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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1_95_E5_A4_8D_E4_c67_475280.htm [重点法条] 第83条 不

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

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相关法条] 《民通意见》

第97~103条。 [意思分解] 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

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不动产的所有权或

使用权时，因相邻各方应当给予便利和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

利义务关系。考生可参考《民通意见》第97~103条，了解一

下各种情形下的具体相邻关系的内容。 [不要混淆] 相邻关系

在以下几方面区别于地役权： 1．相邻关系不是一类独立的

物权，而地役权是一类独立的用益物权。 2．相邻关系是依

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地役权是通过当事人缔

结合同而产生的物权。 3．相邻关系是法律为相邻的不动产

所有人、使用人行使不动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提供了最低限

度的便利利益和容忍义务，而地役权内容依当事人自由设定

。 4．相邻关系的权利的取得是无偿的，而地役权合同通常

是有偿合同。 [重点法条] 第86条 债权人为2人以上的，按照

确定的份额分享权利。债务人为2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

分担义务。 第87条 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2人以上的

，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

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

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



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 [意思

分解] 1．依债的主体特征及他们之间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

债可分为： 单一之债 按份之债 债多数人之债连带债权 连带

之债 连带债务 2．特别要掌握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效力的差

异： 按份之债的多数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债权或债务是相互独

立的，相互之间不存在连带关系；而连带之债的连带债权人

或连带债务人之间的权利或义务是连带的。因此，在按份之

债中，仅存在对外效力问题，即任一债权人实现了其份额债

权或任一债务人履行了其份额债务，与其他债权人或债务人

均不发生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在连带之债中，则既有对外

效力问题，又有对内效力问题。即在连带之债中，任一连带

债权人实现了全部债权，或者任一连带责备人履行了全部债

务，连带之债即归于消灭，同时在连带债权人或连带债务人

之间成立按份之债。简言之，连带之债的“连带关系”仅是

对外关系而言的，而在内部，则是按份债权或按份债务。连

带之债内部关系的按份性质正是履行了义务的连带债务人产

生向其他连带债务人求偿权的基础。 [不要混淆] 1．单一之债

的概念不同于简单之债。后者是相对于选择之债而言的。 简

单之债，又称单纯之债，指债的履行标的只有一种，当事人

也只能按照该种标的履行的债。 选择之债指债的履行标的有

数种，当事人须从中选择一种来履行的债。选择之债在履行

前必定要将其特定化成为简单之债。特定方式有二：一是选

择；二是履行不能。选择是一种权利，称选择权，是一种形

成权。关于选择权，应注意： （1）当事人可明确约定归债

务人、债权人或第三人行使； （2）无明确约定时，归债务

人； （3）选择权人在法定、约定或合理期限内不行使选择



权的，归债的对方当事人行使。 2．除了以上分类外，考生

还应了解债的其他分类及其分类意义： （1）特定之债与种

类之债； （2）财物之债与劳务之债； （3）货币之债及非货

币之债。 [重点法条] 第91条 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

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

并不得牟利。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同，需经原

批准机关批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约定的

除外。 [相关法条] 《合同法》第80、84、88条。 [意思分解] 1

．本条未区分合同权利转让、合同债务承担与合同权利义务

协议概括转让三种不同情形，而一概规定只要转让合同权利

或义务，就须取得另一方的同意，与法理殊为相背。依《合

同法》第80条，本条关于合同一方转让合同权利，应当取得

合同另一方同意的规定，已经不再适用。 2．本条关于合同

权利义务转让“不得牟利”的规定，也深刻反映出80年代中

期计划经济时代的印痕，于今日已不合时宜，实际上也已成

废文。 [重点法条] 第92条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

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相

关法条] 《民通意见》第94条。 [意思分解] 1．依债的发生的

原因不同，债可作如下分类（以下分类也构成债的体系） 意

定之债：合同之债 缔约过失之债 债侵权之债 法定之债不当得

利之债 无因管理之债 其他 不当得利即是引起法定之债发生原

因之一种，在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事实中的事件。 2．不当

得利的构成要件（这是不当得利的理论基础） （1）一方获

得利益。获得利益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财产的积极增加，即

权利的增强或义务的消灭，使财产范围扩大；二是财产消极

的增加，指当事人的财产本应减少却因一定事实而未减少。 



（2）他方受到损失。损失，包括现有财产利益的减少，即积

极损失和财产利益应当增加而未增加即消极损失。 （3）获

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无合法根据。 3．

不当得利的基本类型（这是不当得利理论的难点） （1）民

事法律行为不成立，无效及被撤销所产生的不当得利。 （2

）履行不存在的债务所引起的不当得利。 （3）因合同解除

产生的不当得利。 （4）基于受益人、受害人或第三人行为

而产生的不当得利。 （5）基于事件而产生的不当得利。 重

点注意第（1）、（3）种类型，许多考生对此很陌生。 4．不

当得利的效力（这是不当得利理论的核心，也是律考重点） 

不当得利的效力，依受益人主观心态为恶意或善意而有重大

不同： （1）受益人为善意的，返还义务以现存利益为限，

对已不存在的利益不负返还责任。 （2）受益人为恶意的，

返还范围应是取得利益时的数额，对已不存在的利益的返还

义务并不免除。 （3）受益人先为善意，后为恶意的，返还

范围以恶意开始之时存在的利益为准。 [不要混淆] 特别注意

《民通意见》第94条，遗失物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

不返还的，其性质由不当得利转化为侵权，故由此引起的诉

讼按侵权之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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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