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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而归

责原则就是基于一定的归责事由而确定违约责任成立的法律

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布之后，民法学界

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违约责任采取严格责任归责原则。那么

，我国违约责任是否承认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学者间有不同

看法。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违约责任到底采何

种归责原则，学者间存在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

点(亦是主流观点)主张为严格责任原则。第二种观点主张为

过错责任原则。第三种观点主张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以过

错责任原则为辅。这有利于促使合同当事人认真履行合同义

务，有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也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做

法。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较为合理和可取。 (一)我国《合同

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

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从这一规定可看出，我国《合同

法》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上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即除非存

在法定的免责事由，违约方不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均

应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其优点有：1、在严格责任原

则之下，受害方只须证明违约方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

的事实，无须证明违约方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违约方亦无

须证明自己对于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主观上无过错，



只要有违约行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是说，违约责

任以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为构成要件，违约方主观上

有无过错，与违约责任无关。违约方免责的可能性仅仅在于

证明有法定的免责事由。体现在诉讼和仲裁上，由于不履行

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和免责事由均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其

存在与否证明与判断相对较易。2、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当

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与违约责任直接联系，有不

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即有违约责任，两者互为因

果关系，这样有利于增加当事人的责任心和法律意识，促使

当事人认真对待合同，有效地保护受害方的利益，从而保证

合同的严肃性。3、在严格责任原则之下，违约责任是由合同

义务转化而来，本质上出于当事人双方约定，不是法律强加

的。法律确认合同具有拘束力，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或者不

适当履行合同时追究其违约责任，不过是执行当事人的意愿

和约定而已。这就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此外无须再要求使违约责任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的其他理

由。 (二)我国《合同法》在坚持严格责任为一般归责原则同

时，规定了过错归责原则。这符合我国合同立法、司法的一

贯的内容和精神，可以说是对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的经验的

总结。立法上，我国合同法律一般采纳了过错归责原则。“

按照我国从民法通则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民事责任以过错责

任为主，以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为例外。因此，过错责任

原则是我国民事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除法

律另有规定外，行为只有在主观上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

民事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在违约责任中，按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款规定，过错是被推定的，即当违



约事实出现后；法律直接推定违约方有过错，债权人负证明

违约方有过错的义务，但允许违约方举证自己无过错，从而

推翻法律的推定使自己不负违约责任。”作为民事特别法的

《经济合同法》不仅强调了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责任的依据，

而且明确了过错为确定违约责任范围的重要标准；《涉外经

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亦没有完全否定过错责任原则

。司法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一贯重视以过错作为确定违约

责任的依据。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关于违反经

济合同的责任问题”之(一)规定：“在查明经济合同案件的

事实后，按照《经济合同法》第32条第1款关于过错方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的规定，明确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责任，是解决纠

纷的基础。”我国《合同法》并未摒弃过错归责原则，而是

总则和分则诸多条文中直接规定和体现了过错归责原则。 我

国《合同法》坚持过错归责原则，有其重意义：1、体现了违

约责任的道德属性。强调违约责任的过错责任的补偿功能的

同时，重视违约责任的惩罚和教育功能。通过对过错违约行

为的否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发挥了合同法惩罚和教

育当事人的作用，有助于淳化道德风尚，保证诚实信用原则

在民事活动中贯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适应鼓

励正当交易和竞争的需要。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

、主要优点和发展动力。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促进和维

护市场自由竞争。为此，必须赋予和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交

易和自由竞争权。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当事人一方面必须对自己的过错违约行为负责，另一方面

只要尽到合理的注意，就可依法不承担违约责任。这为市场



主体从事正当的交易和竞争提供了明确的范围，不仅能够避

免使违约方承担不合理的责任后果，而且有利于强化合同当

事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观念，正当地实施交易行为和进行

自由竞争，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3、符合不同

违约责任方式的特征和意旨。损害赔偿责任作为违约责任诸

多方式中的一种，与其他违约责任方式(如解除合同责任、继

续履行责任)相比具有自己的特征和意旨。解除合同责任是将

原合同债务内容消灭，继续履行责任是债务人继续履行原合

同义务，原债务内容不变，两者均不产生新的债务问题。而

损害赔偿责任是对债权人所受损失的填补，是对原有债务内

容的改变。因此，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除了要有债务人不

履行或者适当履行合同的事实外，还应当具备主观要件，债

务人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具有可归责性，即要有

过错。将过错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正是考虑到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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