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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6/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3_80_8A_E7_c67_276690.htm 对于2007年10月1日生

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于2008年法律硕士研究生

考试的影响与对策，我们主要讨论如下问题，希望对大家的

备考有一定指导意义，但是之前需要提醒的是：系统复习方

法与备考技巧才是主要的，这是“面”；而物权法只是一个

“点”的问题。 以下论述的5个问题仍然坚持如下原则--坚持

通俗易懂，不讲官话套话；坚持面向法硕考试的原则，不大

谈空洞理论。 1、物权法的意义 2、物权法的主要修改与完善

3、物权法修改对法硕考试的影响 4、物权法修改后的应试对

策 5、以法律条文为宏观指导 第一部分 物权法意义 民事法律

主要包括2块：债权（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和物权（所有权

、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法硕考试中，这2块的分数基本也

是对半开。法硕考生必须明白，并不是说2007年10月1日之前

中国就没有物权法，而是说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物权法典

。也就是说，我们早就有了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如《担保

法》、《票据法》、《房地产法》、《农村土地承包权法》

等），但是一直没有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典》。 缺乏物权

法典的弊端就在：散见于各种法律中的涉及物权法律 关系的

法律条文彼此冲突，有的条文甚至已经过时；缺乏系统完整

论述，很多领域甚至没有权威的法律规定；很多涉及的物权

法方面的新理论与新实践急需写入（如讨论比较激烈的拆迁

补偿、私有财产地位等）完善。所以，我个人觉得认识物权

法的意义，需要把握3点：《物权法》对抛弃了哪些旧的理论



，物权法增加了哪些新的理论，物权法的整个法律体系是怎

样的。（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制定《物权法》，说白了是对

以前比较散乱的涉及物权的各种法律关系进行了一次整理（

占全部内容的90%），同时在进行一些提升（占全部内容

的10%）---也就是说，《法硕指南》里面的90%的涉及物权法

的东西是没有变化的。---《物权法》绝对没有那些专家说的

那样“有开天辟地”“造就法治”的神奇作用，更何况中国

目前还存在法律执行力差与物权法本身个别条款规定过于原

则的问题。 第二部分 物权法的主要修改（新增制度与完善制

度） 《物权法》条文将一些具体的理论落实下来了，其实这

些具体理论在在历次版本的《法硕指南》上基本上均予以了

比较详细的论述，从而确立了一些新的物权制度。 1、在物

权法的保护上，首次确立了物权请求权制度（物权的请求权

总共分为三项：物权返还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预

防请求权）。 2、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物权法》

制定之前，我国的登记制度是一个混乱的体系，机构庞杂，

归口不一，制度不健全，效力不明确。 3、所有权中，增加

“业主建筑物所有权区分制度”。此制度在2005年版《法硕

指南》中新增加的一个知识点，理论论述已经比较详细。 4

、增加了用益物权中的“地役权”制度（如埋设地下管道需

要通过别人的建筑物的时候），这个问题，旧版《法硕指南

》的论述是比较少的，法条见《物权法》第3编第14章。 5、

增加担保物权中的动产浮动抵押制度。这一制度起源于英美

对于企业中规定的浮动抵押制度，该法律制度中将抵押的标

的扩大为动产和不动产均可设置抵押，甚至包括可以主张的

债权、知识产权。 6、首次确立占有制度。《物权法》以整



整一编的篇幅来论述这个制度（希望大家结合《法硕指南》

好好理解，整理其理论体系与相关知识点） 同时，《物权法

》完善了很多已经有但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法律制度

，在考试中更要严加注意，大家要非常熟悉相关法律条文：

1、登记制度的完善。物权法确立了登记生效主义为主，登记

对抗主义为辅（即未登记不生效）的登记制度。物权法对于

登记对抗主义的事项进行了规定：关于车辆、船舶、航空器

这些特殊动产的抵押,已经从登记生效主义改为登记对抗主义

；承包经营；动产抵押浮动制度。其余部分为登记生效主义

。 2、企业法人财产权。对于我国企业法人的所有权予以确

认。即认为所有权是一种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两权分离的国有制度实质为一种错误的界定。同时依据《物

权法》55条规定：依照法律，出资人的权利，从而实质上厘

清了国有资产主体拥有的股东权利，界定为一种出资人的权

利。 3、细化相邻关系制度。物权法中9个条文规定了五种相

邻关系。尤其是物权法90条对于环保相邻关系的规定，这条

文在世界上也是比较新的制度。世界各国中，只有德国有相

关的规定。（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4、充实了共有制度。此

部分法硕考试中几乎是年年必考，大小案例均有。 5、用益

物权的完善。用益物权的边界扩大为动产和不动产均可。在

农村中对于农民土地的保护：承包权分为两种----耕地和“四

荒土地”（第133条）。对于耕地，承认了物权上的权利；而

对于四荒土地采用债权方式来保护。物权法中界定了“建设

用地范围”分为地上地表和地下，这样使得这种权利更为完

整。明确“宅基地使用权”将会受物权法保护，以及增加“

地役权”的规定。 6、担保物权的完善。 ① 扩大了担保物权



的适用范围。原有规定的只是“经济活动”中，而现在的物

权法中规定的是“民事活动”中，适用范围扩大。 ② 物权法

中170条规定放宽实现条件：原来规定对于但保权的实现可以

给予担保权的不履行或者发生债权债务到期的情形；而现有

的物权法中规定了，双方可以约定担保权实现的时间和条件

。 ③ 人保和物保竞合的情形之下，人保也称为保证。当一物

上既设置人保又设置物保的时候，如何妥善处理这种竞合问

题？物权法中有相关的处理手段，即债务人如果以自己的财

产做了物保，那么先行履行物保，后履行人保。如果第三提

供了保证，那么债权人可以选择由谁来承担担保责任。 ④ 关

于抵押：原先规定的是封闭式的，即规定依法可以设定抵押

的其他财产。而现在则为开放式规定，即未禁止抵押的财产

都可以进行抵押。这种开放式的规定更容易体现意思自治。

最后，一物多抵的情形，在过去规定中，一物多抵，在抵押

了一个之后，另设的抵押款不得超过设定第一个抵押之后的

余额，而现在的规定是只要迪亚双方愿意设定抵押就可以，

没有必要考虑余额是否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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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