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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4_B8_93_E9_c36_482434.htm 表见代理，是指虽然没

有代理权，但表面上有足以使他人相信有代理权而须由本人

负授权之责的代理。表见代理又称表现代理。 一、表见代理

的构成要件 1 ．行为人无代理权却以本人名义为民事行为 这

里的无代理权包括自始无代理权、超越代理权和代理权终止

等几种情形。以本人名义为民事行为，包括实施意思表示或

受领意思表示两种。 2 ．客观上有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

有代理权的表征 这是表见代理区别于狭义无权代理的最大特

点。所谓“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表征”，正是由于本人的

作为或者不作为实施某种表示导致。 3 ．须相对人主观上为

善意 也就是说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表

见代理制度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如果相

对人恶意，明知行为人无代理权而与之为民事法律行为，根

据《民法通则》规定，应由行为人与相对人对本人负连带赔

偿责任，而无对之加以保护的必要。 二、表见代理的法律后

果 1 ．发生有权代理的效果。也就是说由本人承担行为人行

为的后果。 2 ．善意相对人有撤销权。因为表见代理从本质

上，仍属于广义的无权代理，相对人对表见代理享有选择权

，既可以按有权代理处理，也可以按狭义无权代理，享有对

行为的撤销权。 三、表见代理的常见情形 1 ．本人对第三人

表示授权给行为人而实际上并未授权或者授权后又撤回授权

的； 2 ．本人交付证明文件给行为人，行为人以此证明文件

与相对人实施民事行为； 3 ．代理关系终止后，本人未收回



代理证书的； 4 ．本人知道行为人为无权代理而不表示反对

的。 再代理 再代理又称复代理，是指代理人在必要的情形下

，将部分或全部代理事项转托他人而由他人即再代理人（或

称复代理人）所为的代理。再代理中的再代理人由原代理人

而非本人选定。 一、再代理的成立要件 1 ．须是为了被代理

人的利益。否则，代理人不得转托他人代理。 2 ．须经原代

理人授权。这里要注意，原代理人对再代理人的授权，不能

超越其代理权限。若不是由原代理人授权，而是由本人直接

授权，则不成立再代理，而发生本代理。 3 ．须事先取得被

代理人的同意或者事后及时报告被代理人并取得其同意。 二

、再代理法律后果的归属 再代理人虽然由原代理人选任，但

其仍是本人的代理人，故再代理人所为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

直接由本人承受。这也是再代理的授权必须经本人同意的原

因。如果被代理人不同意，则不成立再代理，原代理人对其

转托的第三人的行为后果承担民事责任。 例外情形：在紧急

情况下，代理人为了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转托他人代理的

，即使事后被代理人不同意，也发生再代理的效力。所谓“

紧急情况”，是指因为急病、通讯联络中断等特殊原因，受

托代理人不能亲自办理代理事项，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

得联系，如不及时转托他人代理，将会使被代理人的利益造

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情况。 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

人于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请求

权，就丧失该实体请求权的法律制度。 一、诉讼时效的种类 

（一）普通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是指民法上统一规定的

适用于法律没有另外特别规定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

效。根据《民法通则》第 135 条规定，我国的普通诉讼时效



期间为 2 年。 （二）特别诉讼时效 1 ．《民法通则》规定的

特别诉讼时效 《民法通则》第 136 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

期间为 1 年：（ 1 ）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2 ）出售质

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 3 ）拒付或者延付租金的；（ 4

）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毁损的。这里要注意不同法律规定相

冲突的处理。例如《产品质量法》规定，如果因产品存在缺

陷导致人身受损害，受害人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2 

年。此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在发生产品责

任的情况下，优先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 2 ．其他法

律规定的特别诉讼时效 比如，《合同法》规定，因国际货物

买卖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

4 年。 二、诉讼时效的效力 所谓诉讼时效的效力，即诉讼时

效期间届满后发生的法律后果。我国法律上对此采取胜诉权

消灭说，也就是说，诉讼时效完成后，在程序上，权利人仍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只不过权利人丧失了通过诉讼获取救

济的权利，法院将不再保护其权利。也就是说，诉讼时效完

成，权利人丧失的是实体请求权，或称之为胜诉权。根据《

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通常在受理案件后，一旦

发现诉讼时效已过，则通过裁定驳回起诉。 但这里有两点应

注意：首先，诉讼时效完成后，义务人自愿履行的，其履行

仍有效，义务人在自愿履行后不得以诉讼时效完成为由而请

求返还；其次，诉讼时效完成后，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

还款协议的，该协议依法应予保护，债务人应当按照达成的

协议履行其债务。 三、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 （一）诉讼时效

的起算 根据《民法通则》第 137 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



之日起超过 20 年的，人民法院将不予保护。所谓应当知道，

是指根据客观事实推定权利人能知道权利被侵害和被何人侵

害。但是，自权利人被侵害之日起超过 20 年的，即使权利人

不知道或没法知道权利被侵害，人民法院也不再予以保护。 

（二）诉讼时效中止 诉讼时效中止，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的

最后 6 个月内，因发生法定事由使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

，暂停计算时效期间，待中止事由消除后，再继续计算诉讼

时效期间。 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包括： 1 ．不可

抗力； 2 ．其他障碍。包括权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无法定代理人；继承开始后没有确定继

承人或遗产管理人；当事人双方处于夫妻关系中；义务人逃

避民事责任下落不明。 （三）诉讼时效中断 诉讼时效中断，

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法定事由致使已经经过的诉

讼时效期间全归无效，待中止事由消除后，重新开始计算诉

讼时效期间。 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包括权利人提起诉

讼、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等。 诉讼时

效中断与中止的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发生事由不同。

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可由当事人主观意志决定，而诉讼时效

中止的事由则不能。 2 ．发生时间不同。中断发生于诉讼时

效开始后的任何时间内，而中止只能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

最后 6 个月内。 3 ．发生后果不同。中断是使已经过的时效

期间归于无效，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中止则只是使时效

期间暂停计算，中止事由消除后继续计算时效期间。 （四）

诉讼时效的延长 诉讼时效的延长，是指在诉讼时效完成后，

权利人向法院提出请求时，经法院查明权利人确有正当理由

未能及时行使权利的，可延长时效期间。与诉讼时效中止、



中断不同的是，时效延长发生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且延

长事由由法院确定。 20 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延

长的规定，而不能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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