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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七、单项选择题（3251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下列

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试题要求的。请在

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32．★下列情形中，属于民

事法律事实的是（）。A.日出B.备课C.赠与D.恋爱【答案】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法律

事实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

、终止的客观现象。一个客观事实是否属于民事法律事实，

看它是否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后果。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与主体

的意志之间的关系，民事法律事实分为事件和行为。事件称

为自然事实，与主体的意志无关，如出生、死亡、时间的经

过以及那些引起损害的各种自然现象；行为是受主体意志支

配的法律事实，如买卖、赠与、租赁、运输、保管、拾得遗

失物、侵权行为等。在本题中，A项日出是一种自然现象，

但没有引起法律关系，故不属于民事法律事实；B项、D项属

于人的行为，但该行为本身也不直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

生，备课、恋爱行为都不足以从法律上约束行为人，故也非

法律事实。只有C项赠与，作为人的行为，一旦实施赠与，

即可产生法律关系，赠与人受其赠与承诺的约束，受赠人可

以通过赠与行为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故赠与属于民事法律

事实，即只有C项符合试题要求。【考生注意】民事法律事

实是民法理论问题，作为考点主要是对某些事实的认定方面

。如“某物丢失报废”和“抛弃某物报废”，是行为还是事



件？答案是前者是事件，后者是行为。另外关于不当得利是

行为还是事件的问题，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是后者。另外

，对该问题侧重看辅导书中所举例子。33．★公民可以适用

正当防卫方法保护的民事权利是（）。A.名誉权B.生命权C.

肖像权D.扶养权【答案】B【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正当防卫的适用。正当防卫是指当公共利益、他人或本人的

人身或其他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行为人采取必要的防卫措

施。法律上对于正当防卫要求：第一，必须是现实存在的正

在发生的、不加以防卫便不能排除的不法侵害行为；第二，

实施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第三，防卫造成的直接损害只能加于不法侵害人

；第四，防卫行为的强度与侵害行为的强度相当。利用正当

防卫的四点要求分析本题所给的选项，可以看出，A、C、D

项难以实施正当防卫。因为名誉权属于精神性人格权，其侵

权行为方式主要是采用侮辱、诽谤形式，捏造事实损害他人

名誉，如果受害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加害人，不仅构不成

正当防卫，反之，构成侵权行为。C项肖像权是指自然人对

其再现的形象享有使用并排斥他人侵犯的人格权。肖像权也

属于精神性人格权，侵犯肖像权体现为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

的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对侵犯肖像权的行为也无法实施正

当防卫。D项扶养权是基于平等主体的身份关系产生的经济

扶助和生活照顾的请求权，如夫妻扶养请求权、父母子女扶

养请求权。侵犯扶养权主要体现为具有特定扶养义务的人不

履行法定扶养义务，属于不作为侵权，对不作为侵权实施正

当防卫不具备正当防卫的第一个构成要件。以上分析表明，

正当防卫不适用于精神性人格权、身份权的侵害以及不作为



侵权行为。只有现实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其他财产正在

遭受积极损害的，才能实行正当防卫。故本题中只有B项符合

题意。【考生注意】只要对正当防卫制度有基本的理解，该

题不难选择。但该题引出一个信息，即不同的民事权利，其

保护方法不同。如消除影响所适用的民事权利，只能是精神

性人格权。34．★依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下列智力

创作成果中不属于作品的是（）。A.讲稿B.魔术C.地图D.杂技

【答案】B【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著作权的客体作

品的范围。作品是著作权客体，是指在文学、艺术、科学领

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

我国《著作权法》采用列举的形式规定了所要保护的作品的

范围。本题中，A项讲稿作为文字作品属于著作权保护的作

品，C项地图、D项杂技（2001年修改著作权法确定）等在著

作权法中都明确列举作为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故ACD三项不

符合试题要求。只有B项魔术虽然也有创作成分，属于智力成

果的范畴，但著作权法却没有列举，故B项符合题意，不属于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考生注意】该题不够严谨。《著作

权法》规定作品中包括杂技艺术作品。在2002年《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第4条对杂技艺术作品的解释中明确包括杂技、魔

术、马戏等。按照理论上的解释，魔术、杂技都必须具有创

造性，属于艺术作品范畴时，方可享有著作权。35．★★★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下列财产中可以适用善意取得的是() 

。A.首饰B.记名有价证券C.麻醉品D.盗窃物【答案】A【考点

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善意取得

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

，在不法将其占有的动产让与第三人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



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的制度。我国承

认善意取得制度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民

法通则意见》）第89条。该条规定，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

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

》以及司法实践，以下物的取得不适用善意取得：（1）赃物

；（2）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遗失物、漂流物、失

散的饲养动物；（3）法律禁止或者限制流通物，如爆炸物、

枪支弹药、麻醉品、毒品、文物等；（4）不动产，不动产适

用登记制度，不适用善意取得。(5)属于特定主体的财产。本

题中，C项麻醉品、D项盗窃物肯定不能适用善意取得。至

于B项记名有价证券属于特定主体，因而也不适用善意取得。

故只有A项首饰品符合题意。首饰品包括的范围很广，即便

是金银饰品，只要其允许流通，也可以适用善意取得。【考

生注意】善意取得制度多次出题，选择题类型基本陷于善意

取得的适用范围，本题的考点分析对此进行全面概括。但因

为理论上和实践中对该制度的适用是否适用于盗窃物、遗失

物、不动产等还存在很多歧义，因此，要根据命题所给条件

灵活把握。如在案例分析中出现遗失物的非法转让，价格合

理、公开拍卖，依此可以认定适用善意取得。36．★甲与乙

订立了租期为35年的房屋租赁合同。依据我国《合同法》的

规定，该合同中关于租期的约定（）。A.20年以下均有效B.25

年以下均有效C.30年以下均有效D.35年以下均有效【答案】A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租赁合同的期限。租赁合

同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

租金的合同。租赁合同作为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转移的仅仅



是物的使用权，因此，《合同法》第214条规定：“租赁合同

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本题明

确“甲乙订立了35年的租赁合同”，当事人的约定违反了法

律强制性规定，故超过20年的部分无效。答案应当为A。【考

生注意】租赁合同中，当事人也可以不约定期限，不约定期

限的租赁合同为不定期租赁，不定期租赁中的当事人可以随

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前通知承租

人。20年的租赁期限届满，其余的15年无效，如果承租人继

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37．★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企业

法人有权转让其（）。A.营业执照B.荣誉C.名称D.名誉【答案

】C【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企业法人的人身权。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也可以成为人身权的主

体。法人享有的人身权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法人

名誉是对法人的信誉、商誉等的评价，伴随的法人的成立而

存在。法人荣誉是法人从特定组织依法获得的积极和肯定的

评价。荣誉的取得有严格的人身属性，属于特定主体。因此

，法人名誉、法人荣誉都无法转让。法人名称是法人参与民

事活动时，为区别于其他组织而为自己确立一个特定的标志

，该标志经过登记而具有特定性，如果变更该标志，只要进

行变更登记即可。故法人名称可以转让。法人的营业执照是

法人取得法人资格进行民事活动的依据，营业执照记载着法

人的设立宗旨、业务活动范围。营业执照的取得必须符合法

定条件。不同的法人，取得营业执照的条件不同，营业范围

也不同。故营业执照不能转让。由此得出结论，只有C项符

合试题要求，其他三项排除。【考生注意】企业法人、个体



工商户、个人合伙的名称权都可转让，国家机关法人、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名称权是否可以转让？答案为否。38

．★甲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已满5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其配偶乙（）。A.只能申请宣告甲失踪B.只能申请宣告甲

死亡C.应当先申请宣告甲失踪，再申请宣告甲死亡D.既可以

申请宣告甲失踪，也可以申请宣告甲死亡【答案】D【考点

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关系。《

民法通则意见》第29条规定，宣告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必经

程序。公民下落不明，符合宣告死亡的条件，利害关系人可

以不经申请宣告失踪而直接宣告死亡。但利害关系人只申请

宣告失踪的，应当宣告失踪。本题“甲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

不明达5年”的条件既符合宣告失踪的条件，也符合宣告死亡

的条件，下落不明人的配偶（宣告死亡的第一顺序申请人，

宣告失踪的申请人没有顺序限制）当然可以选择两者。可以

先申请宣告失踪，然后申请宣告死亡；也可以不申请宣告失

踪，直接申请宣告死亡。纵观本题所给选项，只有D项符合

试题要求，ABC三项都有违我国民法的规定。【考生注意】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的联系与区别将是简答题的命题点

。39．★★我国法律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标

的物被提存之日起5年内不行使而消灭。该5年的期间属于（

）。A.普通诉讼时效期间B.长期诉讼时效期间C.除斥期间D.取

得时效期间【答案】C【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除

斥期间和诉讼时效的区别。除斥期间是法律规定某种民事权

利存在的期间。诉讼时效是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经过没有行使

权利将丧失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的权利。本题中，“债权人

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标的物被提存之日起5年内不行使而消



灭”，表明提存物的受领权的法定存在期间是5年，过了该期

间，受领权这一实体权利将消灭，而不是丧失向法院请求强

制执行的权利。因此，只有C项符合题意，ABD三项属于诉

讼时效，应排除。【考生注意】我国现行成文法没有除斥期

间的概念，也没有单独设立除斥期间制度。该制度只是为民

法理论对散见于具体法条确认的期间的一种概括。由于立法

没有明确，民法条文中规定的期间哪些期间属于除斥期间，

认识上往往会产生争议。一般认为，消灭形成权的期间为除

斥期间。形成权是依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即可使法律关系发

生变动的权利，如追认权、撤销权、解除权、抵销权、选择

权、介入权等。本题中明确的“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

乃是一项形成权。40．★★★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以下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的是（）。A.买卖合同B.承揽合

同C.保管合同D.运输合同【答案】C【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

知识点是实践性合同的范围。实践性合同与诺成性合同相对

，是根据合同成立是否交付实物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实践性

合同要求合同成立除了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还必须交付

实物；而诺成性合同不要求交付实物，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

一致合同即可成立。故实践性合同又称要物合同。根据合同

法的规定，A项买卖合同（第130条）是当事人达成的关于转

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协议；B项承揽合同（第251条）是承揽人

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

的合同，两者的定义表明其为典型的诺成性合同。C项保管

合同（第365条）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

物的合同。该定义表明合同成立应以交付保管物为要件。D

项运输合同（第288条）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



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

费用的合同。承运人、托运人一经约定即产生约束力，故运

输合同也为诺成性合同。总上分析，只有C项符合试题要求

，其他三项均为诺成性合同。【考生注意】要物合同有定金

合同、质押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保管合同。实践

中还承认借用合同、借贷合同为要物合同。仓储合同、银行

借款合同属于诺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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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