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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原理》

内容概要

本书的指导思想是：第一，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制定一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合
同法》，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注意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原有三部
合同法为基础，总结实践经验，加以研究完善；并注意法律的可操作性，把近十年来有关合同的行之
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尽量吸收进来，尽可能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第三，从我国实际
出发，借鉴国外合同法律的有益经验。《合同法》与一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与人民群众
的物质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全社会认真学习《合同法》，普及《合同法》知识，强化合同法律意识，
是搞好合同法制建设的意义重大的事情。相信本书的出版会以它较强的理论性为各界、各附层渴求了
解、探究合同法理论和知识的读者提供比较权威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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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原理》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
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
第五章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六章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七章 违约责任
第八章 其他规定
第九章 买卖合同
第十章 供有电、水、气、热力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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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原理》

精彩短评

1、　　书摘
　　书 摘
　　依据《合同法》第22条的规定，受要约人承诺的意思表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即承诺应当以
明示的方式作出。受要约人为承诺的通知，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但是根据交易习惯或者
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受要约人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如果要约中规定了承诺的方式
，并且要约规定此种方式构成合同的形式要件，受要约人须依照要约规定的方式作出承诺。如果要约
中对承诺方式的规定不构成合同的形式要件，受要约人应当有权选择不劣于要约规定方式的实际效果
的承诺方式。比如，要约中规定承诺须以书面作出，那么口头承诺不生效力，因为口头形式不如书面
形式准确可靠；如果要约中规定承诺须以信函方式作出；受要约人若以传真方式承诺，应当认为是有
效承诺，因为传真亦是书面形式，并且比信函快捷，通常不劣于信函方式所能达到的效果。如果要约
中未规定承诺方式，受要约人可以任何
　　适当的明示通知方式进行承诺。要约的方式本身不应具有规定承诺方式的效力，比如，要约为书
面形式，但承诺仍然可以采用口头形式，不应因为承诺与要约在形式上的不一致，而否定承诺的效力
。
　　(二)承诺必须向要约人作出承诺是对要约的同意，是受要约人同意按照要约的内容与要约人建立
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因此承诺必须向要约人作出。向非要约人作出的承诺，对要约人不生效力，亦
不可能在受要约人与要约人之间建立预期的合同关系。承诺可以直接向要约人作出，也可以向要约人
的代理人作出。如果要约人死亡但合同的履行不具有特定的人身性质，即不需要要约人亲自履行时，
受要约人可以向要约人的继承人作出承诺。
　　(三)承诺的内容应当和要约的内容一致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因而承诺的内容须和要约的内容相一致。如果承诺的内容
和要约的内容不一致，等于受要约人变更了要约所规定的合同的主要条件或主要条款，此种承诺应视
为拒绝原要约、提出新要约。然而，对于承诺内容和要约的内容的一致，切不可作机械僵硬的理解。
　　承诺的和要约的内容相一致，首先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意思上的一致，而不是指承诺的语言或文字
表述完全一致。如果承诺的内容在意思上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即使在语言或文字表述上有差异，只要
不影响对合意的一致理解，应当认为承诺的内容与要约的内容相一致。
　　承诺的内容和要约的内容相一致，是指承诺与要约在实质内容上的一致。如果承诺的内容与要约
的内容在实质上相一致，即使在其他方面变更了要约的内容，该项承诺仍为有效。例如《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9条规定，承诺对要约的内容进行非实质性的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的，除要
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要约明确规定承诺不得对要约内容进行任何添加、限制或修改外，该承诺仍为
有效，合同内容以承诺内容为准。我国《合同法》把承诺对要约内容的变更，划分为实质性变更和非
实质性变更。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法第30条)。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
实质性变更的，除非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
该承诺有效，并且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法第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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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书摘书 摘依据《合同法》第22条的规定，受要约人承诺的意思表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即承
诺应当以明示的方式作出。受要约人为承诺的通知，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但是根据交易
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受要约人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如果要约中规定了承
诺的方式，并且要约规定此种方式构成合同的形式要件，受要约人须依照要约规定的方式作出承诺。
如果要约中对承诺方式的规定不构成合同的形式要件，受要约人应当有权选择不劣于要约规定方式的
实际效果的承诺方式。比如，要约中规定承诺须以书面作出，那么口头承诺不生效力，因为口头形式
不如书面形式准确可靠；如果要约中规定承诺须以信函方式作出；受要约人若以传真方式承诺，应当
认为是有效承诺，因为传真亦是书面形式，并且比信函快捷，通常不劣于信函方式所能达到的效果。
如果要约中未规定承诺方式，受要约人可以任何适当的明示通知方式进行承诺。要约的方式本身不应
具有规定承诺方式的效力，比如，要约为书面形式，但承诺仍然可以采用口头形式，不应因为承诺与
要约在形式上的不一致，而否定承诺的效力。(二)承诺必须向要约人作出承诺是对要约的同意，是受
要约人同意按照要约的内容与要约人建立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因此承诺必须向要约人作出。向非要
约人作出的承诺，对要约人不生效力，亦不可能在受要约人与要约人之间建立预期的合同关系。承诺
可以直接向要约人作出，也可以向要约人的代理人作出。如果要约人死亡但合同的履行不具有特定的
人身性质，即不需要要约人亲自履行时，受要约人可以向要约人的继承人作出承诺。(三)承诺的内容
应当和要约的内容一致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因而承诺的内容须和要约的内容相一致
。如果承诺的内容和要约的内容不一致，等于受要约人变更了要约所规定的合同的主要条件或主要条
款，此种承诺应视为拒绝原要约、提出新要约。然而，对于承诺内容和要约的内容的一致，切不可作
机械僵硬的理解。承诺的和要约的内容相一致，首先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意思上的一致，而不是指承诺
的语言或文字表述完全一致。如果承诺的内容在意思上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即使在语言或文字表述上
有差异，只要不影响对合意的一致理解，应当认为承诺的内容与要约的内容相一致。承诺的内容和要
约的内容相一致，是指承诺与要约在实质内容上的一致。如果承诺的内容与要约的内容在实质上相一
致，即使在其他方面变更了要约的内容，该项承诺仍为有效。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第19条规定，承诺对要约的内容进行非实质性的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
或要约明确规定承诺不得对要约内容进行任何添加、限制或修改外，该承诺仍为有效，合同内容以承
诺内容为准。我国《合同法》把承诺对要约内容的变更，划分为实质性变更和非实质性变更。承诺对
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法第30条)。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非
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并且合
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法第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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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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