

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人作为民事主体，取得民事权利和承

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与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相比，法人的民

事权利能力有如下特征：（l）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成立，止于终止；

（2）法人不享有与公民的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专属公民的

某些权利能力的内容，法人不享有；（3）公民的民事权利能

力是平等、普遍，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相互间存在差异。

3．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以自己的意思独立进行民

事活动，取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资格。与公民的民事行为能

力相比，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如下特征： （l）公民的民

事行为的发生时间与民事权利能力不一致。而法人的民事行

为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在存续时间上是一致的。（2）公民的

民事行为能力与其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并不一致，而法人的



民事行为能力与其民事权利能力在范围上一致。（3）法人实

现民事行为能力的方式与公民不同，法人通过其法定代表人

等来实现，而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是通过其自身的行为

来实现的。 4．法人的有限责任。法人的有限责任是指法人

以其独立财产承担清偿债务的直接责任，法人创立人或其成

员仅以其投资财产对法人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其特征是：（l

）法人的责任与其创立人或成员的责任相分离，法人独自以

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法人的责任与其创立人或成员的利益

不能相互转移。（2）法人仅以其所有或经营管理的财产为限

，对外承担债务的清偿责任。 有限责任制度自产生以来，已

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法律工具。其意义是：（1）减少和

转移投资风险，鼓励投资；（2）促进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3）增进市场交易，减少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其弊

端是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为董事、股东滥用公司的法律

人格提供了机会，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如“揭开公司面纱”

等予以克服。 （七）合伙 合伙是两个以上民事主体出于共同

的经济目的，自愿签订协议，共同出资和经营，共负盈亏和

风险，对外负无限责任的联合体。其特征是：（l）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组成；（2）以全体合伙人一致的意思表

示为基础，经签订合伙协议而确立；（3）合伙人共同出资、

共同经营；（4）合伙人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合伙组织的

财产关系包括合伙人内部的财产关系与合伙人对外承担的财

产责任关系。合伙人均应依照合伙协议履行约定的出资义务

；合伙人投人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

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同所有；合伙盈余由合伙人按合伙

协议的规定分配，合伙协议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一般按平



均分配。合伙人内部对合伙债务的分担属于按份责任，由合

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

责任。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合伙人对合伙债务对外承担连带

责任，偿还合伙债务超过其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

其他合伙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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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