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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契约附随义务研究》以“契约附随义务研究”为主题，本体部分共九章，第一章为“导论”，
第二章至第八章为“本论”，第九章为“结论”。
作者从契约法现代化的要求和我国原有法律的不足等方面，说明我国立法规定附随义务之必要性。
重点则在于从立法体例、义务形态、归责原则、法律后果、适用范围等方面对我国相关规定进行检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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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国跃，男，四川省剑阁县人。
1996年7月毕业于重庆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其后在该校工作三年；1999年9月考入西南政法大学研究
生部，师从李开国教授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7月取得民商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自2003年9月
起师从梁慧星教授研习民商法，2006年7月毕业并取得民商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市场交易法律制度研究所研究人员。
曾在《现代法学》、《探索》、《安徽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另有合著《合同法学》
、《合同法理论与实务》、《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及立法理由》、《房地产法学》、《房地产法规》
、《实用经济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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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契约义务的构造：现代债法之重要课题　　一、以权利为本位的民法和以义
务为主线的债法　　二、契约义务的构造：现代债法之重要课题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一、感触与冲动：源于三个典型案例　　二、附随义务理论的研究现状　　三、我国实务界对附
随义务的把握和态度　　四、本书研究附随义务的意义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一
、本书的研究范围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三、附注：有关用语的说明第二章　概念论：契约附
随义务的理论界定　第一节　契约附随义务的概念分析　　一、“附随义务”用语的选择　　二、关
于附随义务含义的不同观点　　三、笔者对争议之点的简单分析　　四、本书对附随义务的界定　第
二节　附随义务与先契约义务的比较　　一、先契约义务概述　　二、先契约义务与附随义务　第三
节 附随义务与后契约义务的关系　　一、后契约义务慨述　　二、后契约义务与附随义务 　　三、
再思考：“后契约义务”实为“主给付义务后之义务”　第四节　附随义务与给付义务的比较　　一
、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务　　二、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　　三、附随义务与给付义务区分示例　第
五节 附随义务与不真正义务的比较　　一、何为“不真正义务”　　二、“不真正义务”之“不真正
性”　　三、不真正义务之“人法” 　　四、不真正义务与附随义务之区分及其相对性　第六节 附
论：关于“从民法的附随义务到经济法的基本义务”之命题　　一、命题的基本内容　　二、对命题
的简单评价第三章　历史论：契约附随义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过程论：积极侵害债权与附随
义务理论的形成　　一、德国附随义务理论的形成　　二、德国附随义务理论形成之前的有关探索　
第二节　原因论：附随义务理论形成的背景　　一、法学思潮背景：自由法运动与对概念法学的批判
　　二、社会经济背景：现代社会生活之复杂性日益增强　　三、政治理念背景：协作关系意识之扩
展　　四、法律制度背景：传统侵权法与契约法之不足　⋯⋯第四章　基础论：契约附随义务的正当
性解释第五章　功能论：契约附随义务的价值与功能第六章　形态论：契约附随义务的类型第七章　
适用论：附随义务的认定第八章　后果论：违反契约附随义务之效果分析第九章　结论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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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契约附随义务研究》稿的主要内容。
《契约附随义务研究》以“契约附随义务研究”为主题，本体部分共九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
章至第八章为“本论”，第九章为“结论”。
作者在第一章指出，因为《契约附随义务研究》是以义务为对象所展开的研究，从表面上看似与民法
之权利法属性格格不入，故而在导论中首先以说明的方式指出：在以权利为本位的民法中，债法部分
却“多从债务的方面设其规定”，可以说，义务乃债法的主线，债之关系上的义务群，乃债法的核心
问题；契约义务的构造，则为现代债法之重要课题。
第二章，概念论：契约附随义务的理论界定。
作者主要集中在探讨附随义务与先契约义务、后契约义务、保护义务、给付义务等的区别问题。
第三章，历史论：契约附随义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附随义务理论是德国学者在探讨契约给付义务及其履行时首先提出、并以缔约上过失、积极侵害债权
为中心，逐步建立起来的。
第四章，基础论：契约附随义务的正当性解释。
作者认为，诚信原则，乃契约附随义务的真正法理基础。
即便是在附随义务呈现成文化趋势的情况下，诚信原则之基础地位亦未被动摇。
第五章，功能论：契约附随义务的价值与功能。
作者把附随义务之功能概括为：指导当事人正确履行契约；周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交易安
全，稳固债权人所取得之给付利益；整合交易道德；衡平和调节利益，实现实质公正。
第六章，形态论：契约附随义务的类型。
附随义务主要有保护、通知、保密、竞业禁止等形态，而保护义务则为附随义务之基础类型。
第七章，后果论：违反契约附随义务之效果分析。
违反附随义务之法律责任，在性质上仍为违约责任，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产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
竞合。
第八章，适用论：附随义务的认定。
认定当事人是否负有附随义务，应遵循“当事人约定和法律规定优先的原则”、“以诚信原则为基准
的原则”、“顾及交易习惯的原则”、“适当限制的原则”；在个案中，确定契约附随义务的具体方
法有检索契约和法条、参阅先例、斟酌法理、揣摩交易习惯等；认定契约当事人之附随义务所应考量
的因素包括契约目的、利益衡平、具体情事等。
第九章，结论。
作者从契约法现代化的要求和我国原有法律的不足等方面，说明我国立法规定附随义务之必要性。
重点则在于从立法体例、义务形态、归责原则、法律后果、适用范围等方面对我国相关规定进行检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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