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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4_B9_8B_E7_c36_478022.htm 司法考试民法部分最

为考生所头痛的就是物权法及担保法部分。 说其困难，主要

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我国目前缺乏以立法文件形

式出现的《物权法》，对物权法基本理论、所有权、用益物

权（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

典权等）、共有等内容，学者之间仍然存在较大争议。虽然

司法考试有较为统一的辅导教材，但教材中只对物权法作基

本介绍，落实到具体案例情景作题于考生仍有一定距离。另

一方面，在担保物权部分，我国存在规范性法律文件《担保

法》。但是该法于1995年颁布，至今十多年，部分规定与现

行实践作法存在差异，为考生理解记忆产生一定困难。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颁布《担保法司法解释》，根据现

行社会情况作出了细化规定，并且在事实上改变了《担保法

》部分内容。由此，《担保法》与《担保法司法解释》之间

的不一致也给考生带来了一定的记忆难度。 尽管物权、担保

部分难度较大，但在司法考试命题中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因此，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必须明确物权法、《担保法》及其

司法解释的规律，科学规划复习进程，才能最有效的把握该

部分知识点的考察。 一、物权、担保法近年命题规律及考察

特点 从考察分值看，司法考试中物权及担保部分年度分值分

布如下：10分/02年、6分/03年、6分/04年、5分/05年；此外，

在最后一届律师考试中，该部分分值为7分/2000年。从整体看

，在1999年《合同法》颁布之前，《民法通则》及《担保法



》是律考民法部分的最重要立法性文件，而1999年《合同法

》出台后，上述两立法性文件考察分值有所下降。但在2000

年颁布《担保法司法解释》以后，02年司法考试中担保法部

分分值略有回升。 其次，从考察题型看，物权法基本理论及

用益物权部分内容均分布在单项、多项选择题中，而涉及到

所有权及共有的知识点，分布在单项、多项及不定项选择题

中。在担保法中，涉及到质权、留置权部分内容，大部分考

题分布于单项、多项选择题，而保证、抵押与定金的相关知

识点，不仅在选择题部分容易考察，更可能在案例题中与买

卖合同、借款合同等合同法内容结合考察，因此需要重点掌

握。 再次，从知识点掌握要求看，涉及到物权法基本理论、

用益物权、留置权部分内容的通常以识记考察为主，即基本

要求熟练记忆法条，按照法条知识通过简单推论即可获得准

确答案。而对所有权、共有、保证、抵押和定金部分的知识

点，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法条，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具体小案例

场景中运用，能够排除干扰因素，快速获得正确答案。 最后

，在历年考题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纯理论考察题，并且具有一

定的难度，严重困扰考生。例如03年卷三单选第一题共有的

改良行为与保存行为、04年卷三单选第四题典权回赎时的典

价等。这部分知识点在平时复习训练中并不常见，给考生造

成心理上的干扰。应当注意这部分考题的障碍设置，即主要

问题并不在知识点把握及考分获得方面，而是可能对考生产

生考试不顺利的感觉，给后续部分考题的准确解答造成一定

影响。因此，若考生遇到此种较为生僻的考点考察时，需要

平衡心态，根据自认为公平正义的观念快速选择正确答案，

并且尽量不要将该题的不良心理状态带入后续题目的解答过



程中。 二、复习备战对策 按照上述物权法、担保法的命题特

点，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本部分复习的对策，以尽可能将复

习工作变得高效。 （一）需要牢固把握本部分的常考知识点

，做到谙熟于心。根据长期统计，下述各个知识点是物权法

、担保法的基础： 1、物权法部分 首先要了解物权与债权的

关系，结合权利的分类，对物权是财产权、绝对权、对世权

、物权效力优先性、追及效力、物权请求权等基本概念及相

关理论作出准确理解记忆。 其次，需要掌握物权客体，即物

。对主物与从物之间的关系能够准确判定。 再次，对物权法

基本原则有宏观把握，并且了解物权法定、一物一权、公示

公信原则在案例中的具体运用。 最后，对物权法体系有宏观

把握，包括所有权与他物权及公有、他物权分为用益物权及

担保物权等，对组成体系的各部分关系有清晰把握。 2、所

有权部分 对所有权的考察，基本分成两种情况。 首先，在具

体案例情景中往往会出现买卖合同或者其他类型合同中所有

权相关问题。此部分知识点基本上在《合同法》相关知识点

中作出交待，此不赘述。 其次，对所有权本身的考察，重点

是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丧失。在动产所有权取得方式中，最常

考察的是善意取得、添附及先占。其中，善意取得制度基本

上是每年必考的，必须熟练掌握其构成要件、例外情况、与

无权处分之间的关系等。添附中的加工也是常考知识点。先

占必须与无主物的前提联系，也在近几年的考题中出现。 此

外，考题中还经常涉及到所有权的特殊情况，即相邻关系问

题。该问题主要把握两方面内容，第一是相邻关系的种类，

能够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作出区分；第二是明确《民法通则

》、《民通意见》中对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能快速得到答



案。 3、共有部分 共有实质上是所有权的一种特殊情况。司

法考试中常考知识点包括共有的种类（按份共有及共同共有

）、区分两种共有形态、了解共同共有的种类、对按份共有

份额的处分、对按份共有财产的处分、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与承租人、典权人的优先购买权。 4、用益物权部分 对用益

物权的考察，主要是集中在知识点识记方面。对国有土地使

用权的考察通常结合《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的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考察也是与《农村土

地承包法》结合考察。对典权的考察主要是依据学说进行，

因为尽管我国有最高人民法院对典权的批复性司法文件，但

毕竟是五十年代作出的批复，现行对典权的知识点掌握主要

来自学说。 以上四部分内容，在《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

》中会有纲领性规定，但在司考试题中，往往会出现知识点

识记类型的考题，需要参照理论知识答题，因为法条规定过

分简单，无法通过法条直接获得答案。 5、担保物权部分 对

担保物权的掌握主要是依据《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当然

，对保证和定金两种债的担保方式并不属于担保物权的内容

，但根据《担保法》立法体例，在此一并谈及。 第一，对《

担保法》总则部分的规定，主要是了解担保无效的法律后果

。基本法条是《担保法》第5条，但《担保法司法解释》中对

此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补充，包括各种担保无效的情况、担

保无效的法律后果（第7、8条需重点掌握）、担保无效与缔

约过失责任之间的关系。 第二，保证部分。最主要的是考查

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按份共同保证与连带共同保证、

一般保证的先诉抗辩权、不得担任保证人的情形、担保合同

成立的要件、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关系、保证责任与主债



务的履行、主合同变更与保证责任承担、保证与物保之间的

关系。保证的内容是《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最难的部分

，仅凭死记硬背不仅会耗费大量精力，而且往往容易记混。

因此建议在熟悉债的担保及保证的基本理论后，通过民法知

识体系的推演辅助知识点记忆，此种方法往往会事半功倍。 

第三，抵押权。抵押是担保物权中最常考察的内容，主要掌

握抵押权的客体、抵押合同与抵押权之间的关系、不得抵押

的情况、抵押物的孳息、实现的顺序以及与其他担保物权的

关系。在此特别强调一个问题是：需要区分房屋、汽车等财

产设定抵押权的要件与买卖合同中所有权变动的要件。按照

《担保法》的规定，对房屋、汽车等财产设定抵押都需要经

过登记，否则将导致两个后果：抵押合同不生效、抵押权不

产生；而在买卖合同中，房屋是不动产，所有权变动需要经

过登记，汽车是动产，按照买卖合同一般规律，汽车抵押权

经过交付发生转移，此时与是否抵押没有必然联系。 第四，

质权。质押权中了解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生效时间，主要掌

握权利质押，比如债券、仓单、提单、本票、汇票、支票、

依法可转让的股份等等，在依法可转让的股份中还要区分是

股份有限公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另外在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份中还要区分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有不同的

生效时间）。在知识产权的转让中，要了解商标权，专利权

、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依法转让。此外，还涉及到质押物

的孳息归属、流质条款禁止、质权的实现等内容。 第五，留

置权。主要考察可以设置留置权的合同、留置权的设立、实

现。此部分内容较抵押权与质权而言考察分值相对较少。 第

六，定金。在定金的效力里面要掌握四点：一是定金的数额



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二是定金何时生效，自交付

时生效；三是定金条款与违约金条款不能同时并用；四是合

同部分违约时，部分适用定金罚则；在违约金条款与定金条

款的不能并用中要知道是定金罚则与违约金条款不能并存，

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要求相对方在其违约时返还定金并同时

支付违约金，返还定金理所当然。关于定金部分，在《合同

法》知识点中也有涉及，此不赘述。 （二）对各部分复习的

方法指导 物权法及担保法部分内容涉及理论、法条的综合考

察，难度较大，在复习过程中需要有针对性地复习，提高效

率。 第一，对有法条规定的部分，需要细致分析法条，可以

借助《重点法条解读》等辅导书对法条做出清晰记忆和理解

。 第二，对《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需要结合复习，能够作

出以下区分情况： 1、部分《担保法司法解释》法条是对《

担保法》规定的细化，方便法律工作者适用，则对细化部分

应当牢固掌握。例如，《担保法司法解释》第7、8条就是对

《担保法》第5条担保无效的法律后果作出了细化的规定，区

分主合同是否有效、担保人是否有过错等情况，将担保人的

责任区分为不承担责任、承担不超过三分之一责任、承担不

超过二分之一责任三种情况。 2、部分《担保法司法解释》

法条是对《担保法》规定的修改，则在司法考试中应当特别

注意此类知识点考察。按照法理学中法律渊源的效力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担保法》是法律，最高人民法院

作出的是司法解释，则司法解释效力无法改变法律规定。但

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又是根据新的社会历史条件

作出的，并且具有合理性，所以在司法考试民法部分中出现

司法解释与法律冲突的情况，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



释作题。此种情况最明显的表现在《担保法司法解释》就“

保证与物保之间关系”方面的规定对《担保法》的修改，可

比较《担保法》28条与司法解释38条理解。 第三，如果知识

点考察缺乏立法性文件规定，需要参考辅导教材中的相应章

节，对基本理论进行把握。例如对物权请求权等基本理论问

题也是司法考试中不能忽略的知识点。 第四，需要考察本年

度大纲变化，对物权法基本理论中的知识点变动进行了解。 

第五，也是极为重要的方法，即熟练真题。这主要起到两方

面的作用，即检验对物权法、担保法的复习效果；并且可能

会遇到真题的重复，较为轻松的获得部分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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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