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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努力从博大精深的合同法理论中掘取精华，阐释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理。
本书在体 系结构上独具特色，既不是对合同法所有问题的全面论述，也不是对某一项制度的专门研究
，而是对合同法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的精心阐述；本书的批撰写别具匠心，既不是对法律规范的注释
，也不是纯理论的研究，而是对合同法规范内在原理的深刻揭示和可操作性的具体阐述。
    本书可供理论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人员使用，也可作合同法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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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贵明，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法学会理事、副秘书长，郑州市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研究方法为经济法，公司法和破产法。
主持省、厅级规划项目5项，公开发表论文18篇，主编、副主编或参加撰写专著10部，代表作有《市场
经济与新经济法》、《中国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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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订立格式条款合同应遵循的规则　　（1）遵循公平原则《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
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公平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格式条款的内容必须公平合理，不能规定一方当事人只享有权利，而相对方只承担义务；也不能规定
对一方当事人明显有利，而对相对方明显不利。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在与相对方订立合同时，应当充分尊重相对方的意志，不能迫使相对方接受格式
条款的内容。
如果格式合同中的格式条款违背公平原则，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直接依据公平原则认定该条款
无效或变更该条款。
　　（2）提示和说明义务原则在实际生活中，有的格式条款并未与合同文件合为一体，而是张贴在
经营场所；有的虽与合同的其他内容在一起，但是太过简单不易被人注意；还有的格式条款涉及专业
方面的知识，如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非专业人员难以知晓格式条款合同的真实含义。
对格式合同中一些有关免责条款、限制责任的条款，如果相对方没有注意到或理解发生错误，就容易
产生纠纷。
因此，《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就免除和限制责任条款向相对方作出足
以引起其注意的提示。
如果相对方要求提供方对免除和限制责任条款做出解释时，提供方应当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说明。
如果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尽到提示义务或者拒绝说明的，则该条款不应当具有法律效力。
　　如何确认提供格式条款方向相对方作出的提请注意行为是否合理？
要从格式条款的形式、提请注意的方法、提请注意的时间等方面来具体认定。
首先，在格式条款的形式上，应当有足以引起当事人注意的条款印象，如果相对人无法注意到格式条
款的存在，或对涉及自身利益内容的格式条款难以引起重视，这就表明提供格式条款方的提请注意不
充分。
其次，在提请注意的方法上，当事人可以采取个别提请注意或公开张贴公告两种方法。
但是原则上以个别提请注意为主，公开张贴公告只是例外。
再次，提请注意必须是在合同订立完成之前。
因为只有在合同订立之前，消费者知道了格式条款的存在及其真实含义，才会决定是否订立合同，提
请注意也才会有意义。
最后，提请注意必须足以使相对人注意剖格式条款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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