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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1.[关于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的理解] 如何理

解“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 [分析]对于三个

经济法律关系的要素，重点是如何界定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客

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经济法主体权利和义务所指向

的对象。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十分广泛，包括：物、经济行

为（包括经济管理行为、提供劳务行为、完成工作行为）和

非物质财富（包括智力成果和道德产品）。 [判断题]甲、乙

双方签订一份运输100台电视机的合同，由此形成的经济法律

关系客体就是乙方承运的该100台电视机。（） [答案]×[解

析]本题考核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含义。经济法律关系客体是

指经济法主体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甲、乙双方签订运

输合同而形成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是行为。即该法律关系客

体并不是乙方承运的电视机，而是乙方承运电视机的运输行

为。 举例说明。例如：甲、乙企业签订了一个100万元的买卖

合同，合同标的为机器设备。在买卖合同中，甲、乙两个企

业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机器设备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

：“甲企业应该在5月1日前交货，乙企业应该在收到货物

后15日内付款；一方当事人违约时，应当向对方支付10万元

的违约金⋯⋯”这种界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条款就是经济法律

关系的内容。一般情况下，客体为物、经济行为、非物质财

富。 2.[关于经济权利中的所有权] 如何理解经济权利中的所

有权？ [分析]所有权也称财产所有权或资产所有权，是指所



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是一定时期的所有制形式在法律上的表现。 所有权的主体

是财产所有人，所有权的客体是财产，所有权的内容是财产

所有人对其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和非财产所有人负有不得侵犯

的义务。 所有权的权能有四项：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

处分权。 3.[关于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理解] 阳光是否可以

作为经济法律关系客体？权利是否只能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

内容，不能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 [分析]阳光不能作为

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物、经济行为

和非物质财富，经济法律关系客体中的物是指可以为人们所

控制和支配，有一定经济价值并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物体

；经济行为包括经济管理行为、完成一定工作的行为和提供

一定劳务的行为；非物质财富包括智力成果和道德产品，智

力成果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著作权等，道德产品是指荣

誉称号、嘉奖表彰等。因为阳光不具有经济价值，所以不能

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 经济权利并不是只能作为经济法

律关系的内容，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

体。例如：土地使用权在土地出让和转让的经济法律关系中

成为这一法律关系指向的对象时，土地使用权就构成经济法

律关系的客体。再比如，专利权属于经济权利，作为经济法

律关系的内容；但在专利权的转让合同中，专利权就成为经

济法律关系的客体。 4.[关于附条件和附期限法律行为的理

解] 如何理解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分析]附条件和附

期限都属于法律行为的附款，是当事人对于法律行为效果的

发生或消灭所加的限制。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具体是指在法

律行为中指定一定的条件，把该条件的成就（或发生）或不



成就（或不发生）作为法律行为效力的发生或终止的根据。

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具体是指在法律行为中指明一定的期限

，把期限的到来作为法律行为生效或终止的依据。期限是必

然到来的事实，这与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不同。法

律行为所附期限可以是明确的期限，也可以是不确定的期限

，但都必须是一定会发生的。 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又可以分

为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和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两种。附

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于条件成就时发生效力。附解除条件

的法律行为，于条件成就时效力消灭。因条件成就而受利益

的当事人，以不正当行为促其条件成就的，视为其条件不成

就；因条件不成就而受利益的当事人，以不正当行为阻碍其

条件成就的，视为其条件已成就。 例如：甲、乙之间约定，

如果签证下来，甲将房子卖给乙，因为签证是将来的事情，

能否签下来是不确定的，所以这属于附生效条件的行为，在

条件成立的时候，该行为才生效； 又例如，如果A、B之间约

定，如果A的签证办理完毕，A、B之间就解除租房关系，因

为签证什么时候办理完毕是不确定的，所以这属于附解除条

件的法律行为，应该是在签证办理完毕的时候，该租房的关

系终止。 附期限的法律行为，也可以分为附生效期限的法律

行为和附终止期限的法律行为。附生效期限的法律行为，于

期限届至时发生效力。附终止期限的法律行为，于期限届满

时效力消灭。 例如：甲、乙之间约定，12月1日甲出国后，甲

就把房子卖给乙，这里确定了法律行为发生的时间，属于附

发生期限的法律行为，在期限届至的时候，该法律行为就生

效了； 又例如，如果双方约定：“1月1日租赁期届满”，也

就是在1月1日的时候，双方的租赁关系解除，那么这就属于



附终止期限的法律行为。 5.[关于可撤销的行为一经撤销，其

效力溯及于行为开始时无效的解释] 请举例说明“可撤销的行

为一经撤销，其效力溯及于行为开始时无效”。 [分析]对于

可撤销民事行为，在行为被撤销之前，其效力是存在的，如

果将其撤销，那么该效力从行为发生的时候就消灭。 例如：

甲、乙企业于2003年4月1日签订一分买卖合同，甲企业4月10

日发现自己对合同的标的有重大误解，4月20日甲企业向人民

法院请求撤销该合同，4月30日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合同。那

么对于签订合同这个行为产生的结果就是：该合同在4月30日

被撤销前为有效合同；该合同在4月30日被撤销后，追溯自4

月1日起无效。 6.[关于滥用代理权行为的举例] 请举例说明“

代理双方当事人进行同一民事行为”。 [分析]例如：甲授权A

购买一台设备，要求价格在20～30万元之间，同时乙授权A为

自己销售生产的设备，要求价格不得低于20万元，恰巧甲就

正好需要乙生产的这种设备，那么A既代表甲，同时又代表

乙，他代表甲购买乙的设备，又代表乙将设备卖给甲，这就

属于代理双方进行同一民事行为。法律之所以规定代理人不

得滥用代理权，目的是为了防止代理人的行为损害到被代理

人双方的利益。 7.[关于罚款和罚金的区别] 罚款和罚金有何

区别？ [分析]罚款是行政处罚的种类之一，是对实施了违法

行为的相对人的经济制裁。罚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规定的刑法附加刑之一，也可以单独适用，由国家审判机关

（法院）判处。 《行政处罚法》第28条第2款的内容可能有助

于帮助我们理解二者的不同：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

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

应罚金。通过这个规定，我们也可以看出罚款和罚金并不是



一回事。简单的讲，罚款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而罚金是

司法、审判相关作出的处罚。 8.[关于仲裁协议具有排除诉讼

管辖权作用的理解] 如何理解“仲裁协议具有排除诉讼管辖权

的作用”？ [分析]例如：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了一份加工承

揽合同，并在合同中单独规定了仲裁条款，约定双方发生合

同争议时，提请某仲裁机关仲裁（假定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

）。后来在履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双方

只能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不能提起诉讼。如果一方提

起了诉讼，那么法院也将不予受理，因为存在有效的仲裁协

议，只能提交仲裁，不能提起诉讼。 9.[关于仲裁协议的效

力] 如何理解“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

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分析]例如：甲、乙

企业签订了100万元的买卖合同，同时在买卖合同中订立了仲

裁条款。在合同履行中，甲企业因延迟交付第二批货物，致

使乙企业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乙企业据此向甲企业主张解

除合同。买卖合同解除后，甲、乙企业之间因第一批货物的

合同纠纷只能提交仲裁，而不能提起诉讼。因为，合同的解

除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10.[关于仲裁程序的理解] 请问，

“仲裁裁决时，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和“形成两种意见”的

意思是否相同？仲裁裁决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以首席

仲裁员的意见为准？请举例说明！ [分析]“不能形成统一意

见”和“形成两种意见”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前者包括后者

的情形在内。依据法律规定，仲裁裁决应按多数仲裁员的意

见作出，少数仲裁员的不同意见可以计入笔录。仲裁庭不能

形成多数意见时，裁决应当按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 对于

这个内容，我们举例说明：假设有3个仲裁员，双方当事人各



指定了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就是首席仲裁员，如果题

目告诉的是形成两种意见，说明肯定有2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那么就是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如果题目告诉的是

不能形成统一意见，那么就包括形成两种意见和形成三种意

见的情形，对于形成两种意见而言，那么以多数仲裁员的意

见为准，如果是形成三种不同的意见，则以首席仲裁员的意

见为准。 针对这个问题，可以看一下2005年职称考试的一道

试题。 [例题]甲、乙因合同纠纷达成仲裁协议，甲选定A仲裁

员，乙选定B仲裁员，另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首席仲裁

员，3人组成仲裁庭。仲裁庭在作出裁决时产生了两种不同意

见。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应当采取的做法是（）

。 A.按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裁决B.按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

出裁决C.提请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D.提请仲裁委员会主任作

出裁决[答案]A[分析]依据规定，形成两种不同意见的时候，

裁决应按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少数仲裁员的不同意见可

以计入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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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