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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0 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在这一年的 5 月 28 日，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从“九龙治水”到 “九九归一”的巨变CD, 使我们深刻感

受到：以《民法典》为基础和依据编写合同法教材，是法律人的责任与使命。

与其他同类教材相比，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反映了最新的立法成果。在《民法典》各编中，与现行相关制度相比，合同编的变化

是最大的，增加了 136 条，删除了 37 条，修改了 153 条卢 为了帮助读者及时了解相关规则的变

化以及该变化对司法实务的影响，我们以《民法典》合同编为基础和依据，对合同编的适用范

围、预约合同、电子合同的特殊规则、保理合同、债的保全等增加或者完善的内容进行了重点

回应。

其次，吸纳了学界的前沿研究成果。 199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

法》）施行元年，《合同法》已施行超过二十年。其间，出现的与《合同法》有关的研究成果之

多，如同夏夜天空的星星，数不胜数。本书虽然难以揭示、反映全部研究成果，但已尽可能地吸

收、融合最新的主流研究成果。

最后，借鉴了实务界的典型经验。在《合同法》施行的二十余年里，各级法院依照《合同

法》的原则和制度审结了大量合同纠纷案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既是司法实践对

以成文法形式表现的合同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也为理论研究和创新提供了机遇和资源。

如果本书的出版，让读者在选购合同法教材时多了一个选择，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当然，书中的观点和文字难免存在谬误和疏漏，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龙著华

2021 年 2 月

0 依照 《 民法典》 第 1260 条的规定 ， 自 《 民法典》 施行之日起， 《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 等九部法律同时废止。

@ 石宏：民法典合同编的重要发展和创新．中国人大， 20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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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合同与合同法

1. 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2. 合同的主要分类

3.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合同是民事主体完成交易的基本工具。放眼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

无论其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也无论其属于何种法系，合同关系无处不在。在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等各个环节，都有“合同之手”在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西方有句名言，财富的一半来

自合同。此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却形象地道出了合同在社会经济发展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地位与作用。

那么究竟什么是合同呢？应如何理解它与法律行为、契约、协议、合同书等之间的关系？

一、合同的概念及其厘清

（一）合同的概念

合同又称为契约、协议，其本意为“共相交易”立究竟该如何给合同下定义，在大陆法系

和英美法系中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大陆法系的民法典和学者对合同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合同是产生债的原因之一。债是一个

总的概念，在此之下，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均是产生债的原因。这些都是特

定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譬如，法国法学家波蒂埃在其 1761 年《合同之债（续）》一

书中对合同下了这样的定义：合同是”由双方当事人互相承诺或由双方之一的一方当事人自行

允诺给予对方某物品或允诺做或不做某事的一种契约＂。该定义强调的重点是，合同义务只有在

当事人自由订立合同时才产生，就是说，合同不是由法律直接强加给当事人的，而是在受约束的

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中产生的，或更慎重地说，是法律上视为签订“协议”的行为产生的。＠《法

国民法典》第 1101 条基本上采用了波蒂埃的上述定义，它规定： ＂契约是一种协议，依此协议，

CD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1: 286. 

@ 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周忠海，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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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或数人对另一人或另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之债务。”。该定义同样强调契约的本质

是协议，即当事人之间就有关权利义务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时，该定义也将合同视为债的一种。

《德国民法典》未正面就合同下定义，它把合同纳入法律行为、债务关系的范畴内，其第 305 条

规定：“以法律行为发生债的关系或改变债的关系的内容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必须有当事人

双方之间的契约。”

英美法系现代合同法理论对合同的定义与大陆法系比较接近。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对合

同下的定义是：合同是二人或多人之间为在相互间设定合法义务而达成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协

议。 1979 年版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合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创立为或不为某一特

定事情的义务的协议。

由此可见，两大法系的立法与学说对千合同的定义虽然在具体表述方式上略有差异，但都

抓住了合同最为本质的特征，即合同是当事人经平等协商形成的合意，是当事人之间就设立、变

更、终止特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所形成的协议。

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未直接对合同下定义，从其关千合同订立的要求

来看，主要是要求要约与承诺一致。所谓要约与承诺一致，就是要约人、受要约人经反复协商后

达成合意。作为国际统一合同法的重大成果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也未就合同下定义，但其

第 3.2 条“协议的效力”规定：“合同仅由双方的协议订立、修改或终止，除此别无其他要求。”

该规定可以说从侧面明确了合同的本质是合意。

我国合同法立法与理论在合同概念的界定上，基本上继受了上述成果，认为合同是一种建

立在合意基础上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 85 条规定：合

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

法》）第 2 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

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民法典》第 464 条规定：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

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二）合同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要准确把握、理解合同的概念，需要厘清以下几组关系。

1. 合同与民事法律行为

依据《民法通则》第 54 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

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该规定将民事法律行为限定为合法行为，受到了学界的广泛批评。

《民法总则》第 133 条摒弃了该做法，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在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化方面，《民法总则》除了沿袭《民法通则》

的规定，将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的行为、基千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的行为等

纳入民事法律行为的范畴之外，认为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

决程序作出的决议行为也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

对照《民法总则》《合同法》对民事法律行为、合同的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呼之欲出了。

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上位概念，合同是下位概念。合同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但并非

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都是合同，这是学界的共识。郭明瑞在其《合同法学》中就说，合同是平等

0 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282. 本书其他关于《法国民法典》的引文，皆来自此译

本，不另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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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之间的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王利明、房绍坤、王软在其《合同法》一书中也认为，合同是

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所实施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王泽鉴在其《民法概要》中

说，债权契约，即由双方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而以发生债权债务为内容而成立的法律

行为。

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都是合同。首先，单方法律行为既无“合“，也

无“同“，不是合同，因为合同的本质为两方以上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其次，由于

《民法典》调整的合同为狭义上的合同，仅仅指向基千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的行为

中的一部分，即与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无关的协议，所以，即使是基千双方或者多方的

意思表示一致成立的行为也并非都是合同。最后，决议行为属于团体法上的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它虽然与合同一样属于两方以上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但具有独立千共同行为和合同行

为的固有属性CD, 也与合同不完全相同。

2. 合同与协议

《民法典》第 464 条规定：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从

这一规定出发，将法条中的限定词删除的话，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合同是协议＂。然而，不能

因此就认为“合同等于协议”，因为从逻辑上来看，协议是合同的种概念，合同是协议的属概念，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都可以称之为协议，但并非所有的协议都是

我国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因为依据《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之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

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相关法律没有规定时，才可以根据其性质

参照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

3. 合同与契约

在民法及其学说史上，曾有合同与契约的区别。前者为当事人的目的相同、意思表示的方向

也一致的共同行为，如合伙合同。后者系当事人双方的目的对立、意思表示的方向相反的民事法

律行为，如在买卖契约关系中，卖方与买方的意思表示是相互对立的，各自的权利分别是对方的

义务。但在交易实践中，市场主体已习惯千将合同与契约替代使用，不认为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

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因此，我国现行法律已不再作这样的区分，而是将两者统称为合同。

4. 合同与合意

所谓“合意”，是指两方以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我们认为，合同最核心的内容是

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合意。可以说，有合同的地方就有合意，没有合意不可能有合同。＠但是，不

能反过来说，有合意的地方就一定有民法意义上的合同，譬如恋人之间因为请对方看电影所形

成的合意，朋友之间因为请对方吃饭所形成的合意。

0 王利明．民法． 6 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99. 朱庆育．民法总论． 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6: 137 - 138. 

@ 对此，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合同都经由合意，其主要论据有三：一是附随义务作为合同的内容即未经当事人约

定；二是事实劳动关系的内容也未经当事人合意；三是合同只要就其最低限度的内容达成合意即可，其他内容可以依据

《合同法》第 61 、 62 、 63 条等规定确定。笔者以为，该学者的理由不成立，理由是： （ 1) 该说混淆了因与果，没有合同

这个因，就不可能有附随义务这个果。附随义务之所以能成为合同内容，是因为先有合同（合意）。（2) 该说忽略了意思

表达方式的多元化，在所谓事实劳动关系中，虽然看不到语言、文字等惯常意思表示方式，但当事人通过行为所形成的

合意却是客观存在的。（3) 该说混淆了合同与合同漏洞补正，须知最低限度的合意也是一种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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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合同与彼合同

从类型化的角度看，合同有广义、狭义、最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合同，是指所有法律部门中用以确定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如民法

上的民事合同、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国际法上的国际合同等。

狭义上的合同，仅指民事合同，包括财产合同和身份合同。财产合同包括债权合同、物权合

同、准物权合同，身份合同包括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对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曾经几易其稿。第三次审议稿第 2 条规

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此规

定将合同法适用范围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如采之会使许多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民事合同，

如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合伙合同等排除在合同法调整之外。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正式通过

的《合同法》，将“债权债务关系”改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法典》第 464 条将“合同“

明确为“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6. 合同与合同书的关系

在实践中，有些人将合同等同于合同书，认为只有存在合同书才有合同关系的存在，这种理

解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应当说，合同书和其他有关合同的证据一样，都只是用来证明合同关系的

存在及其内容的证据，但其本身不能等同千合同的全部内容，更不能认为只有存在合同书才有

合同关系。

二、合同的特征

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的典型形态，是债的最一般形态，是实现交易的重要媒介。一般来说，

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点。

（－）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依据《民法典》第 133 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

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都属于民事法律事实，都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

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但是，所谓事实行为，是指不具有意思表示内容，但按照法律规定，客观

上能引起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如侵权行为、无因管理行为、拾得遗失物的行为、发现埋藏物的

行为等。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要素，而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由于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民法典》第一编关千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如民

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和撤销等，均可适用于合同。

（二）合同是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民事法律行为

依据《民法典》第 464 条的规定，《民法典》合同编仅调整狭义上的合同，即平等民事主体

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因此，此处所言“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实质

上即为因交易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换言之，《民法典》合同编意义上的合同，仅仅指平等主体

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因交易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没有财

产内容的，与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有关的协议，以及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受《民法典》合

同编的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民法典》合同编所调整的合同不限千该编规定的 19 种有名合同，还包括

《民法典》其他编规定的合同，如物权编规定的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继承编规定的遗赠扶养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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