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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合同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准则。
市场是由无数纷繁复杂的交易构成的，而合同法正是反映交易的最基本的法律形式。
我国《合同法》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需要出发，广泛参考、借鉴两大法系成功的合同立法经验与判
例学说，在采纳现代合同法先进规则和制度的同时，大量吸收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有关规定。
这也表明我国《合同法》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决心。
合同责任是合同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把握违约行为（违反合同法上义务的行为）形态与违约责任（合同责任）体系是研究合同责任的关键
。
这在我国统一《合同法》上突出表现为合同义务的扩张与合同责任的重构。
简言之，除当事人约定的给付义务外，为了最大化实现债权目的，根据诚信原则和交易习惯，要求当
事人在整个合同过程中有必要的注意以保护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法益，这就是附随义务（见《合同
法》第60条第2款）。
除这种履行过程上的附随义务外，我国《合同法》还规定了先合同义务（第42条与第43条）与后合同
义务（第92条），将合同义务进一步扩张。
概而言之，所谓合同义务的扩张，指的是以给付义务为核心，出现了包括附随义务、先合同义务和后
合同义务在内的义务群。
而在立法上一般性地规定合同关系上的义务群，大概是我国《合同法》开了历史的先河，因为在大陆
法系其他国家，这方面的规范基本上都表现为判例法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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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同责任研究》系统地介绍了合同责任的一般理论，另外还分别阐述了滞约过失责任，预期违
约责任，实际违约的法律责任，以及违反后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
《合同责任研究》共分六章：一章 合同责任的一般理论；第二章 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缔
约过失责任；第三章 预期违约责任；第四章 实际违约的法律责任；第五章 违反后合同义务的民事责
任；第六章 合同责任与其他责任的竞合——以加害给付研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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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经济交往过程中，法律生活世界正在出现全球性的重构趋
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运动已经逐步而且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了全球化进程，尽管在有的情况下常常表
现得被动一些。
在私法的形式理性化和实质理性化方面，全球性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是全球性私法现代化的内
在动力；各国及各地区人民，特别是法律界人一二的口渐增多的交流与合作也是全球私法现代化的推
动力。
私法的形式理性化是指私法的法典化和客观化、规则的逻辑严谨与完整、内在结构紧密与和谐等方面
。
私法的实质理性化是指私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形式理性的前提下，逐渐“扬弃”形式化的僵化
和保守，更加符合人们对公平、正义和效率的主观权利诉求，更加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和接近哈耶克
所说的“正当行为规则”的客观化标准，同时也更加符合或接近“良法”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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