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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溯及我中华古国之传统，于今人常用之语“经济”、“法律”，皆为先辈所融人的“经世济国”统合
之术，遂成我古国之“伦理”治世的格局。
及至清末修律，西学东渐，又开始导人以欧洲文明为基础之近代文明，由是我国成为以“法经融合”
为表征的近现代文明之一员。
遥想公元9到11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商业复兴给人类的近现代文明带来了第一缕曙光，在这一缕曙光中
最亮丽的当属公元11世纪波伦亚大学之成立。
波伦亚大学是以诠释罗马法而闻名于世的，当时该大学的学者们结合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复兴，对罗马
法进行了重新诠释，进而铸就了商业和法学的联姻，从而推动人类进入近代文明。
法经融合的教育传统历经千年风雨而不坠，今日以财经见长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与日本一桥大学，其
法学教育亦盛名于世。
清末修律，我国践行西制。
在民国时期，法经融合体现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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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笔者认为，民事责任体系的历史发展表明，不应将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体系划分绝对化
，合同责任在维持利益的保护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也不能因此而盲目地将维持利益随意地纳入
合同责任领域。
针对保护义务给传统民事责任体系造成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关键是要找到适当的依据，以此保持合同
责任与侵权责任的适当区分，既弥补传统两种责任俨然区分的民法体系所带来的法律漏洞，又不至于
因承认保护义务而导致合同责任的过分扩张。
    本书认为，从合同的性质与目的出发，当特定的维持利益属于合同的决定性内容时，应该接受合同
上的保护义务；当保护义务与该给付目的密不可分时，它也涉及合同的履行利益。
因此，在违反保护义务的情况下，履行利益也没有获得实现。
相反，当维持利益没有被合同目的或者内容涵盖因此也不影响合同履行利益的完整性时，对它造成的
侵害就属于侵权法上的义务之违反。
因此，本书认为，在合同中认可保护义务的正当性的前提是：存在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赖
及当事人具有特别保护的必要性。
这三个可以相互转化的因素说明，在有些领域当事人之间为什么存在比一般行为义务要求更高的保护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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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上述关于附随义务界定上存在的争论并不影响我们对保护义务的理解。
不过，从发展的趋势看，笔者认为，对于附随义务的界定，第三种意义更为可取。
理由如下：第一，作为分析的工具，无论采哪种分类均无不可，关键是要界定清楚。
但是，通说关于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间的界限显然模糊不清，有交互重叠的现象。
第二，在附随义务中，以辅助实现给付利益的那一类型实际上与从给付义务的目的、功能相同，而以
是否具有可诉性为标准将它们归人不同的类型缺乏足够的理由。
因此，应当直接将该类附随义务归入从给付义务。
第三，保护义务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合同义务，从其目的和功能来看确实有相当的独立性，因而它具
有许多显著的特征，不宜将它和与给付义务具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合同义务做相同的处理和分析。
第四，从发展的趋势看，德国债法改革之后于2002年实施的新《德国民法典》增订了第241条第2款，
对保护义务做了一般性的规定。
卡纳里斯认为，从此保护义务在《德国民法典》中有了独立的法律基础，《德国民法典》第242条不再
是保护义务的直接根据，而是与给付利益相关的其他义务的根据。
也就是说，德国立法者实际上是在法律基础上对保护义务与从给付义务进行了区分。
该条规定代表了保护义务发展的最新趋势，使它在合同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得到大大的提升。
因此，将保护义务作为合同关系上的一种独立义务类型，有利于揭示保护义务的性质和特征，也有利
于其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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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也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浓缩。
它不仅是我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结晶，也是许多师长、朋友和亲人对我谆谆教诲、热心帮助、无私
奉献的成果。
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导师徐国栋教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要求学生对学术研究一丝
不苟、严谨较真。
是他的严格要求和批评建议促使我多次将博士论文初稿的大部分内容推翻重来，几易其稿，最终形成
了获得较好评价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的关注和建议，促使我在取得博士学位后，继续对民法中的
保护义务进行研究，成果最终得以以本书的形式问世。
在厦大读书期间，齐树洁教授和柳经纬教授也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引领我走进学术研究的殿堂。
厦门大学法学院的这些老师对教书育人与学术研究事业的认真负责态度永远值得我敬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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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合同中的保护义务研究》编辑推荐：上海财经大学法学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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