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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效率违约理论为美国学者创造且这一理论在目前已趋于成熟并在美国合同法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王
艳丽所著的《效率违约理论研究》对这一理论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其起源、内容、价值取向、发
展过程中的争论乃至其被美国立法与司法全面接纳以及为其所产生的世界影响均作了细致详尽的研讨
，作为该书基本部分的前面五章基本上是以具有第一手资料性质的由外国学者发表的法学论著包括外
文文本的这种论著与属于翻译可靠的中文译本这种论著为依据写成，且其在对这类资料的引用方面显
得细致翔实，至于作者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发表的意见则在该书中各处的评析性文字中处处可见，且这
种评析性文字大多也显得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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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丽，女，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经济法博士，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
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主要从事部门经济法、合同法研究，在《法学》、《学海》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
文二十余篇，主编《审计法》、《经济法》等教材三部，主持和作为主要参加人完成省部级以上课题
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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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者认为，这种对效率违约的基本划分方式也是最有意义的划分方式：首先，意外收获型效率违
约和意外损失型效率违约的划分明确地指出了效率违约的两种“效率”所在，有利于我们全面和深入
理解效率违约的内涵。
其次，这种划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效率”的计算标准，虽然这个计算标准只是针对简单的效
率违约类型。
意外收获型效率违约的“效率”体现在一方当事人违约所获得的收益与履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收益相
比较仍然有盈余；意外损失型效率违约的“效率”体现在一方当事人违约所避免的损失与履行合同给
违约方造成的损失以及守约方所得的收益之间比较仍然有差距。
“效率”并非违约方违约所得之收益超过自己履行的收益或违约所避免的损失超过自己履行合同的损
失。
最后，这种划分至少使得意外损失型效率违约更容易被接受，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履行方效率违约
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允许他们这么做有悖于诚实信用，不利于维护合同交易的稳定性，因而从履
行方获取利润的角度来理解和接受效率违约理论存在一定的困难。
但如果违约可以避免更重大的损失，允许当事人违约，以防止社会资源的浪费，则更容易让人们理解
和接受。
　　（三）转售型效率违约、减损型效率违约、缓和型效率违约　　麦尔文·艾森伯格（Melvin
Eisenberg）教授在其论文“效率违约理论和效率终止理论”中将效率违约分为三种类型：转售型效率
违约（the Resale Paradigm）、减损型效率违约（the Loss Paradigm）和缓和型效率违约（the Mitigation
Paradigm）。
转售型效率违约即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后，由于第三方出价更高，卖方就对买方违约将标的物转售给了
第三方。
例如：甲对自己的房屋估价10万美元，乙对甲的房屋估价12万美元，甲与乙签订合同将自己的房屋
以11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乙，在合同履行前，因为丙急需该房屋，对房屋的估价是15万美元，于是丙愿
意出14万美元购买甲的房屋，甲发现将房屋卖给丙所得的收益在赔偿乙的损失后仍然有利可图，于是
甲对前一合同违约了，将自己的房屋卖给了丙。
减损型效率违约，是指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后，由于制造该种商品的成本高于合同价格，卖方即对买方
违约。
例如：甲乙就一项预期可以让他们分别获利10万美元的商业交易达成一致，签约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
，使卖方的成本上升了30万美元，使原本10万美元的利润变成了20万美元的损失，于是甲选择违约，
因为违约可以使其减少损失。
缓和型效率违约，是指买卖双方签订合同，由卖方为买方加工某种商品，在卖方还没有完成生产前，
买方违约，因为对买方而言，该商品的实际价值低于合同中规定的价格。
例如：甲和乙签订合同，由甲为乙制造1000个钢锭用于某种机器的生产，合同订立后，乙发现这种机
器滞销，价格大跌，如果乙按时接受这些钢锭会造成重大损失，于是乙在甲只生产了100个钢锭时通知
甲自己违约，要求甲停止生产剩余的部分，并赔偿甲的预期利益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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