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篇民商法律制度第七章 民法总论

【考情分析】

本章近三年平均考查 12 分，属于基础理论章节。

【教材变化】

本章变动不大但比较碎，主要是完善调整相关的表述。

1.调整：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法律事实构成概念、非营利法人范围、法人机关、缺乏判断能力表述

2.删除：免责事由具体情形、《民法典》第 109、111 条自然人民事权利保护规定

3.新增：《合同编通则解释》关于超越职权范围相关规定

第一节 民法概述

一、民法的基本原则（★★）

1.权益保护原则。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充分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侵犯，且非依法律程序不得限制和剥夺。

2.平等原则。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法律资格、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

民事主体具有“三位一体”性：既可以是权利的享有者，也可以是义务的履行者，还可以是民事责任的承担



者。

3.自愿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可以依其自由意思从事民事活动，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的原则。

4.公平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秉持公平理念，公正、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5.诚实信用原则。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秉持诚实、善意，信守承诺，以期维持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平

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

6.公序良俗原则。民事主体所从事的民事活动及其效果，须符合我国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公共利益要求。

7.生态保护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例题-单选题】下列法律原则中 ， 属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是（） 。

A.公信原则

B.公序良俗原则

C.等价有偿原则

D.公示原则

答案：B

解析：民法基本原则包括： 权益保护原则、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

则和生态保护原则。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1.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符合民法规范的、以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2.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

（1）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地位平等

无论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乃至国家，在所参加的民事法律关系中都是彼此独立、互不隶属的平等主体。

（2）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对等。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主体
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人

【例】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和特定情况下的国家

内容 民事主体在法律关系中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

客体

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

物：物权关系的客体

行为：债权关系的客体

智慧产品：知识产权关系的客体

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人身关系的客体

权利：抵押权、质权的客体

四、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

（一）民事义务

分类依据 举例

根据义务发生的依据划分 法定义务 不得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义务

约定义务 合同义务

根据义务与其主体的关系划分 专属义务 赡养义务、抚养义务

非专属义务 金钱给付义务

根据相关联义务之间的地位划分 主义务 抵押借款中的借款人的还款义务

从义务 抵押人担保借款人偿还借款的义务

根据义务人行为方式或内容划分 积极义务 交付货物、支付金钱、交付工作成果、移转权利

消极义务 保密义务、不妨害他人所有权的义务



（二）民事责任

1. 概念

民事主体因违反法定或者约定民事义务的，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

2.民事责任的特征

（1）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

（2）民事责任具有直接救济性。填补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其补偿范围与加害人所造成的损害大致相当。

（3）民事责任具有强制性。

3.民事责任的分类

（1）根据民事责任的产生原因划分

①侵权责任：因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致使他人损害，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②违约责任：因违反合同当事人约定的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③缔约过失责任：违反先合同义务致他人信赖利益损失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2）根据民事责任的内容划分

①财产责任：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

②非财产责任：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3）根据复数责任人之间的对外关系划分

①按份责任：复数责任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仅按其确定份额对外承担责任，对超出其份额的部分无需承担责任。

二人以上依法承担按份责任，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

责任。

②连带责任：复数责任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均有义务应权利主体的请求而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责任；二人以上依

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

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

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4）根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和举证方式划分

①过错责任：以过错作为主观要件的侵权责任（加害人的过错须由受害人举证证明）（法律若无特别规定，侵

权责任皆为过错责任）

②推定过错责任：以法律推定的过错作为主观要件的侵权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加害人须自证无过错方能免

责，加害人若不能自证无过错，法律即推定其有过错）（适用须有法律的特别规定）

③无过错责任：不以过错作为主观要件的侵权责任（免除了受害人对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同时，加害人

也不得以自证无过错而免责）（适用须有法律的特别规定）

（5）根据出资人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划分

①有限责任：出资人仅以其出资财产为限对企业债务所承担的责任，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对公司债务所承担的责任、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所承担的责任。

②无限责任：出资人须以其包括出资财产在内的全部财产对企业债务所承担的责任，如：普通合伙人对合伙

债务所承担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