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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AD_A6_E7_c80_449137.htm 1、“有损害，有责任

；无损害，无责任。也就是说，有损害发生，造成损害的人

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试用侵权法原理对该说法加以辨析

。 答：（1）该理解不完全正确。 （2）侵犯民事权利，承担

民事责任确实需要损害事实，没有损害，就不负民事责任。

不论是一般侵权行为还是特殊侵权行为，要使侵权人承担民

事责任，必须有损害事实。损害事实的存在是侵权行为民事

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之一，缺少损害事实，条件就不具备，

就不承担责任。该损害事实是由一定行为和事件造成他人人

身或者财产上的不利，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因此，前

一句的理解是正确的。 （3）反过来的理解不正确。有损害

发生，造成损害的人未必承担责任。因为承担一般侵权行为

民事责任，一般具备四个构成要件：第一，损害事实存在；

第二，行为具有违法性；第三，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

因果关系；第四，侵权入主观上有过错。这四个条件同时具

备，才能承担民事责任，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可能使

致人损害的人产生抗辩事由。抗辩事由成立的，致人损害的

人也不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民法的规定，对抗理由包括依法

执行职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受害人同意、

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受害人过错、第三人的行为等。 2、

民间在继承遗产时，有“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非

婚生子女是野种”，不能继承财产的说法。根据民法的有关

知识和原理，对这种说法进行评述。 答案要点：这种说法是



错误的。 我国对于遗产继承，规定了继承权平等的原则，这

是社会主义民主、平等观念在继承制度中的反映，其表现为

多个方面，主要包括继承权男女平等、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

女平等、养子女与亲生子女平等、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权

平等几个方面，其中，男女平等对于继承人而言，是指在继

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遗产的分配、代位继承等方面，均

不受性别的影响；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平等是指子女的继

承权并不因其为婚与否而有所不同。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

享有平等的继承权。而在继承顺序上，我国法律规定，配偶

、子女、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这也是现代继承法比古

代继承法先进的表现之一。所以，“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

水”、“非婚生子女是野种”，不能继承财产的说法，是违

反我国继承法的继承权平等原则的，是我国古代封建残余思

想的表现，与现代的民法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应该予以摒弃

的。 3、民间上有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说

法，试用民法原理和有关法律规。 答：（1）该说法错误。 

（2）女儿出嫁，与其配偶组成新的家庭，但是不因婚姻关系

的产生而解除与父母之间的赡养扶助关系。对于子女不履行

赡养义务的，无劳动能力的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女

儿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该说法错误。 （3）

就继承关系而言，女儿不因出嫁而丧失法定继承人的资格，

只要女儿没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女儿仍然可以继承父母的

遗产。从这个角度看，该说法也是错误的。 （4）当然，女

儿出嫁，与其配偶组成新的家庭，女儿对其配偶乃至其子女

就应当负有一定义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儿对父母

赡养义务的履行，从这个角度看，该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



不能据此认定该说法正确。 4、民间上有所谓“怨怨相报何

时了”的说法，试用民法学的有关原理对该说法加以辨析。 

答：（1）该说法不完全正确。该说法反映了民法的诉讼时效

和除斥期间制度。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

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即丧

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之权利的

制度。除斥期间则是指民事实体权利的存续期间。 （2）“

怨怨相报何时了”，意在劝告人们对“怨怨相报”必须及时

了断，不能总是无休止地抱怨。从民法的角度讲，这句话表

明，权利人应当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积极地行使权利，如果

未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积极地行使请求权，则法律对他的权

利将不予以保护。此外，除斥期间也要求权利人必须在法定

期间内主张实体权利，如果没有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期

间经过将导致该权利归于消灭。“怨怨相报何时了”表明，

无论是合同之债，还是侵权损害赔偿之债，当事人应当在法

定期间内有一个了断，不能无止无休。特别是在双方当事人

的债权符合抵销的情形下，可以通过抵销以消灭当事人之间

的债权债务关系，此时怨怨已经“相报”，没必要再进行了

断。 （3）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由于诉讼时效仅仅适用于

债权关系，所以不是所有的权利都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对

于国有财产以及人身权，比如民事主体在行使姓名权、肖像

权等权利时，就不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此外，基于物权所

产生的请求权，比如物上请求权的行使，也不受诉讼时效的

限制。因此，“怨怨相报”在上述情形下，又具有相对意义

的“无止无休”。 （4）可见，“怨怨相报何时了”这个反

问句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该说法的表述不完全正确



。 5、有人主张：“根据契约自由原则，抵押人可与抵押权

人约定在债务已届清偿期而债务人未为清偿时，抵押物归抵

押权人所有。”请运用民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其加以辨析。 

答：（1）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2）这种约定构成“流质契

约”，是为法律所禁止的。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欲

以确定的价格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以清偿其债权，必须于债

权清偿期限届满后订立协议，而不能在此之前。 （3）法律

之所以禁止流质契约，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抵押人，防止抵押

人因一时的急迫而以高价的抵押物来担保价额较低的债权，

并且被迫接受以抵押物冲抵价额较低的债权的不利后果。 6

、有人说：法人能够独立承担责任，也就是承担有限责任。

结合民法的有关知识和原理对这种说法进行辨析。 答：这种

说法不完全正确。法人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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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的

一个本质特征就在于法人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组

织，所以“法人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

，所谓法人的独立责任是指法人在违反义务而对外承担责任

时，其责任范围应当以其拥有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为限，法

人的成员和其他不对此承担责任，这使得法人和其成员在人

格上得以彻底分离。所以，其承担的仍然是一种无限责任。

故“也就是承担有限责任”的说法是不对的。 7、人们常说

，邻里相互方便，不要以邻为壑。试运用民法的知识和原理

对这种情况进行辨析。 答：这种说法指出了民法中相邻关系

的要旨。相邻关系是指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者使用

人因对不动产行使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

系。从主体上看，相邻关系的主体是相互毗邻的不动产所有



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从客体上看，相邻关系的客体是所有人

或者使用人在行使不动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过程中所体

现的财产利益和其他利益；从内容上看，相邻关系的一方相

邻人有权要求他方提供必要的便利，他方则应给予必要的便

利。其具体的表现为：相邻土地的通行或占有关系；相邻用

水或者排水关系；相邻建筑物范围内的通行关系；相邻房屋

的滴水关系；相邻地下物或植物危及安全关系。所以“邻里

相互方便，不要以邻为壑”的说法体现了民法中的相邻关系

。但是，相邻关系并不仅仅指的是邻里之间，其范围很广，

还包括了不动产的相邻关系。其处理的原则便是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互助团结、公平合理。所以不能“以邻为壑”。

8、“表见代理是有权代理”请运用民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其

加以辨析。 答：（1）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2）表见代理是

指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无权代理人

，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的民事行为，其实质上是一种无权代

理。 （3）因表见代理在客观上使第三人相信其为有代理权

而实施的代理行为，法律规定其产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

后果。 （4）表见代理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代理制度的诚信

基础，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正常的民事流转秩

序。 9、有人说：“物权法定主义和法定物权是一回事。”

试运用民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其加以辨析。 答：（1）这种

说法是错误的。 （2）物权法定上是物权法上的一项基本原

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各种物权的内容由法律统一规定，不

允许依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创设物权。 （3）而法定物权是从

物权发生方式角度对物权分类所产生的一种物权类型，是与

意定物权相对而言的，是指根据法律规定而当然发生的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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