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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违约责任的区别。 答：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一方因

于缔约之际具有过失导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对

他方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违约责任，是指一方因违反合同

的约定而应当承担的一种合同责任。 二者的区别表现在： 

（1）发生的时间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发生于缔约之际；违约

责任以合同的有效成立为前提，即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

。 （2）缔约过失责任以当事人的过错为必要；违约责任有

时不以过错为构成要件。 （3）缔约过失责任是对信赖利益

损失的赔偿责任，该信赖利益是一种法定利益；而违约责任

通常要求期待利益的损失，不存在信赖的问题，而且在当事

人之间可依约定承担。 （4）缔约过失责任是法定责任；而

违约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可依约定承担。 （5）从损害赔偿的

性质来看，对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法律通常作出一定的限

制；在缔约过失责任中，则不具有限制性规定。 2、简述要

约和要约邀请的区别。 答：要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

出的希望与对方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是指一方

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

别表现在： （1）要约是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以订立合同为

目的的意思表示，并且要约应当具备成立一个合同所应当具

备的内容；要约邀请则是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邀请其向自己

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不得完全具备合同内容条款

，否则将成为一个要约而非要约邀请。 （2）要约一经生效



，则受要约人取得承诺的资格，承诺生效后，则合同成立；

要约邀请则只产生对方向其发出要约的可能，对方发出要约

的，尚须要约邀请人承诺才能成立合同。 （3）要约人受其

发出的生效要约的拘束；而要约邀请对行为人不具有任何约

束力。总而言之，要约和要约邀请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具备

合同的主要条款。 3、简述要约的概念和应当具备的条件。 

答：要约是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出的希望与对方订立合同的

意思表示。 要约应具备以下条件： （1）要约须是特定的当

事人的意思表示。只有要约人是特定的当事人且为其自身所

作出的意思表示，才可能构成要约。 （2）要约须向特定的

受要约人发出。要约是要约人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

示，因此，只有要约人向特定的受要约人作出的意思表示，

才可能构成要约。 （3）要约须具有缔约目的，表明经受要

约人承诺即受要约的约束。一方当事人向对方作出意思表示

，但不是为了与对方订立合同，不构成要约，最多只是一项

要约邀请。 （4）要约的内容须具体确定，具备足以使合同

成立的主要条款。要约的内容如不能具体确定，不具备合同

的主要条款，即使对方表示接受，也不能具体确定当事人的

权利义务，合同也就无法成立。 4、简述承诺的概念和应当

具备的条件。 答：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要

约经受要约人承诺，表明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合同即告成

立。 承诺应具备以下条件：（1）承诺须由受要约人作出。

依要约的效力，只有受要约人才具有承诺的资格，只有受要

约人同意要约才能使合同成立。（2）承诺须向要约人作出。

承诺只有向要约人作出，才能确认要约人与受要约人之间达

成协议，达到缔约的目的。（3）承诺内容须与要约内容一致



。内容一致即表明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合同成立。（4）承

诺须在承诺期限内作出。承诺的期限由要约确定，受要约人

作出承诺，应当在规定的承诺期限内作出。受要约人超过承

诺期限作出的承诺，为新要约，不发生承诺的效力。 5、简

析抵销权与留置权的区别。 答案要点：抵销权是指当事人双

方互负给付种类相同的债务时，则双方即可以按照同等数额

相互抵销的权利，其存在于法定抵销内；留置权是指债权人

按照合同的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按照合同给付

应付款项超过规定期限的，债权人可以留置权该动产，并依

照法律的规定将留置的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优

先受偿的权利。 两者均是在互负债务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

事法律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两者的性质不同

。留置权是一种担保物权；而抵销权是双方债务依相同数额

同时消灭的形成权。 （2）两者的法律效力不同。留置权是

在债务人履行债务前占有留置物的效力；而抵销权则是因抵

销使双方债权终归消灭的效力。 （3）两者产生的条件不同

。留置权是留置权人关于物的交付债务与债务人关于物所生

债务相对立而产生的；抵消权则是因相互之间享有同种类给

付债权的对立而发生的。 （4）两者的目的不同。留置权的

目的在于担保债的履行：而抵销权的目的在于避免重复交付

。 6、简述抵押权和留置权的区别。 答：抵押权，是指债权

人或者第三人提供的作为债务履行担保的财产于债务人不履

行债务时，就该财产的变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留置权，是

指债权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按合

同给付应付款项超过规定期限的，债权人可以留置该动产，

并依照法律的规定将留置的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价



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者的区别表现在： 第一，抵押权属意

定担保物权；留置权属法定担保物权。 第二，抵押权的标的

是不动产或动产；而留置权的标的仅为动产。 第三，抵押权

的实现无定期催告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义务；而对于留置权，

债权人约定一定的期限通知债务人为清偿，仅于不为清偿时

，留置权人才可以拍卖留置物。 第四，抵押权的成立须经登

记，否则不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留置权则无须登记。

7、简述无权代理的概念和法律效力。 答：无权代理是指在

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他人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 无权代理

的效力表现在三个方面： （1）本人的追认权和拒绝权。 （2

）第三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 （3）对于确定无效的无权代

理所产生的后果，由无权代理人自负责任；因此使被代理人

和第三人遭受损失的，无权代理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

是，如果第三人知道对方无权代理还与其实施民事行为给他

人造成损失的，由无权代理人与第三人负连带民事责任。 8

、简述先履行抗辩权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答：先履行抗辩权

，是指在双务合同中，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

，后履行一方当事人在他方当事人未履行合同义务而请求其

履行时，有拒绝履行自己义务的权利。 先履行抗辩权成立的

条件为： （1）须当事人双方基于同一合同互负债务。先履

行抗辩权存在于双务合同中。 （2）双方所负债务有先后履

行顺序。先后履行的顺序可以是当事人约定的，也可以是法

律规定的。 （3）债务先到期的一方未履行其债务或履行债

务不符合约定而要求债务后到期的一方履行。 （4）债务后

到期的一方享有先履行抗辩权，而先到期的一方不享有先履

行抗辩权。 9、简述人格权与身份权的区别。 答案要点：人



格权是指以权利人自身的人身、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民事权利

。身份权是基于权利人一定身份而享有的民事权利。 二者同

属人身权的范围。但存在明显不同： （1）权利的取得方式

不同，人格权是法律直接赋予民事主体的权利，身份权则是

主体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一定身份后方能享有的权利。 （2

）主体的范围不同。人格权是每个公民，法人都普遍享有的

权利，身份权则是特定的主体方可享有的。 （3）权利的对

象和内容不同。人格权反映主体的自然属性，其内容包括生

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等。身份权反映主体的社会

属性，即反映主体的特定身份，其内容包括荣誉权、配偶权

、监护权等。 （4）权利消灭的时间不同，人格权是因公民

的死亡、法人的终止而消灭，身份权则根据主体身份的有无

决定。 10、简述合同成立的条件。 答案要点：合同的成立应

当具备的条件包括一般要件和特殊要件，一般要件主要包括

： （1）存在双方或多方的订约当事人，合同行为是双方法

律行为，没有行为的相对方就无法成立合同行为。 （2）合

同各方当事人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的主要条款是一个

合同必须具备的内容，合同当事人必须就合同的必备内容进

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合同方能成立。 （3）合同已经过要

约和承诺两个阶段。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立过程的两个必须

阶段。承诺的作出标志着合意的达成，合同至此方才成立。 

合同成立的特殊要件则存在于某些特殊合同中，比如实践合

同还须交付标的物作为成立条件。 11、简述无效婚姻和可撤

销婚姻的区别。 答案要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区别主

要有： （1）从违反婚姻成立要件的程度来看，无效婚姻的

违法性比可撤销婚姻严重。 （2）宣告无效婚姻和可撤销的



程序和方式不同。 （3）从时间效力上看，无效婚姻溯及既

往。自始无效：可撤销婚姻不溯及既往，只从撤销之时起废

止效力。 （4）从法律后果来看，无效婚姻不产生婚姻的法

律效力。可撤销婚姻在未被撤销之前是合法的婚姻，产生婚

姻的法律效力。 12、简述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基本特征。 答

案要点：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定性。自然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

能力，是由国家法律加以确认的，与公民自己的意志无关。

国家法律规定了公民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应当满足的基本条件

，这些条件不能通过公民的约定加以更改。 （2）民事行为

能力与公民的年龄和精神状况直接相联系。年龄决定了公民

从事民事行为的一般社会认知程度，精神状况则决定了公民

是否能够正确地理解和理智地从事民事行为。这两个方面的

具体要求都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 （3）民事行为能力非依

法定条件和程序不受限制或取消。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非

法限制或取消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除非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 13、简述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答案要点：不当得利是指

无法律上或者合同上的根据，使他人财产受到损失而自己获

得利益。 不当得利须具备下述四个条件。一方获得利益。一

方获得利益是不当得利成立的必要条件，否则不成立不当得

利。一方获得利益，通常表现为一方财产利益的增加，有时

也可表现为财产本应减少却因一定事实而未减少所产生的利

益。他方受有损失。他方受有损失是不当得利成立的另一必

要条件，其表现形式可以是现存财产的减少，也可以是财产

本应增加却未增加。获得利益和受有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此处的因果关系表现为一方的损失是因另一方受益造成的，



即一方受益是另一方受损的原因。没有合法根据。没有合法

根据是不当得利实质性要件，包括无法律上的根据和无合同

上的根据。 14、简述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答案要点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就

是由民事法律规范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其特征是： 

（1）民事法律关系是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关系。

（2）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3）民事法律

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 （4）民事法律关系的保障措施具有

补偿性和财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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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