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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同法专论》在总结国内外合同法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合同法研究的最新成果
，紧密结合我国合同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教学的经验教训，全面构建合同法学的理论体系，富有创
建性地提出了合同法学理论的新体系。
例如，在合同责任体系、合同责任归责原则、合同责任构成、合同债权保全、合同更新、对债权准占
有人给付效力等专题中，《合同法专论》作者均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合同法适用规则。
全书分为合同法导论、合同过程论、合同责任论和有名合同论四个部分。
　　《合同法专论》既适合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之用，也是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办案的很
好的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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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婚姻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多次到早稻田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铭传
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等院校访问讲学。
 曾历任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审判组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委员、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
 著有《侵权法论》(已出第三版)、《人身权法论》(已出第三版)、《人格权法论》、《侵权法论》(已
出第三版)、《人格权法专论》、《亲属法专论》、《侵权行为法专论》、《合同法专论》、《民法判
解研究与适用》(1—8集)、《共有权研究》等专著50余部，主编《类型侵权行为法研究》、《疑难民
事纠纷司法对策》(1—14集)等著作、教材5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和《中国法学
》等报刊杂志发表法学论文3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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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合同法导论第一章 合同法第一节 合同法的概念及法律地位第二节 合同法的历史发展和调整功
能第三节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第二章 合同概述第一节 合同的概念及特征第二节 合同法律关系第三节 合
同的种类第四节 合同解释第二编 合同过程论第三章 合同订立、合同条款和合同形式第一节 合同的订
立概述第二节 要约第三节 承诺第四节 合同条款第五节 合同形式第六节 合同格式条款第四章 合同的效
力第一节 合同的效力及其生效时间和条件第二节 合同效力待定第三节 合同绝对无效第四节 合同相对
无效第五节 合同无效的一般后果第六节 附条件合同和附期限合同第五章 合同的履行第一节 合同履行
的概念及其原则第二节 合同内容的确定第三节 合同履行规则和履行变动第四节 双务合同履行的抗辩
权第六章 合同保全与担保第一节 合同保全与合同担保概述第二节 合同保全第三节 合同担保第七章 合
同的变更与转让第一节 合同的变更第二节 合同债权转让第三节 合同债务转移第四节 合同债权债务概
括转让第八章 合同的消灭第一节 合同消灭概述第二节 清偿第三节 解除第四节 抵销第五节 提存第六节
免除和混同第七节 合同更新第三编 合同责任论第九章 合同责任概论第一节 合同责任概述第二节 合同
责任的归责原则第三节 合同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抗辩事由第四节 合同责任方式及其适用第五节 合同责
任竟合第十章 缔约过失责任与合同无效责任第一节 缔约过失责任第二节 合同无效责任第十一章 违约
责任与后契约责任第一节 预期违约责任第二节 加害给付责任第三节 实际违约责任第四节 后契约责任
第四编 有名合同论第十二章 买卖、供用、赠与合同第一节 买卖合同第二节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
同第三节 赠与合同第十三章 借款、租赁、融资租赁合同第一节 借款合同第二节 租赁合同第三节 融资
租赁合同第十四章 承揽、建设工程、运输、技术合同第一节 承揽合同第二节 建设工程合同第三节 运
输合同第四节 技术合同第十五章 保管、仓储、委托、行纪、居间合同第一节 保管合同第二节 仓储合
同第三节 委托合同第四节 行纪合同第五节 居间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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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合同法导论第一章 合同法第二节 合同法的历史发展和调整功能一、合同法的历史发展(一)古代
合同法合同是社会财产流转的法律形式。
在没有财产流转的远古社会，没有合同，当然也就没有合同法。
在出现财产流转关系的初期，是通过血族关系或者运用宗教权力以执行个人所承担的义务①的方式解
决，也不会有合同法。
在氏族社会晚期，私有财产出现，产品交换行为日益广泛，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规则。
这些规则开始由誓言、习惯等保障实行，进而发展成为社会共同体认可或者执行的规范所取代，交换
规则取得了法律的规定形式。
这就是合同法的早期形式，主要是习惯法的形式。
习惯法的不稳定性、不统一性和不公开性特点，决定了习惯法适用上的困难，因此，合同法的成文法
应运而生，代替了习惯法。
《汉穆拉比法典》作为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在其282个条文中，就有80多个关于合同法的条文，要求合
同奉行严格的形式主义，规定合同的种类和适用范围，对违约行为规定严厉的制裁措施，以保障合同
的履行。
在罗马法的《十二铜表法》中，对于合同的规定更为严格，立法技术更为进步。
用抽象的概念表述合同，将合同视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用合同作为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
“法锁”，以保障交易的安全；规定了物的所有权转移的条件，从而使合同能够脱离物的实际交付而
单独存在，使诺成性合同开始与实践性合同相分离。
在日耳曼法，初期的合同法不如罗马法的合同法那样精巧和严密，但是它体现了团体本位的思想，立
法技术上也采用日耳曼人的习惯，尽量使法律条文通俗实用，并且在具体制度上有所创新，保证、违
约金制度均为其所创。
古代合同法的缺点是立法简陋，欠缺一些重要的制度，合同的主体也限于少数人，重形式而轻内容，
等等，这些都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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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合同法专论》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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