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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史记》“货殖列传”上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企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利，是其一切经营管理活动的核心。
　　在为利而展开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到处闪现着一个精灵的身影——合同。
她可以给企业带来滚滚红利，让企业蒸蒸日上；也可以给企业带来巨额损失；甚至让企业破产倒闭，
还能让企业善良的领导人身陷囹圄，身败名裂。
她可以使商场上的合作伙伴互利双赢，如胶似漆；也可以让昔日伙伴反目成仇，感情破裂。
　　因此，合同之管理，关乎企业之兴衰成败，生死存亡，关乎企业领导人之是非功过，宠辱毁誉。
　　故而，无论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否喜欢她，都不能无视她的存在，还不能不善待她。
包括企业法律顾问在内的企业合同管理人员，对关乎合同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典型案例，不可
不常读之而慎思之，防微杜渐，确保无虞。
　　笔者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十余年了，为数十家企业担任过常年和专项法律顾问，在工作中有两
个发现，第一个发现是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有80％与合同有关，第二个发现是很多企业在合同管理上
存在不足之处。
企业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很多，常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组织、制度层面的，表现在组织不健全，制
度不完善；第二类是实际工作层面的，主要有：1.合同谈判准备不足；2.合同文本审查不严；3.合同经
验总结不够；4.合同纠纷处理不当。
其结果呢？
组织不健全，专业法律人才配备不足，造成企业合同管理缺乏专业性，往往会犯一些简单的错误，陷
入一些常见的陷阱。
制度不完善导致在合同管理中权责不明确，要么互相推诿，无人负责；要么多头管理，权力重合，互
相掣肘。
合同谈判准备不足，导致不能在谈判中为企业争取最大利益，输在谈判桌上。
合同文本审查不严，错误百出，输在文字上。
合同经验不能得到及时总结，对反复发生的交易事项没有及时总结出适用的合同范本，导致重复劳动
、浪费企业大量人力物力，输在工作方法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合同管理实务>>

内容概要

在为利而展开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到处闪现着一个精灵的身影——合同。
合同之管理，关乎企业之兴衰成败，生死存亡，关乎企业领导人之是非功过，宠辱毁誉。
解决企业合同管理问题，需从“三个到位”入手，即人员到位，制度到位，工作到位。
人员到位就是建立起规范的合同管理机构、配备称职的合同管理人员。
制度到位就是建立和完善合同管理相关制度，规范管理行为，从制度上保障合同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
工作到位就是在人员到位和制度到位的前提下，抓好合同从谈判到签订、履行、纠纷处理各个环节的
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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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合同法律制度　　第一节　合同概述　　一、合同的概念　　合同的种类繁多，含义广
泛，在其概念上存在诸多争议，这不仅是从事法学理论的学者们的事情，即使从实用的角度而言，也
需要了解一些基本概念。
　　自罗马法以来，合同一直是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大陆法学者认为合同是一种合意或者协议，英美法学者大都认为合同是一种允诺。
我国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
合同的概念见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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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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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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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同法》第2条和《民法通则》的规定大同小异，是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基础，作了一
些调整。
　　本书所阐释的合同还包括《劳动合同法》所规范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确立劳动关系的劳动合
同，因劳动合同也是企业生产经营中最常见的合同。
　　二、合同与债　　讨论合同，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合同与债的关系。
按照大陆法的民法体系，合同法是债法的组成部分。
所谓债法，是指调整特定当事人之间请求为特定行为的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债的概念始于罗马法。
罗马法将债分为契约之债和不法行为之债，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债法制度。
　　《民法通则》第84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
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　　按照大陆法的债的概念，合同与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均为债的发生的原因，因
此，合同是债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将合同称为合同之债。
合同之债是因为当事人的合意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内容是事先约定的。
它与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区别在于，侵权行为之债并不存在事先由当事人约定权利和义务的问题，只
是因侵权行为的发生，才使当事人之间产生了债的关系。
　　正因为合同是债的一种形式，因此合同上的请求权也是一种债权请求权。
　　所谓请求权，是指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请求权不能直接作为该权利内容的利益，而必须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
请求权包括债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继承法上的请求权、亲属法上的请求权等。
“债权最初是以请求权这种形式存在的，而且就债权而言，由于债务不履行所引起的效果就是请求权
的发生”。
请求权在民法中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与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相对应权利。
　　合同上的请求权包括因有效成立时的给付请求权和因不履行合同债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它是债权请求权的一种形式。
除合同上的请求权以外，债权的请求权还包括基于无因管理产生的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基
于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缔约过失产生的请求权，这些请求权共同构成了债权请求权
体系。
这些请求权在行使过程中，常常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会导致多种债权请求权的并存和相互冲
突现象。
各种债权的请求权在同一案件中同时并存或发生冲突时，应该确定各项请求权在形式上的先后顺序，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体系的观念，并“可以避免遗漏，可以确实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因为各个请求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合同管理实务>>

权之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举证责任及时效多有不同，主张何者，关系至钜”，“在各项请求权中，
应将合同上的请求权作为第一顺序的请求权加以考虑。
换言之，合同上的请求权与其他的请求权发生密切联系时，应首先考虑使用基于合同上的请求权。
”　　“在某种法律关系中，如果一方提出合同上的请求，而另一方基于侵权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在
此情况下，合同上的请求权可以优先于基于侵权的请求权。
因为侵权行为乃是指因过错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从事某种行为具有合法的依据，
则虽造成他人的损害也不负侵权行为的责任。
合法依据包括侵害人和受害人之间事先存在合同关系，且此种合同关系在内容上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当然，如果一种违约行为同时导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现象，则受害人可以选择一项对其有利
的请求权加以行使。
正如《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
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　　三、合同关系　　（一）合同关系的构成　　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由主体、内容和客
体三个要素构成。
　　合同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合同当事人，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
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依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债务人则依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负有实
施一定行为的义务。
当然，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地位是相对的。
在很多合同关系中，当事人双方互负权利义务，一方享受的权利是另一方所承担的义务，另一方承担
的义务是一方享有的权利，因此，双方互为债权人和债务人。
合同关系的主体是特定的。
主体的特定化是合同关系与物权关系、人身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等的重要区别。
　　合同关系的客体和标的是一对非常接近的概念。
法律关系的客体和标的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概念：从静态上研究民事法律关系，其构成要素为主体、
客体、内容；从动态上研究民事法律关系，其构成要素为主体、标的和内容。
因此，就合同关系而言，两者在内容上是相同的，都是指合同关系中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从客体的内涵看，如果说物权的客体是物，那么合同债权的客体主要是行为。
　　合同关系的内容是指债权人的权利和债务人的义务，即合同债权和合同债务。
从性质上看，债务是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义务，它是债务人应当履行的行为。
债务人除应承担履行义务以外，还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负有注意、照顾、忠实等附随义务。
　　责任以债务的存在为前提，但是，责任本身并不是债务，而是债务人违反债务所应承担的后果。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
债务是责任发生的前提，责任是债务不履行的结果；无债务不产生责任，但无责任的债务不是法律意
义上的债务。
　　（二）合同关系的相对性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合同关系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特点，在于合同关系的相对性。
　　所谓合同相对性，主要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
够向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与合同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
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也不应承担合同的义务或责任。
　　合同相对性规则起源于罗马法。
根据罗马法，债作为法锁，能够并且也只能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产生拘束力。
由于债本质上是当事人之间一方请求他方为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所以债权不能像物权那样具有追及
性，而只能对特定人产生效力。
债权的相对性决定了债权乃是对人权，并且，维护债权的诉讼只能是相对特定的并在原告请求中提到
的人，这种诉讼叫做对人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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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案情]　　2005年4月19,日，A施工企业——总承包单位（负责B企业382砼生产系统施工）
向B企业——发包单位发文《关于请求B企业对我公司与C企业债务纠纷进行协调的报告》，希望B企业
就该A施工企业有关法律事项与c企业（分包单位）协调，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为支援你公司工程
建设，我公司开赴云南××县，为××工程添砖加瓦，在此过程中我公司得到贵公司和当地政府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然而当地C企业在与我公司的债权债务纠纷中蛮不讲理，并扬言要将我公司诉至法院和采取诉讼保全
措施。
如果C企业将我公司诉至法院和采诉讼保全措施，将给我公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
为维护企业形象和我公司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现恳请贵公司出面，对我公司与C企业债权债务纠纷
一事进行协调。
如此事继续发生，我公司无法正常生产，将会给贵公司工程建设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　　针对该报告，B企业法律顾问提出了如下意见：B企业不是A施工企业与他人纠纷案件的当事人
，也不是其上级部门，而只是其业主单位，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合同关系而不是隶属行政关系，本无义
务介入其中，依法也无权介入。
　　B企业根据法律顾问的意见，给A施工企业复函，指出了B企业无权也无义务介入此类民事纠纷协
调，建议该企业自聘律师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B企业也要求A施工企业应加强项目分包管理，严格按
照合同办事。
　　[律师提示]　　该案例就是合同关系相对性制度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作为企业法律顾问和其他
合同管理人员，在处理企业合同纠纷和相关法律事务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本企业是否是合同一方当
事人，是否在纠纷指向的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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