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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67_274463.htm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10小题

，每小题1分，满分10分；备选答案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

求的）★1．公民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

（ ）。A、1年 B、2年 C、3年 D、4年【答案】A【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宣告死亡的时间条件。宣告死亡是法

律上对下落不明达一定期限的人所作的死亡推定，所以时间

条件尤为重要。根据《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公民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宣告他死亡。（1

）下落不明之日起满4年的；（2）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自

事故发生之日起满2年的。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

时间自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需注意的是，战争期间下落不

明的也要满4年（《民法通则意见》第27条）。因此，B项正

确。【考生注意】类似题目需要注意的是时间界限。当遇到

以时间作为适用的条件的，与相关制度一起记忆。如宣告失

踪适用的时间条件是2年，不管任何情况。其正好与意外情况

下宣告死亡适用的时间一致。该题可能在宣告失踪和宣告死

亡的比较中出现。2．民事行为的有效条件包括（ ）。 A、行

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B、行为人有意思表示C、行为内容不

违法 D、行为形式为书面形式【答案】B【考点分析】本题考

查的知识点是民事行为的有效条件。出题人给考生绕了一个

小圈子，该题实际上是考查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别

。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在不清楚民事行为

的有效条件的情况下，可直接与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相



对照，不难得出结论。民事法律行为人有效要件包括三个方

面：主体合格，即是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内容合法

，即行为内容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三是意思表示

真实，即不是基于欺诈或胁迫等做出的意思表示。本题所给

选项中A、C、D三项都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要求，只

有B符合题意。【考生注意】民事行为在《民法通则》中主要

通过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等表述的，民事行为与

民事法律行为构成隶属关系已经是理论共识，但民事行为的

范围是仅指意思表示行为呢，还是包括事实行为在内的所有

发生民法后果的行为，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是指前者，即

民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其与表示行为、表意

行为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由于争议较大，将来关于民事

行为单独出题的可能性不大。但对2001年的考生而言，该题

具有一定迷惑性。★★3．最长诉讼时效可以适用（ ）的规

定。A、中止 B、中断 C、延长 D、中止、中断或延长【答案

】C【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最长诉讼时效的适用

规则。最长诉讼时效是指对各类民事权利保护的最长时效期

间。其适用规则是：时效期间是20年、适用范围没有限制、

从权利受侵害开始计算、不适用中止和中断，可以适用延长

。由此可见，A、B、D项不符合题意。只有C项正确。【考

生注意】该题基本上是法律规定。最长诉讼时效之所以不适

用中止、中断的规定，是最长诉讼时效的意义决定的。以后

要注意最长诉讼时效与长期诉讼时效的区别。4．所有权的继

受取得方式包括（ ）。A、添附 B、买卖 C、拾得遗失物 D、

善意取得【答案】B【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所有权

的继受取得方式。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



得。前者是不依赖于他人的行为而取得，后者是通过民事法

律行为或者某种民事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取得。添附、拾得

遗失物、善意取得都是原始取得的所有权方式，故排除A、C

、D项，只有B项买卖符合题意。【考生注意】该题难题系数

为零，将来应当侧重所有权的原始取得方式。★★★5．善意

取得制度适用于（ ）。A、不动产 B、枪支弹药 C、毒品 D、

货币【答案】D【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为善意取

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保护现代频繁复杂

交易中的第三人的利益设置的。其适用范围问题，理论争议

颇大，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又没有直接的法律根据。按照

当时根据《大纲》编写的辅导书中的表述，善意取得制度只

适用于动产，不动产不适用；枪支弹药和毒品是禁止流通物

，也不能适用善意取得，货币是特殊的种类物，可以适用。

以该辅导书的内容判断该题，只有D是正确的。【考生注意

】善意取得制度在法律对其完善以前，可谓仁智互见。形成

共识的是禁止流通物不适用。争议最大的是拾得遗失物、赃

物、不动产、货币。除货币外，其他三类物是否适用善意取

得，体现了对原权利人利益和交易第三人利益的平衡问题。

而货币作为特殊种类物，采取“占有即是所有“原则，既不

存在对货币的无权处分，也不存在持有者的善意恶意，可以

说货币是绝对地适用，也可以说绝对地不适用。因此，考试

时，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问题和所给的条件灵活回答。6．一方

委托他方从事研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在协议未作约定时，

其专利申请权归（ ）享有。A.委托方 B.受委托方 C.双方共有

D.专利主管机关指定的人【答案】B【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

知识点是委托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归属问题。委托发明创



造是根据委托合同由受托人完成的发明创造。根据《专利法

》第8条的规定，一个单位或个人接受其他单位或个人委托所

完成的发明创造，除了有协议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

完成或者共同完成的单位或者个人。《合同法》第339条也有

所规定，只是增加了委托人的免费实施权。也就是说，当事

人没有特别约定时，专利申请权归研究开发人，如果研究开

发人取得专利权的，委托人可以免费实施该专利。据此，只

有B项符合题意。当然，合同可以约定专利申请权归委托方

（A项）或约定双方共有（C项）。但专利主管机关无权指定

。【考生注意】专利申请权不同于专利权。只有专利申请权

人，才可能成为原始取得专利权的人。专利申请权也具有经

济价值，可以转让，因此，专利申请权人未必是发明创造人

。这个问题是将来专利权方面的考点。7．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的保护期为（ ）。A. 25年 B.50年 C.作者终生及死后50年 D.不

受限制【答案】A【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期。计算机软件不同于一般作品，其著作

权具有特殊性。因此，其保护期由《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条例

》规定。最早规定的是25年。但自2001年12月，《计算机软

件保护条例》把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期作了修改：自然人的软

件著作权保护期为自然人终生及死后50年，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保护期为50年。因此，如果说法硕考试是在修改生效前，

当时的正确答案应当是A项25年。从命题内容看，应当是指条

例修改前的保护期。如果修改后的，B、C项似乎都符合题意

，但不符合单项选择的要求。【考生注意】自然人和法人或

组织享有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期是有差别的，两者保护期的起

算点也不同。法人等组织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期是从登记之日



计算。8．商标权的有效期为10年，自（ ）起计算。A.商标使

用之日 B.商标注册申请之日 C. 商标核准注册之日 D.公告之日

【答案】C【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商标权的保护

期起算点。根据《商标法》第23条规定，“注册商标的有效

期为10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故只有C项符合法律规定

。【考生注意】知识产权不同于财产所有权的一个重要点是

时间性。保护期问题是知识产权的最基本内容。各类不同的

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都是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各项权利对比后

作硬性记忆即可。★★9．无须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的

遗嘱形式为（ ）。A.代书遗嘱 B.录音遗嘱 C.口头遗嘱 D.自书

遗嘱【答案】D【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不同形式

遗嘱的有效条件。根据《继承法》第17条规定，遗嘱的形式

主要有5种：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公

证遗嘱。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

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由他人代为书写是

代书遗嘱；以录音形式订阅的遗嘱；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立

下的口头遗嘱，都要求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以保证遗

嘱的真实性。据此，在备选答案中，只有D项自书遗嘱不需

要见证人。【考生注意】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不同形式的

遗嘱其有效要件不同、效力也不同。如果不同形式的遗嘱发

生抵触，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

后所立遗嘱为准。另外，还要注意口头遗嘱的有效条件。★

★10．正当理由是一般侵权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之一，包括

（ ）。A. 自助行为 B.不可抗力 C.意外事件 D.受害人过错【

答案】A【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为一般侵权行为

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抗辩事由作为对抗责任成立的理由，



包括正当理由和外来原因。正当理由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自助行为。外来原因主要是侵权人以外的因素，包括不可

抗力、意外事件、受害人过错。因此，只有A项符合题意。

【考生注意】抗辩理由在2000年单选考过。只要把最基本的

要点掌握即可。二、 判断题★★1．甲于诉讼时效期间的最

后6个月内向债务人行使了履行债务请求权，诉讼时效中断。

（ ）【答案】√【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为诉讼时

效中断事由。权利人可以在诉讼时效期间的任何时间点向债

务人提出请求或者起诉或者债务人同意履行债务，只要提出

，诉讼时效便归于中断。因此，该题表述正确。【考生注意

】该题的陷阱是出题人把诉讼时效中止的时间条件诉讼时效

期满前最后6个月放在命题中间，意在制造诉讼时效中止的假

象，考生不要被此蒙蔽。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的本质区别是

法定事由不同，中止是客观原因导致权利人客观上不能行使

请求权，故要求不可抗力或其他事由必须发生在诉讼时效期

满前的最后6个月；而中断是权利人主观上积极行使权利，可

以在诉讼时效进行中的任何时间点。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是

诉讼时效的重要内容，以后会以各种形式命题。 ★★★2．

抵押权和质权的区别是：抵押权以不动产为标的物，而质权

则以动产为标的物。（ ）【答案】×【考点分析】本题考查

的知识点是抵押权与质权的区别。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抵押

权和质权的根本区别在于标的物的占有主体不同。抵押权设

定后，还由抵押人继续占有标的物；质权的成立则以转移标

的物占有为条件。质权合同生效后，质权标的物由质权人占

有。至于标的物是动产或不动产，不构成抵押权和质权的区

别。因为，抵押权也可以动产设定标的物。当然，质权因为



转移占有的性质决定，其标的物必须是动产或权利。可见，

该命题是错误的。【考生注意】该题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因

为有一种说法，即抵押权的标的物“主要”是不动产和不动

产物权，质权的标的物是动产或权利。由此，可以推出本命

题。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很严谨的说法，作为考试判断题的

命题，缺乏了“主要”二字，就不能作为其区别点了。注意

，以后还将在简答题中出现。3．债权转让的，债权人必须通

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转让无效。（ ）【答案】√【考点

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为债权转让的条件。我国《合同

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应当通知债务人。未

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

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各国民法对债权转

让的生效条件规定了三种模式（1）自由转让原则，即债权转

让只要经债权人与受让人合意，对债务人便生效。（2）通知

原则，即债权转让必须债权人通知债务人之后对债务人才生

效。（3）债务人同意原则，即债权转让须经债务人同意才能

对债务人生效。我国《民法通则》采债务人同意原则，而《

合同法》改用通知原则，合同法颁布在后，故适用合同法判

断该题。债权转让采用通知原则，未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

人不生效力。因此，该题判断表述正确。【考生注意】关于

债权转让，《民法通则》与《合同法》规定不一致，按照新

法优于旧法原则，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但本题中“

转让无效” 如果表述为“债权转让无效”将更为妥当。债权

转让实际上是把债权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因债务尚未履行

，债权人只要向债务人通知即可，如果不损害债务人利益的

，无需征得债务人同意。但债务转移，则根据免责的债务承



担还是并存的债务承担，决定是否征得债权人同意。如果是

并存的债务承担，只是多增加了债务人，无需征得债权人同

意。★★4．违约方依约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后，已支付定金

的守约方还有权要求违约方双倍返还定金。（ ）【答案】×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违约金和定金的并用或选

用问题。定金是为担保债权的实现，由合同当事人一方预先

支付给对方一定数额的金钱。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就

代作价款或者收回。定金担保作用的实现是靠定金罚则完成

的。定金罚则的内容是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的，应双倍返还

定金。违约金是违反合同的一方向守约方支付的金钱。如果

一份合同既有违约金条款又有定金条款，是两者并用还是选

择适用，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按我国《合同法》第116条

的规定，当事人既约定定金又 约定违约金铁，一方违约时，

双方可以选择适用定金条款或违约金条款。这就是说二者不

能并用，只能选择其一。故此，该题表述错误。【考生注意

】定金和违约金的本质区别是性质不同，按照我国法律，定

金是合同担保方式，其条款具有从属性，适用定金罚则实现

担保；违约金是合同责任方式，是主合同的一部分。但违约

金也具有一定的担保作用，因此，我国合同法规定了两者并

存时选择适用。关于两者的区别，将来的简答题、案例分析

或选择实例分析都会以其命题。★5．出租车在马路上待客空

驶是要约，乘客打车是承诺。（ ）【答案】√【考点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合同的订立（主要是要约与要约邀请的

区别）。合同的订立需要经过两个步骤，即要约和承诺。（

《合同法》第13条）。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



示，该意思表示“内容应当具体确定”，表明经受要约人承

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合同法》第14条）

。要约经过承诺后，合同成立，对要约人和承诺人产生约束

力。一般情况下，要约往往是根据要约邀请发出的。要约邀

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如果送价目表、

商业广告等（《合同法》第15条）。要约和要约邀请的根本

区别有二点：一是看希望订立合同还是“希望向自己发出要

约”；二是要约有法律拘束力而要约邀请则无。就本题而言

，判断的关键是“出租车在马路上待客空驶”是要约还是要

约邀请？如果是希望与乘客订立运输合同，有明确的目的性

，内容具体确定，当乘客招手停车后而拒载将承担相应责任

，可以认定为要约，否则便是要约邀请。根据我国1998年2

月1日公安部和建设部发布的《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19

条规定，出租汽车实行扬手招车、预约订车和站点租乘等客

运服务方式。第22条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按照合理路

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不得绕道和拒载。如果违反该

项规定，该法第31条规定，经营者、从业人员，视其情节轻

重，分别由城市客运管理机构给予警告，并处以3000元以下

罚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出租车在马路上待客空驶”

构成要约，非要约邀请。故该题表述正确。【考生注意】本

题交给初学者判断有一定难度。因为各国对此处理是不同的

，许多教科书的表述也不同。对待该问题，主要根据各国法

律和交易习惯确定。出租车问题不是考试最重要的，重要的

是要约和承诺，以后将以任何形式出题必考。★★★6．下大

雪清扫路面，避免行人跌伤，构成无因管理。（ ）【答案】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无因管理。无因管理是



指没有合法律依据为他人管理事务，使他人受益的行为。管

理人因此而遭受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支付必要的费用，

从而构成无因管理之债。因此，在无因管理的构成上要求受

益人必须特定化，如果没有特定的受益人，即便构成无因管

理，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之债，在法律上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下大雪自动清扫道路，确实无法律依据，但其避免行人跌

伤中的“行人”是不特定的人，因此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之债

。所以，判断该题错误。【考生注意】判断本题的关键点是

对“避免行人跌伤” 的理解。行人，是不特定的主体。如果

换成“为甲某清扫路面，避免其跌伤”，则构成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制度，是常考点，多看一些实例。7．继父母虽非亲

生父母，但只要尽了抚养义务，即可继承继子女的财产。（ 

）【答案】√【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继父母和继

子女之间的继承关系。根据《继承法》第10条第3款、第4款

的规定，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子女包括有扶养关系的继子

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父母也包括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根据《婚姻法》也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的继子女

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该题表

述正确。【考生注意】该题没有难度，属一般基础知识。但

考生要注意继父母子女关系不同于养父母子女关系，养父母

子女关系是要经过登记确认的，而继父母子女关系则主要通

过事实抚养、扶养确认。如果说继子女已经成年，独立生活

，未与继父母生活在一起，就不能认定已形成抚养关系。★

★★8．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区别之一是：前者违反的是

法定义务，后者违反的是约定义务。（ ）【答案】√【考点

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的区别



。缔约过失责任是基于合同不成立或合同无效，一方有过失

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违反的是合同成立前的法律规定义

务。违约责任是基于有效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违反的是合

同约定的义务。由此，可以看出两者在责任构成、违反义务

的性质以及责任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说，一般情况

下，本题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也有观点认为，违反合同履行

中的附随义务也承担违约责任，而附随义务是法定义务，从

这个角度说，本题就不正确。主流观点认为，违约责任因违

反附随义务引起只是一种例外，在一般情况下，违反义务的

性质不同可以作为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的区别点。【考

生注意】本题意在考查考生的综合判断能力，使该题稍有难

度，但是要注意到两种责任成立的前提便不难做出正确判断

。以后该题会以简答题形式出现。★★9．李某的未成年儿子

在学校将他人打伤，李某与学校虽无过错，但应承担民事责

任。（ ）【答案】×【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无行

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侵权责任的承担。根据《民法

通则》第133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未成年人的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民法通则》第16条），监

护人没有过错，也应承担责任。在学校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

当给予赔偿（《民法通则意见》第164条），学校无过错，不

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李某是未成年人，其监护人

要承担责任；学校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方承担责任。本题

判断错误。【考生注意】本题的陷阱在于学校的责任承担问

题。事实上是把学校作为监护人对待。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在学校学习，并不是监护权转移给学校，学校只就

其过错承担责任。以后的案例分析题也会出现类似实例。10

．强制许可也可以适用于外观设计专利。（ ）【答案】×【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强制许可使用专利权制度的

适用范围。强制许可是指在符合法律规定条件下由国家专利

向直接授权使用人使用他人的专利的制度。根据《专利法》

第49条规定，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仅适用于发明专利和实用

新型专利，不适用外观设计专利。因此，本题判断错误。【

考生注意】该题是一道“钻空子”的题。容易被忽略，一份

试卷中有一、两道这样的题也是在所难免的。以后出题可能

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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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