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任考研

1

第八章 诉讼时效与期间

【章节提要】

本章需要注意的知识点包括：时效的特征，诉讼时效的概念和适用范围，特殊诉讼时效

的种类，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和延长，除斥期间，两间的计算。

一、单项选择题

1.诉讼时效主要适用于（ ）

A.支配权 B.形成权

C.请求权 D.抗辩权

2.法律规定，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

消灭。该一年期间属于（ ）

A.诉讼时效 B.除斥期间

C.特殊诉讼时效 D.普通诉讼时效

3.下列选项中，适用诉讼时效的是（ ）

A.违约金请求权

B.基于相邻关系产生的请求权

C.离婚请求权

D.侵权行为中的消除影响请求权

4.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为（ ）

A.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 1年内

B.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 2年内

C.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 3年内

D.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 4年内

5.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最长诉讼时效的期间是（ ）

A.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 15 年内

B.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 15 年内

C.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 20 年内

D.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 20 年内

6.甲在商店购买了一台手机。某日，手机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突然爆炸，造成甲面部和

手部烧伤。自即日起，甲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期间为（ ）

A.1 年 B.2 年

C.3 年 D.4 年

7.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日期为（ ）

A.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

B.以权利受到损害之日

C.受害人年满 18 周岁之日

D.侵害行为发生之日

8.根据法律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

A.1 年 B.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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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年 D.4 年

9.诉讼时效因法定事由而中止，待阻止时效计算的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期间（ ）

A.重新计算 B.6 个月后届满

C.届满 D.延长

10.下列选项中，不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是（ ）

A.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请求

B.债务人主动向债权人履行义务

C.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债务人

D.债务人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义务

11.下列关于期间的计算方法，不正确的是（ ）

A.“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的期间不包括开始的当天

B.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法定休息日的，以休息日的次日为最后一天

C.民法上的“不满”不包括本数

D.民法上的“以上”“以下”“以内”“以外”包括本数

12.甲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同乙签订保管合同。5月 12 日甲将货物交于乙保管。5 月 14

日，该货物被盗。5 月 25 日，甲提货时得知货物被盗。甲请求乙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届满

日期为（ ）

A.2021 年 5 月 10 日

B.2021 年 5 月 12 日

C.2021 年 5 月 14 日

D.2021 年 5 月 25 日

13.下列关于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的说法，错误的是（ ）

A.诉讼时效主要适用于请求权，除斥期间主要适用于形成权

B.诉讼时效可因各种原因而中止，中断或者延长，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

C.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是实体权利消灭，除斥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是抗辩权产生

D.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除斥期间届满法院可以主动适用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关于诉讼时效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诉讼时效是法律事实中的状态

B.当事人不得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

C.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是权利人失去起诉权

D.诉讼时效的客体就是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2.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规定可适用于（ ）

A.最长诉讼时效 B.普通诉讼时效

C.特殊诉讼时效 D.除斥期间

3.下列关于诉讼时效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特殊诉讼时效期间是可变期间

B.诉讼时效的客体仅是请求权

C.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

D.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权人构成不当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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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请求权中适用诉讼时效的是（ ）

A.甲违反合同约定造成乙财产损失，乙因而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B.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享有的分割合伙财产请求权

C.甲打伤乙后乙享有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D.甲因无因管理而对乙享有的必要费用请求权

5.下列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诉讼时效中止是指诉讼时效暂时停止计算

B.诉讼时效的中止必须是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使当事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

C.中止的事由只能存在于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个月内

D.诉讼时效暂停计算的那段时间不计入诉讼时效期间

6.下列关于诉讼时效的表述，正确的是（ ）

A.《民法典》只规定了诉讼时效而没有规定取得实效

B.诉讼时效可以中止、中断，不可以延长

C.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会导致实体权利消灭

D.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时效期间是 3 年

三、简答题

1.简述诉讼时效中止的概念和条件。

2.简述时效的概念和特征。

【第八章习题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C

【解析】 我国《民法典》只是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3

年。而具体包括哪些民事权利，法律没有规定。依据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诉讼时效仅

对请求权适用。请求权以外的权利，如所有权、人格权等支配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但基

于所有权和人格权而发生的请求权，则应适用诉讼时效。另外，并非所有的请求权都适用诉

讼时效，有些请求权适用除斥期间。因此，本题的答案为 C。

2.【参考答案】 B

【解析】 除斥期间，是指法律规定某种权利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

权利，预定期间届满，即发生该项实体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根据题干，可知并非所有请求

权都适用诉讼时效，但适用诉讼时效的必然是请求权。因此，本题的答案为 B。

3.【参考答案】 A

【解析】 以下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考生应熟记：（1）物权请求权中的排除妨

害、消除危险、所有权确认等；（2）侵权行为请求权中的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消除影响请

求权等；（3）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如扶养费请求权、离婚请求权、解除收养关系

请求权等；（4）基于共有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中的分割合伙财产请求权、分割家庭财产请求

权等；（5）基于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中的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损害赔偿；（6）不动产

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A选项是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因此，

本题的答案为 A。

4.【参考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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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我国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 3年，本题的答案

为 C。关于 D 选项，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的诉

讼时效期间为 4年。

5.【参考答案】 D

【解析】 《民法典》第 188 条第 2 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

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

请决定延长。”其中的 20 年即是最长时效期间，它也适用于一切民事法律关系，但它与普通

诉讼时效的不同在于起算时间不同，普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

以及义务人之日计算；而最长诉讼时效是从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的。因此，本题的答案

为 D。

6.【参考答案】 C

【解析】 根据《民法典》关于时效的规定，本题答案为 C。

7.【参考答案】 C

【解析】 《民法典》第 191 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

效期间用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因此，本题的答案为 C。

8.【参考答案】 D

【解析】 参见本章单项选择题第 4 题的参考答案。

9.【参考答案】 B

【解析】 《民法典》第 194 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

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一）不可抗力；（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三）

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五）其

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

间届满。”因此，本题的答案为 B。

10.【参考答案】 D

【解析】 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为一定事由的发生，阻碍时效

进行，致使以前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从中断时起，其诉讼时效重新计算的制度。《民

法典》第 195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

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

情形。”因此，本题的答案为 D。

11.【参考答案】 D

【解析】 期间的计算方法按以下标准进行：（1）期间按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

（2）按照年、月、日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日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按照小时计算

期间的，自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时间开始计算。（3）按照年、月计算期间的，到期月

的对应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没有对应日的，月末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4）期间的最后一

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期间的最后一日的截止时

间为 24 时；有业务时间的，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为截止时间。（5）民法上所称“以上”“以

下”“以内”“届满”包括本数，所称“不满”“超过”“以外”不包括本数。据此，BC 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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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选项。因此，本题的答案为 D。

12.【参考答案】 D

【解析】 本题考查诉讼时效的起算。《民法典》第 188 条第 2 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

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所以，尽管货物是 5 月

14 日被盗的，但甲在 5 月 25 日才得知货物被盗，所以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 5 月 25 日起算。

D选项为正确答案。

13.【参考答案】 C

【解析】 除斥期间届满的法律效力是实体权利（主要是形成权）消灭，而诉讼时效期

间届满的法律后果是抗辩权发生，实体权利并不消灭。故 C 选项错误，其他选项正确。

二、多项选择题

1.【参考答案】 ABD

【解析】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在法定的期间持续存在，从而产生与该事实状态相

适应的法律后果的制度。时效制度具有三个特征：（1）时效是法律事实；（2）时效是状态（A

选项正确）；（3）时效具有强制性（B 选项正确）。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主体在法定期间内不行

使权利，义务人便享有抗辩权，从而导致权利人无法胜诉的法律制度。C 选项错误。诉讼时

效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诉讼时效的客体，即哪些权利适用诉讼时效，D选项正确。综上，本题

的答案为 ABD。

2.【参考答案】 BC

【解析】 最长诉讼时效不能中止或中断，但可以延长。A 选项错误。除斥期间是一个

不变期间，法律规定多长时间，就固定为多长时间，不能变动。D 选项错误。因此，本题的

答案为 BC。

3.【参考答案】 AB

【解析】 普通诉讼时效和特殊诉讼时效都可以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A 选项正确。

适用诉讼时效的必然是请求权，但请求权不一定都适用诉讼时效。B选项正确。最长诉讼时

效期间从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算。C 选项错误。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债务人获得抗辩权，但

并不消灭债权本身。D 选项错误。因此，本题的答案为 AB。

4.【参考答案】 ACD

【解析】 依民法理论，适用诉讼时效的仅为债权请求权危选项属于物权请求权。因此

身本题的答案为 ACD。

5.【参考答案】 ABD

【解析】 诉讼时效的中止，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由于出现了法定事由而暂时中止

诉讼时效进行的法律制度。中止是暂时停止计算已经开始的诉讼时效，待阻止时效计算的事

由消除之日起满 6 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AD 选项正确。诉讼时效中止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出现法定中止的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和其他使当事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B 选项正

确。二是中止的事由存在于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 个月内，包括在 6 个月前发生的，但持续

到 6 个月内的情况。C 选项错误。本题的答案为 ABD。

6.【参考答案】 AD

【解析】 诉讼时效可以中止、中断，也可以延长，诉讼时效的延长是对已经完成的诉

讼时效期间，如果有特殊情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给予适当延长。B 选项错误。

与除斥期间不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是抗辩权发生，实体权利并不消灭。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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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错误。本题的答案为 AD。

三、简答题

1.【参考答案】 （1）诉讼时效的中止，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由于出现了法定事由

而暂时中止诉讼时效进行的法律制度。

（2）诉讼时效中止需要出现法定中止的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和其他使当事人不能行使

请求权的障碍。

（3）中止的事由存在于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 个月内，包括在 6 个月前发生的，但持

续到 6个月内的情况。

2.【参考答案】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在法定的期间持续存在，从而产生与该事

实状态相适应的法律后果的制度。时效制度具有如下特征：

（1）时效是法律事实。时效是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依据。

（2）时效是状态。时效的法律后果是因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而当然发生，

与当事人意志无关。

（3）时效具有强制性。时效不能由当事人以自由意志予以排除，也不能协议延长或缩

短，时效利益也不得预先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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