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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42614.htm 1．下列权利中，不属于民事权

利的是( )。 A.婚姻自由权 B.亲属扶养权 C.作品修改权 D.仲裁

请求权 【答案】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民事权

利的认定。民事权利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享有的、为实现某

种利益而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民事权利的

性质直接体现为一定利益，但必须是为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利

益，保护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因此，认定

民事权利时，就以能否为主体带来直接利益进行判断，主体

是否享有该权利是法院或仲裁机构给予保护的依据。本题选

项中，A项婚姻自由权属于自然人人格权的范畴，B项亲属扶

养权属于身份权的范畴，C项作品修改权属于著作人身权的

范畴，由作者享有。这三项权利都能为主体带来实际利益，

为法律所确认，故都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D项仲裁请求权

是请求仲裁机构给予裁决的权利。该请求权非民法上的实体

请求权，权利本身不能直接体现为实际利益，必须通过仲裁

机构的具体裁决进行。仲裁请求权属于程序上的权利。故只

有D项符合题意。 【注意】程序法上的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

请求权不同。 2．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既

约定了违约金又约定了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另一方( )。 A.

只能请求适用定金条款 B.只能请求适用违约金条款 C.可以请

求同时适用定金条款和违约金条款 D.可以选择请求适用定金

条款或违约金条款 【答案】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

点是违约金和定金的适用。在合同中，当事人约定了违约金



，又约定了定金的，在一方发生违约时，如何适用，各国规

定不同，理论也多有争议。违约金是一种违约责任方式，定

金是合同履行的担保方式，性质本不同，按理说各自适用即

可。但一个国家毕竟有其立法政策。我国《合同法》为了体

现民法的等价有偿原则，第116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

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

金或者定金条款。这就是说，当事人不能同时适用违约金或

者定金条款，只能择其一。本题选项中，只有D项符合试题

要求。 【注意】违约金和定金并存时，如何适用，不能按照

一般的逻辑推理理解，完全根据法律规定。当选择其一适用

时，选择权在守约方。 3．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其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在未

经其法定代理人追认之前，该合同的效力为( )。 A.有效 B.无

效 C.部分无效 D.效力待定 【答案】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

的知识点是行为能力欠缺的人所订立合同的效力问题。行为

能力欠缺的人是指行为能力不完全的人，包括无行为能力人

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一般说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

进行民事活动，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状况

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2项的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无效。但根据

《合同法》第47条的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

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依据该条规定，民法理论

上的解释是，法定代理人追认限制行为能力人所订立的合同

之前，该行为的效力不是无效，也不是有效，而是效力处在

待定状态，其效力取决于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或拒绝。当该行

为被法定代理人拒绝时，行为追溯到自始无效；当该行为被



法定代理人追认，该行为自始有效。在本题中要求“根据《

合同法》的规定”，而不是《民法通则》的规定，判断限制

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订立合同的效力，因此，应当选择D项

效力待定。A、B、C三项都不符合试题要求。 【注意】我国

民事立法没有明确效力待定行为，但民法理论的解释是符合

立法精神的。在合同效力体系中，可分为有效合同、无效合

同、可变更或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合同。注意各种不同合

同的区别。 4．应当先履行合同债务的当事人，得行使不安

抗辩权的情形是：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 )。 A.经营状况恶化

B.丧失商业信誉 C.转移财产 D.更换法定代表人 【答案】B 【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情形。根

据《合同法》第68条第1款的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

，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

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

其他情形。正确回答本题的关键是对于该条的理解。对照该

条分析本题所给选项，不难看出，选项A经营状况恶化，缺

少法条第一项“严重”二字，经营状况能否达到严重程度，

是不安抗辩权成立的关键，没有严重恶化，仅仅是一般恶化

或者有恶化的倾向，都不成立不安抗辩权，故该选项排除。B

项丧失商业信誉完全符合第68条第2项规定的情形。C项转移

财产，缺少法条关于转移财产的目的界定，即转移财产必须

是为了逃避债务才能成立不安抗辩权，故此选项也应排除

。D项更换法定代表人并不能成为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能力

的其他情形，故也不符合试题要求。只有B项完全符合《合同

法》的规定，也符合该题意。 【注意】很多考试命题都源于



对某个法条的正确理解。本题中的前三项选择稍有不慎会陷

入错误。可见、一个词、一个字、一个短语的增加或减少会

直接影响法律的适用。切忌！ 5．依据我国《担保法》的规

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保证人的条件是：该分支

机构有( )。 A.保证能力 B.充足盈余 C.法人主管机关同意 D.法

人书面授权 【答案】 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保

证人的条件。保证作为一种担保方式，是保证债务人能够履

行债务，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负保证责任的一

种担保方式。保证的担保功能要求保证人必须具备保证能力

。保证能力是对保证人资格的一般要求。《担保法》第7条规

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

作为保证人。企业法人可以作为保证人没有疑问。但企业法

人的分支机构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作为保证人，《担保

法》第10条还是给予了限制。即，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

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

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担保法》第29条又规定

，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

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

分无效。这就是说，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保证能

力，其有足够的盈余也不能作为保证人，仅仅主管机关的同

意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作保证人的形式要件。因此，只有D

项符合规定。 【注意】该题的陷阱在于第三项法人主管机关

的同意。该项与法人书面授权仅在有无“书面”两字不同，

但作为保证人的要件缺乏充分性。法人的总公司能否作为其

分支机构的保证人呢？分支机构是总公司的组成部分，即保

证人和债务人同为一个主体，保证合同的意义何在？法人总



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可以互为保证人。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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