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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务合同的内容，从合同关系的角度讲，是指合同权利和

合同义务。它们主要由合同条款加 以确定，有些则由法律规

定而产生，如附随义务。一、合同权利合同权利，又称合同

债权，是指债权人根据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向债务人请示给付

并予以保有的权利。对此，宜从以下角度把握：1.合同债权

是请求权，合同关系是具有特定性的法律关系，债权人在债

务人给付之前，不能直接支配给付客体，也不能直接支配债

务人的给付行为，更不许直接支 配债务人的人身，只能通过

请求债务人为给付，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此看来，合同债权

为请求权。但合同债权与请求权并非同一概念，因为从请求

权方面看，除合同债权的请求权以外，尚有不当得到返还请

求权、无因管理的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物上请求

权、人格权的请求权等；从合同债权本身观察，除请求权以

外，尚有选择、处分、解除等权能。2.合同债权是给付受领

权。权利的基本思想，在于将某种利益在法律上归属某人。 

合同债权的本质内容，就是有效地受领债务人的给付，将该

给付归属于债权人。3.合同债权是相对权。合同关系具有相

对性，合同债权人仅得向合同债务人请求给付，无权向一般

不特定人请求给付，因此，合同债权为相对权。但相对性原

则在合同法上有所突破，如在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合同

债权人有权请求第三人为给付；租赁权已物权化 ，具有绝对

性；期房债权因登记备案而有绝对效力。4.合同债权具有平



等性。合同债权具有相对性，没有排他性，因此对同一客体

可成立多个合同债权，并且不论发生先后均以同等地位并存

。在债务人财产被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执行又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时，依债务人的总财产数额，在数个债权人之间按各

个债权数额的比例分配，但租赁权因其物权化而有优先性，

期房债权因其登记备案而具有优先性。5.合同债权具有请求

力、执行力、依法自力实现、处分权能和保持力。所谓请求

力，是指在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得向法院诉请履行的效力

。所谓执行力，是指债权人依其给付之诉取得确定判决后，

得请求法院对债务人为强制执行的效力。所谓依法自力实现

，是指在合同债权受到侵害或妨碍，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

请示国家机关予以救济的情况下，债权人自行救助，拘束债

务人，扣押其财产的效力。所谓处分权能，是指抵销、免除

、债权让与和设定债权质权等决定债权命运的效力。所谓保

持力，是指在债务人自动或受法律的强制而提出给付时，债

权人得保有该给付的效力。 具备上述效力的债权为完全债权

，最利于债权的实现，达到债权人的合同目的。不过，在有

的情况下，债权会欠缺某项效力，例如，债权因罹于诉讼时

效而使其请求力减损，某画家不履行其为乙画像的义务时难

被强制执行，某公司被宣告破产时无处分破产财产之权。欠

缺某项效力的债权叫做不完全债权。法律对完全债权与不完

全债权的保护力度、配置制度 不尽相同。例如，不安抗辩权

制度用于保护未届清偿期的合同债权，而不得适用于已届清 

偿期的债权；不法侵害条件未成就的附停止条件的债权，被

科以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但不 履行已罹诉讼时效的债务时

却不产生法律责任。二、合同义务合同义务包括给付义务和



附随义务。给付义务分为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所谓主

给付义务，简称为主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所固有必备，并用

以决定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

负交付买卖物及移转其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负支付价款的

义务，均属主给付义务。就双务合同而言，此类主给付义务

，构成对待给付义务，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履行

自己的给付，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致一部或全部

不能履行时，当事人一方减为或免为对待给付义务。因可归

责于债务人的原因致使不能履行、逾期履行、不完全履行时

，债权人得请求损害赔偿并解除合同。所谓从给付义务，简

称为从义务，是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仅具有辅助主给付义务

的功能 ，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决定合同的类型，而在于确

保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获得最大满足的义务。从给付义务发生

的原因如下：（1）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如《合同法》

第266条规定： “承揽人应当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保守秘密，未

经定作人许可，不得留存复制品或者技术资料 。”（2）基

于当事人的约定。如甲企业兼并乙企业，约定乙企业应提供

全部客户关系名单 。（3）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及补充合同解

释。如汽车之出卖人应交付必要的文件，名马之出 卖人应交

付血统证明书。给付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

可分为原给付义务和次给付义务。原给付义务，又称第一次

给付义务，是指合同上原有的义务，如名马之出卖人交付该

马并移转其所有权（主给付义务），交付该马的血统证明书(

从给付义务），均为原给付义务。次给付义务，又称第二次

给付义务，是原给付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因特殊事由演变而

生的义务。它主要包括：（1）因原给付义务不能履行、逾期



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义务；（2 ）合同解除

时产生的回复原状义务。上述次给付义务系根基于合同关系

，合同关系的内容虽 因之而改变或扩张，但其同一性仍保持

不变。 合同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发生给付义务，还

会发生其他义务。例如出租车车主应为其所雇司机投保人身

险（照顾义务），出卖人在买卖物交付前应妥善保管该物（

保管义务 ），技术受让方应提供安装设备所必要的物质条件

（协助义务），工程技术人员不得泄露公司开发新产品的秘

密（保密义务），医生手术时不得把纱布遗留于病人体内（

保护义务）等 。此类义务的发生，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

，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 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

务的区别有三：（1）主给付义务自始确定，并决定合同类型

。附随义务则是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的，它在任

何合同关系中均可发生，不受特定合同类型的限制。（2）主

给付义务构成双务合同的对待给付，一方在对方未为对待给

付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附随义务原则上不属于对待给付

，不能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3）不履行给付义务，债权人

得解除合同。反之，不履行附随义务，债权人原则上不得解

除合同，但可就其所受损害，依不完全履行的规定请求损害

赔偿。当然，有些合同上的义务，系属于给付义务抑或附随

义务，尚有争论。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受领买卖物的义务，

是属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存有争论。附随义务与从给

付义务的区别，也存在争论。德国通说认为，应以可否独立

以诉请求履行为判断标准加以区分。可以独立以诉请求的义

务为从给付义务，有人称之为独立的附随义务。不得独立以

诉请求的义务为附随义务，有人称之为不独立的附随义务。



例如，甲出售A车给乙，交付该车并 移转其所有权，为甲的

主给付义务；提供必要文件（如驾驶证或保险单）为从给付

义务；告知该车的特殊危险性，则为附随义务。 以附随义务

的功能为标准，可将附随义务分为两类：（1）促进实现主给

付义务，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辅助功

能）。例如，花瓶之出卖人妥善包装花瓶，使买受人安全携

带，该义务属之。（2）维护对方的人身或财产的利益保护功

能。例如，独资企 业主应注意其所提供工具的安全性，避免

工人受伤害。应注意的是，有的附随义务兼具上述 两种功能

。例如，锅炉之出卖人应告知买受人使用锅炉的注意事项，

一方面使买受人的给付 利益获得满足，另一方面也维护买受

人的人身或财产上的利益不因锅炉爆炸而遭受损害。 除上述

给付义务及附随义务以外，合同关系上还有不真正义务，或

者间接义务。其主要特征在于权利人通常不得请求履行，违

反它也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负担该义务的一方遭权利

减损或丧失的不利益。《民法通则》第114条规定：“当事人

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

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

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其中，守约方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的义务，就是不真正义务。他在 法律上虽未负有不损害自己

权益的义务，但因自己的过失造成损失扩大，则按公平原则

要求 ，应依其程度承受减免赔偿额的不利益。 从整个合同法

而言，尚有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先合同义务，是指当

事人为缔约而接触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的各种说明

、告知、注意及保护等义务。违反它即构成缔 约过失责任。

合同关系消灭后，当事人依诚实信用原则应负有某种作为或



不作为义务，以维护给付效果，或协助对方处理合同终了善

后事务，学说上称为后合同义务。违反后合同义务，与违反

一般合同义务相同，产生债务不履行责任。 上述义务群，是

合同法乃至债法的核心问题。处理合同问题，首先需要考虑 

的是债务人负何种义务，可否请求履行，违反义务时的法律

效果如何。现行合同法以主给付义务为规律对象，基于诚实

信用原则，由近而远，逐渐发生从给付义务，以及其他以辅

助实现给付利益及维护对方人身和财产上利益为目的的附随

义务，组成了义务体系。现代合同法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是合同关系上义务群的发展。三、合同关系的有机体

性与程序性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以及选择权、解除权和追认

权等，并非单独存在，毫不相关，而是为满足债权人的给付

利益，尤其是双务合同上的交换目的而相互结合的，组成了

一个超越各 个要素而存在的整体。 合同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

可以产生各种义务。个别的给付义务可因清偿而消灭，形成

权 可因其行使或不行使而失去效能，合同标的可因当事人的

约定或法律规定而变更，合同主体 也可因法律行为或法律规

定而更易，合同关系可因概括转让而移转。无论哪一种情况

，合同关系的要素发生变更，但合同关系仍继续存在，不失

其同一性。所谓合同关系不失其同一性 ，是指合同效力依旧

不变，不仅其原有效益及各种抗辩不因此而受影响，就是其

从属权利（ 如担保）原则上亦仍继续存在。合同关系自始即

以完全满足债权人的给付利益为目的，因“债权系法律世界

中的动态因素，含有死亡的基因，目的已达，即归消灭”，

故它可谓存在于时间过程上的一种程序， 始自给付义务的发

生，历经主体的更易，标的变动，惟无论其发展过程如何辗



转曲折，始终 以充分实现债权人的给付利益为目标。当事人

的给付义务已适当履行时，合同关系归于消灭 ，债权人却因

此而取得了物权或与物权价值相当的权利，在法律规范世界

中，归于消灭的合 同关系并非消逝无踪，仍继续以给付变动

的原因存在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