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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 )。 A、1年 B、2年 C、3年 D、4年 【答

案】A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宣告死亡的时间条

件。宣告死亡是法律上对下落不明达一定期限的人所作的死

亡推定，所以时间条件尤为重要。根据《民法通则》第23条

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宣告他死亡。(1)下落不明之日起满4年的；(2)因意外事故

下落不明，自事故发生之日起满2年的。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

，下落不明的时间自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需注意的是，战

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也要满4年(《民法通则意见》第27条)。因

此，B项正确。 【考生注意】类似题目需要注意的是时间界

限。当遇到以时间作为适用的条件的，与相关制度一起记忆

。如宣告失踪适用的时间条件是2年，不管任何情况。其正好

与意外情况下宣告死亡适用的时间一致。该题可能在宣告失

踪和宣告死亡的比较中出现。 2．民事行为的有效条件包括( )

。 A、行为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B、行为人有意思表示 C、行

为内容不违法 D、行为形式为书面形式 【答案】B 【考点分

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民事行为的有效条件。出题人给考

生绕了一个小圈子，该题实际上是考查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

行为的区别。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在不清

楚民事行为的有效条件的情况下，可直接与民事法律行为的

有效条件相对照，不难得出结论。民事法律行为人有效要件

包括三个方面：主体合格，即是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内容合法，即行为内容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三

是意思表示真实，即不是基于欺诈或胁迫等做出的意思表示

。本题所给选项中A、C、D三项都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

件要求，只有B符合题意。 【考生注意】民事行为在《民法

通则》中主要通过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等表述的

，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构成隶属关系已经是理论共识，

但民事行为的范围是仅指意思表示行为呢，还是包括事实行

为在内的所有发生民法后果的行为，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

是指前者，即民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其与表

示行为、表意行为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由于争议较大，

将来关于民事行为单独出题的可能性不大。但对2001年的考

生而言，该题具有一定迷惑性。 3．最长诉讼时效可以适用( )

的规定。 A、中止 B、中断 C、延长 D、中止、中断或延长 

【答案】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最长诉讼时效

的适用规则。最长诉讼时效是指对各类民事权利保护的最长

时效期间。其适用规则是：时效期间是20年、适用范围没有

限制、从权利受侵害开始计算、不适用中止和中断，可以适

用延长。由此可见，A、B、D项不符合题意。只有C项正确

。 【考生注意】该题基本上是法律规定。最长诉讼时效之所

以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是最长诉讼时效的意义决定的

。以后要注意最长诉讼时效与长期诉讼时效的区别。 4．所

有权的继受取得方式包括( )。 A、添附 B、买卖 C、拾得遗失

物 D、善意取得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

是所有权的继受取得方式。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分为原始取得

和继受取得。前者是不依赖于他人的行为而取得，后者是通

过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某种民事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取得。添



附、拾得遗失物、善意取得都是原始取得的所有权方式，故

排除A、C、D项，只有B项买卖符合题意。 【考生注意】该

题难题系数为零，将来应当侧重所有权的原始取得方式。 5

．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 )。 A、不动产 B、枪支弹药 C、毒品

D、货币 【答案】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为善

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保护现代频繁

复杂交易中的第三人的利益设置的。其适用范围问题，理论

争议颇大，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又没有直接的法律根据。

按照当时根据《大纲》编写的辅导书中的表述，善意取得制

度只适用于动产，不动产不适用；枪支弹药和毒品是禁止流

通物，也不能适用善意取得，货币是特殊的种类物，可以适

用。以该辅导书的内容判断该题，只有D是正确的。 【考生

注意】善意取得制度在法律对其完善以前，可谓仁智互见。

形成共识的是禁止流通物不适用。争议最大的是拾得遗失物

、赃物、不动产、货币。除货币外，其他三类物是否适用善

意取得，体现了对原权利人利益和交易第三人利益的平衡问

题。而货币作为特殊种类物，采取“占有即是所有“原则，

既不存在对货币的无权处分，也不存在持有者的善意恶意，

可以说货币是绝对地适用，也可以说绝对地不适用。因此，

考试时，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问题和所给的条件灵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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