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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见代理等问题，虽是每年必考的内容，却相对简单。相

关概念有： １．表见代理，指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客观上

存在足以使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情况，且相对人主观上

为善意且无过失，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依法归于本人承担的

代理。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

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法

律确立表见代理规则的主要意义在于维护人们对代理制度的

信赖，保护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从而保障交易安全。 ２．

表见代理的表面构成要件为：①无权代理人须以本人的名义

进行民事活动，能够出示证明自己接受委托，为本人办理事

务的文件或者声称代理本人；②行为人一般应具有相应民事

行为能力；③无权代理人所为的行为不是违法行为；④无权

代理人所为的民事行为应是向相对人作出意思表示或受领相

对人的意思表示。 ３．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为：①行为

人须无代理权。如果代理人拥有代理权，则属于有权代理，

不发生表见代理的问题。②须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

理权的事实或理由。这一要件是以行为人与本人之间存在某

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联系为基础的，这种联系是否存在或是

否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应依一般交易情况而

定。对此的判定依据主要如下：★行为人持有本人发出的证

明文件，如本人的介绍信、盖有合同专用章或盖有公章的空



白合同书，或者有本人向相对人所作的授予其代理权的通知

或公告，这些证明文件构成认定表见代理的客观依据；★行

为人与本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或劳动雇佣关系也常构成认定表

见代理成立的客观依据。对上述客观依据，根据合同法第四

十九条的规定可以推出，相对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注

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盗用他人的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

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合同的，一般不认定为表见代理

，但本人应负举证责任，如不能举证则构成表见代理。对于

借用他人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

的合同，一般不认定为是表见代理，由出借人与借用人对无

效合同的法律后果负连带责任。③须相对人为善意。这是表

见代理成立的主观要件，即相对人不知行为人所为的行为是

无权代理行为。应当注意：如果相对人出于恶意，即明知他

人为无权代理，仍与其实施民事行为；或者相对人知道他人

为无权代理却因过失而不知，并与其实施民事行为的，不能

成立表见代理。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四款规定，第三人知

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

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

连带责任。④须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应具备民事

法律行为成立的有效要件。如果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

要件，则不成立表见代理。 在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中，相对

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往往与本人具有过失有关，但表

见代理的成立不以本人主观上有过失为必要条件，即使本人

没有过失，只要客观上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依

据，即可构成表见代理。 ４．表见代理的效力：①具有同有

权代理一样的效力，即在相对人与本人之间产生民事法律关



系，本人应受表见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的约束，享有该行为设定的权利和履行该行为约定的义务；

②本人不得以无权代理为抗辨，不得以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过

失为理由而拒绝承受表见代理的后果，也不得以自己没有过

失作为抗辩；③对相对人来说，既可主张无权代理，也可主

张成立表见代理，相对人对此享有选择权。应当注意：如果

相对人认为向无权代理人追究责任更为有利，则可主张无权

代理，向无权代理人追究责任；相对人也可以主张成立表见

代理，向本人追究责任。 现以２００２年试卷三第１３题为

例，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是某企业的销售人员，随身携带盖

有该企业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便于对外签约。后张某因收取

回扣被企业除名，但空白合同书未被该企业收回。张某以此

合同书与他人签订购销协议，该购销协议的性质应如何认定?t

Ａ．不成立 Ｂ．无效 Ｃ．可撤销 Ｄ．成立并生效 答案剖析

：Ｄ。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

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

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题中

的“空白合同书”能够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

权”，因此，应认定张某的行为是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有

效，该购销协议成立并生效。 与该题几乎完全相同的考题有

２０００年试卷３第１４题，１９９９年试卷３第４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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