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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合同，也称为“契约”，它在人类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宗教典籍认为，契约
确立了人与神之间正常稳定的关系；政治哲学家们指出，自愿与合意才是政治权威的合法基础；经济
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易就是契约；甚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温情脉脉的两性关系的面纱下也
常能捕捉到契约的踪影。人类漫长历史中，每天都在进行的“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
关系”最终获得了马克思所说的“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从传统的封建时代向近代法治社会的转型
中，合同对瓦解封建等级制度的身份关系的桎梏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梅因将进步社会的运动称之为
合同形态的运动。　　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已截然不同于早期的人类社会，在我们这一代人降临到这
个世界之前的几百年里，生产与交换就在不断地和加速地把人们变为整个社会运行系统中一个个紧密
结合的分子，每个人都要各司其职、各就其位。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无论是物质产品的制造、流通
，还是精神产品的创作、传播都已经被分割为无数个细微的环节，专业分工的细化程度已经超过人们
的想像力。任何人在现代社会要生存下来，都不得不与他人以合同的形式相互给予信用或者取得信用
，即进行交易。现代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订立合同、履行合同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中度过的。尤
其是在经济领域，市场正是由无数纷繁复杂的交易所组成的，这些无穷无尽的交易都要以合同作为其
最基本的法律表现形式。可以说，契约本身构成了广阔的市场，市场化就是契约化。正因如此，人们
才将现代社会称为“契约社会”，将现代经济称为“契约经济”。　　既然契约已经完全成为我们生
活的主宰，为了促成契约高效、快捷的订立，保障合同圆满安全的履行，就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则加
以调整。这些调整契约关系的法律规则就是合同法。“合同法的基本目标就是使人们能实现其私人目
的。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行动必然有后果。合同法赋予了我们的行动以合法的后果。承诺的
强制履行由于使人们相互信赖并由此协调他们的行动从而有助于人们达到其私人目标。社会的一个内
容就是其公民拥有达成自愿协议以实现其私人目标的权力。”美国学者罗伯特·考特与托马斯·尤伦
这一席话的确道出了合同　　法的真谛。试想如果没有合同法，人们为了达成交易将不知花费多大的
人力物力；交易的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来安排他们未来的事务，允诺不能得到遵守和执行，信用经济
也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赖以建立的基础将不复存在。所以，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
合同能否得到及时圆满的履行、因合同而产生的争议是否会被及时公正地解决作为标志的。　　我国
早已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作为市场经济最基本法律规则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已于1999年3月15日经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从1999年10月1日起生效实施。合同
法的制定并颁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和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也为
交易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该法的颁行，结束了由《经济合同法》、《涉外经
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所形成的三法并立的局面，在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方面迈出了重要
一步。合同法的制定，消除了因多个合同法并立而造成的合同法律彼此之间的重复、不协调甚至矛盾
的现象，也改善了我国合同立法的分散、凌乱的状况，实现了合同法律尤其是合同法总则的统一性和
体系化。《合同法》的制定完善了合同法的基本规则，极大地填补了长期以来在合同立法方面的漏洞
，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合同法规则。尤其是《合同法》的内容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需求，摒
弃了反映计划经济体制本质特征的经济合同概念，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该法从现代市
场经济的本质需要出发，要求当事人在交易的各个环节中都必须遵循作为商业基本道德的诚实信用原
则，从而为建立信用经济奠定了基础。《合同法》既广泛参考、借鉴了两大法系成功的合同立法经验
和判例学说，采纳现代合同法的各项新规则和新制度，注重与国际规则和惯例的接轨，同时也立足中
国的实际，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总之，我国《合同法》的颁布，不仅表
明我国的合同法已逐渐趋于完善，而且标志着我国的民事立法进入了一个体系化的成熟阶段。尤其在
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大背景下，统一我国市场经济交易活动的基本规则
，力求使我国合同法与国际惯例接轨，更有利于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增强我国综合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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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密切结合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实践，并在借鉴国外合同立法的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
合同的概念、特征，分类，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的成立，合同的内容与形式以及合同的效力做了
较为全面和详尽的研究。  
  
　　本书作者认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由合同自由、诚实信用、合同正义、鼓励交易四项构成；
应当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以及合同的不成立与无效；合同法应当将违反诚信义务作为缔约过失责任
的理论基础，并在法律上应当严格区分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对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
，应当区分效力待定、无效和可撤销合同。作者对合同法在当代的发展以及合同法中的一些新的疑难
问题，如涉他合同、电子合同、格式条款、效力待定合同的类型、合同漏洞的填补等都做了较为深入
的探讨。

Page 3



《合同法研究（第一卷）》

作者简介

王利明，男，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1981年获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赴美国密执安大学法学院进修，199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
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唯一指定的全国唯一的民商法重点学科基地）。曾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
博士学位获得者”、“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获中国人民大学第二
届吴玉章奖学金优秀教学奖和第一届中韩青年学术奖。
主要学术成果：
　　主编司法部本科统编教材《民法·侵仅行为法》、《人格权法新论》、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民
法》、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教材《民法》、以及多本本科，研究生教材和高级法官班教材；副主编
司法部大专统编教材《民法教程》、《中国民法》；专著《违约责任论》、《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
究》、《司法改革研究》、《物权法论》、《合同法新论·总则》；合著《民法新论》(上、下册)、
《民法·侵权行为法》、《人格权与新闻侵权》；编著《合同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民法案例与
学理研究》(四卷)等案例教材；发表论文集《民商法研究》(1至4辑)和学术论文六十多篇；翻译、整
理了数百万字的外国民法资料，编印了两本《外国民法论文集》。其中《民法新论》(上、下册)获北
京市高等学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民法
教程》获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奖；《民法·侵权行为法》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
奖、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人格权法新论》获第九届中国图书评论奖；《侵权行为法归责原
则研究》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全民所有制企业国家所有权问题的探
讨》一文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关于我国物权法制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的探》一文获“中国法制之路”青年法制论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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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必须是调整财产及与财产有关的民事关系，对非财产交易不进行调整。合同作为债的发生原因
，属于财产法的范畴。合同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以财产给付为内容的交易关系，也就是动态的财产关
系。合同法属于财产流转法，与人身有关的一些财产交易，如肖像权的许可使用等，可以适用合同法
的规则，对于纯粹的人身关系应当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在此需要讨论《合同法》第2条第2款规
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在我国，有关婚姻、收养
、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并不属于交易关系，当然不应受以调整交易关系为己任的合同法调整，
例如离婚协议应由婚姻法调整，一方违反该协议，另一方亦不得基于合同法的规定而请求另一方承担
违约责任。而婚姻在法律上不是一种合同关系。在我国传统的法律观念和意识中，也从不认为身份关
系等同于合同关系。我认为，婚姻家庭关系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身份关系，不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但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也有一些合同如遗赠扶养协议、分家析产协议等涉及财产分配的合同，这些协
议或约定与一般民事合同并无本质差别，它们仍然要适用民法的平等自愿等原则。有关这些合同的订
立、履行、变更、解除以及违约责任等，当然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至于夫妻关于财产问题的约定，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合同法》第2条第2款排除的身份合同仅指没有财产内容的身份合同，夫妻关于财
产问题的约定以财产关系为内容，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不过应当优先适用婚姻　　法等有关法律
，这些法律没有规定时才可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尽管有关夫妻财产
的协议具有一定的身份因素，如因为这种人身性极强的财产关系，必须由当事人双方亲自订立，不能
由他人代理。但此种约定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的范畴，理应接受合同法的调整，适用一般合同的原则
、规则；但特别法有规定的，应当首先适用其规定。　　关于收养协议，我国《收养法》第15条明确
规定：“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尽管收养关系当事人可以订立
收养协议，但该协议是否能够受到合同法的保护?我国《合同法》第2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
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尽管收养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收养人与送养人
之间必须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有关收养的协议，但该协议只是收养成立的条件，在性质上并不是
民事合同，因此收养关系应当适用《收养法》以及《婚姻法》等法律的规定，一般不适用合同法。其
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收养关系不是一种单独的财产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很强人身性质的民事行为。
收养是产生拟制血亲关系的法律行为，养父母与养子女通过收养建立了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和权
利义务关系。一旦建立收养关系，这就形成一种等同于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关系。而一般的民事合同
主要是产生、变更和消灭以财产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人身性质的合同通常不适用合同法的规
定。第二，送养人和收养人之间的合意也不同于一般的合同，因为法律对收养人和送养人的条件做了
严格的规定，对被收养人的条件也有明确的限定；收养年满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还必须要征得被
收养人的同意；收养应当向有关民政部门登记。这些规定都表明，收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第三
，收养人与送养人之间在合意的内容中不得约定有关收养的付款报酬，不得使收养变成一种交易关系
，否则，将会使收养变成一种买卖或变相买卖儿童的关系，这是完全违法的，也是违反公序良俗的。
然而，一般的民事合同都是一种交易关系。当然，有关收养协议的要约、承诺，收养合同的效力等，
可以准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4)合同法所适用的合同包括各类民事主体基于平等自愿等原则所订
立的民事合同。这就是说无论是公民之间订立的民事合同，还是法人之间以及法人与公民之间订立的
民事合同，无论是公民和中国的法人，还是外国人以及无国籍人所订立的应当适用中国法的合同都应
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此外，公民和法人以外的其他组织所订立的民事合同也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3)电子签名归属及数据电文完整性的推定。根据《电子签名统一规则（草案）》第4条的规
定，“除非已证明电子签名既不是据称的签署人，也不是某个享有代理权的人所为，否则该电子签名
，既推定为属于某个据称由他或以他的名义出具的人”。这一关于签名归属的规定给当事人以抗辩的
权利，即该签名既不是称谓的签署人，也不是他授权的人所为的。这实际上是在法律上确认电子签名
应推定其为真实，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签署人要否定该签名不是其所为，必须举出相反的证据证
明。　　第四节　电子合同的成立　　一、订约当事人　　在电子合同中，许多当事人以虚拟的主体
出现。客户进入网站以后登录的身份往往与其真实的身份不符。在此情况下，是否可以因合同当事人
不存在而宣告合同不成立?我认为，尽管存在着虚拟主体现象，但是对此应当区分两种情况：一是以纯
粹虚拟的身份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客户登录的姓名与密码等都是虚假的，登录的资料和信息完全是虚
构的。在此情况下，首先应当查明是谁虚拟了该当事人，如果能够查明，则可以认为该当事人以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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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易，其进行交易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不能发现客户是谁，则只能认为该合同仅具有
一方当事人，而不能成立。二是完全假冒他人的名义从事交易，也就是说当事人用他人的姓名与密码
登录并从事了交易。登录的资料和信息是真实的，在此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无权代理的规
定行使催告权和撤销权，如果在催告本人以后，本人拒绝追认的，该合同无效，如果本人承认，则该
合同有效。　　在讨论电子合同当事人时，还必须注意到电子代理人的概念。所谓电子代理人，并不
是具有法律人格的主体，而是一种能够执行人的意思的智能化的交易工具。它是当事人为了扩大交易
机会、减少营销成本而设置的一种程序，使之能够代替当事人发出要约和作出承诺。由于电子代理人
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它不仅可以自动发出要约和承诺，完成在线买卖，甚至可以搜索某一商品或
服务的价格，所以它几乎成为“人造商人”。因此，一些国家的法律也对电子代理人作出了规定，例
如，依照《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第102(a)(19)条规定，电子代理是指不需要由个人为审视的行为，而
采用由授权合同双方利用计算机软件或其他自动化的方法，独立为合同当事人发出和接受电子讯息，
或履行合同。第206条规定：“合同可以用电子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交流而订立。如果该交流导致正在运
行的电子代理人在一定环境下表示了承诺，合同便成立。”那么，在电子代理人代理当事人订立合同
的情况下，电子代理人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其代理订立的合同与当事人亲自订立的合同是否存在
区别?我认为，电子代理人的　　存续，完全是由当事人所编制的，其发出的要约和承诺完全是当事人
的意思表示。在这方面与自动售货机相同，因为程序和机器一样，并不是自然人，不具有独立的法律
人格。其表达的意思完全是设定人的意思，所以电子代理人出现程序错误时，一定由当事人承担责任
。　　　　有人认为，表见代理制度的法律意义“正在于牺牲被代理人利益保护善意交易第三人利益
，维护交易安全、交易秩序，这是该制度的真正法律价值”。根据此种观点，表见代理制度对被代理
人是不公平的。我认为这一看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两大法系的学说之所以都以“禁反言”规则解
释表见代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就是因为相对人之所以信赖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往往是由被代理人
的过失造成的。因此，被代理人不能否认自己的行为，而应对无权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负责。例如
，某人明知无权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的表示；本人将单位的公章、合同专用
章、空白合同书出借给他人使用，借用人以本人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等等，都会使第三人产生合理的
信赖，在此情况下，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让有过失的被代理人承受无权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符
合公平正义原则。当然还应当看到，表见代理维护的是交易安全与交易秩序等社会公共利益，较之于
个别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言更为重要。所以法律为了强化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被
代理人利益。本人应向善意第三人承担合同责任，然后向无权代理人追偿。　　(3)表见代理直接对本
人产生效力，不需要本人追认。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
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该条规定极易被误解
为：凡出现无权代理行为，都必须取得本人的追认，本人才负责；如未经本人追认，则由无权代理人
承担责任：实际上，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狭义的无权代理而言的，并非是针对全部的无权代理行为所
作的规定；如果代理人从事了无权代理行为，但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此时
无权代理将转化成为有权代理。因此《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针对的仅是狭义的无权代理。《合同
法)第49条明确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显然，表见代理无须本人追认。在表见代
理的情况下，法律将使本人(名义上的被代理人)对于善意的相对人承担被代理人的责任。”　　在构
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相对人如不主张表见代理，而向本人提出催告，要求本人追认，则可以认为该
行为已经转化为狭义的无权代理，成为效力待定的行为。如果本人拒绝追认，则该行为无效，相对人
不得再根据表见代理主张有效：所以，即使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也必须由相对人提出请求。　
　表见代理不同于隐名代理。所谓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与第三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时，并没有以
本人的名义行为，但依据客观的情况可以认为代理人实际上是基于本人的意思而行为的，且该项意思
能够为相对人所明知或应知的，对此也可解释为，行为人是以本人的名义行为的。例如，百货公司的
售货员在出售商品时，即使没有向买受人告诉其是代理百货公司出售商品，也可认为是以百货公司的
名义行为。正如王泽鉴教授所指出的：“契约仅由代理人签署自己的姓名，苟依其事实可认为其系为
本人而为行为时，仍可发生代理的效果。此种未明示本人名义，由其他情形推知有此情形，而为相对
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之代理，判例学说上称为隐名代理。”表见代理与隐名代理十分相似，都是指相对
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代理人具有代理权。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表见代
理的情况下，无权代理人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代理行为；在隐名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只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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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名义行为。另一方面，相对人只要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就可以构成表见代
理；而在隐名代理的情况下，由于代理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行为，因此需要从客观的环境中解释该人实
际上是否以本人的名义而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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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对合同法在当代的发展以及合同法中的一些新的疑难问题，如涉他合同、电子合同、格
式条款、效力待定合同的类型、合同漏洞的填补等都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希望借此能够与广大
学界同仁与实务工作者进行交流探讨，以期共同推动我国合同法的完善与理论研究的深入化、细致化
及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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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已看瞎,给王教授跪下了。
2、理论性很强，更多的引用各家学说。
3、这本书很有理论深度，是国内目前很好的合同法教材。
4、王老师写书吧，确实有点罗嗦⋯⋯不过也确实全面，可以在研究时作为一个不错的起点。
5、一年多以前在《合同法》课程上老师专门推荐了这本书，但是指导最近才买来看，感觉是不错，
至少挖掘的理论点很多。当然限于篇幅，有些复杂问题不能铺开太多，只能到其他论文中继续搜寻
了~~~
6、参阅
7、这套书在五年前就看过，真滴是好书。后来买的时候只买到第二卷，终于买到第一卷了。
8、老王这个前后矛盾、啰嗦、错误的地方太多了
9、厚厚的一本书，简直是合同法大全了。此专著堪比教材了。是故，有关合同的几乎所有论题，都
可以找到相关论述。似乎，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看看这本书吧？
10、人皆雲王陽明先生的書寬而不深,我輩言有待精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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