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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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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