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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无效合同赔偿损失责任中的“有过错”

———对«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解释

◆张智晶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 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００)

【摘要】对于合同无效的处理规则,«民法典»中并未直接规定.«民法典»第５０８条为合同无效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的处理规则提供了规范基础.无效合同的处理规则中,过错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各方均有过错

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无效合同损害赔偿责任中的“有过错”,应当在不同的无效合同类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

法律解释,且损害赔偿范围应限定在由过错方赔偿消极利益,主张损害赔偿一方则承担证明过错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

【关键词】合同无效;有过错;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无效，则无合同救济。 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规

则，《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并未直接作出规定，但《民

法典》第５０８条规定，本编对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

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的有关规定。 即合同编通则当中没有规

定的合同效力制度，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

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制度。 因而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规

则，可以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处理规则，即《民法

典》第１５７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

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

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

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遭受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

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 通过分析该法条可以得知，无效合同处理规则包含

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人由该行为所取得的全部财产，

应当返还，不能返还或无返还必要的，应折价补偿；二是过

错方应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各方均有过错的，各自承

担相应的责任；三是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关于无

效合同处理规则当中“有过错”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存在事

实认定和主观价值判断两难的境地。 现基于对该法条的解

释，对无效合同赔偿损失中的“有过错”进行分析研究，以

期促进司法实践。

一、合同无效的规范内涵及类型

无效合同，顾名思义即已经成立的合同因与法律的价值

严重背离，法律不把自己的效力赋予该合同的制度。 对于

无效所引起的法律效果，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无效系合同自

始地对所有人都不发生效力并保持其不发生效力的状态。

可见，合同无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恢复到合同没有订立时

的状态。 其实，无效合同区别于有效合同的关键在于，无

效合同是不得申请对其强制执行的。 换而言之，无效合

同，则不能采用合同的救济方法，正如开篇所言，合同无效

则无合同救济。

在对无效合同进行处理时，首先要进行合同无效的判

断，即在何种情形下合同无效。 如前文所述，合同效力可

以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规定，据此，关于合同无效

的情形，可以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 具体包

括五个类型：一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效；二是

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无效；三是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或

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四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的合同无效；五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无效。 我国立法采

用列举性规定，并未设置兜底条款，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

则，尽量赋予合同效力，促进并保护交易安全。

二、合同无效的责任定性

合同无效表明私法不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提供强制保

护，因为无效本身就说明当事人的自我安排已经超越了法律

规定的界限。 当事人的自我安排，包含主客观等因素，故

合同无效，可能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有观点认为，合同

无效，当事人因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

任。 那么，合同无效的责任能否等同于缔约过失责任？《民

法典》第５００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即当事人订立合同过

程中，假借订立合同之名，恶意磋商或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

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

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通过分析该条

款可知，缔约过失责任应当限定于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即合

同尚未成立。 而合同的效力判断，通常发生在订立合同的

民事法律行为已经发生或者完成后方进行判断。 故首先应

当明确合同成立与合同无效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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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组不同的概念，需要分别

进行判断，尽管绝大多数时候，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同

时发生。 对此，《民法典》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也分别作出

了规定。《民法典》第４８３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 通过分析该法条可

知，除非法律的特别规定和当事人的特别约定，双方以要约

和承诺的形式，达成合意，一旦承诺生效则合同成立。《民

法典》第５０２条第１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

效，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 通过上述条款

对比分析可知，合同有效的前提是合同的成立，但合同的成

立不必然发生效力。 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的解释，有

观点认为，《民法典》第５０２条所称“依法”成立，系指合同

具备《民法典》第１４３条规定的有效条件。 该观点从体系

解释的角度进行解释，排除法律特别规定或当事人的另行约

定，只要符合有效要件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那么对于

无效合同这一特殊情形，其合同成立的判断，则应当回归合

同成立要件本身进行判断，即排除法律的特别规定和当事人

的特别约定，双方通过要约和承诺的形式，达成合意，则承

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可见，无效合同，只要双方达成合

意，合同已经成立，只是已经成立的合同因与法律的价值严

重背离，法律不把自己的效力赋予该合同。 综上可见，缔

约过失责任仅限于合同订立过程中，即明确合同尚未成立。

因而无效合同的责任并非等同于缔约过失责任。

三、合同无效情形下,“有过错”的类型化判断

合同无效，行为人应返还因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不能

返还或没有返还必要的，应折价补偿，该法律后果较为明

确，而过错损害赔偿的法律后果，涉及对过错的判断及责任

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在合同无效的五种类

型中，现就每种无效合同情形，对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分析

讨论。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效

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典》作出了规范解释，

即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此可见，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行为外

观上可以作出一定的客观判断。 例如，不满八周岁的未成

年人，通过身体条件、行为外观等便可以作出初步的判断，

然后通过身份证信息即可作出准确判断。 尤其在涉及书面

合同或重要合同的场合，身份信息调查是合同订立过程中应

尽的合理注意义务。 关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通

过行为语言、肢体动作可以作出一定的判断。 在签署合同

前，双方应当就合同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做到合理审慎的注

意义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律不能苛求并赋予其注意

义务，故合同双方或一方主体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则无需

判断其过错。 在一方主体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形下，

合同相对方如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已经履行合理审

查程序和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则客观上可认定不存在过

错。 除非合同相对方在明知对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

故意与之订立合同，则其主观上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

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效情形，关于举证责

任，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主张对方存在过错的一方

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二)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无效

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俗称“阴阳合同”。 虚假意

思表示，通常表现出两个行为，一个是双方虚假表示的行

为，表现为“阳合同”；一个是双方真意表示的行为，表现

为“阴合同”。 不管是虚假表示的“阳合同”还是内心真意

表示的“阴合同”，双方主体之间存在通谋的主观因素。 虚

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无效是法律的规定，不管双方是否知

悉该规定，虚假意思表示的行为乃双方有意为之，且彼此无

合意该虚假行为发生效力，则不存在需要救济的权益，过错

损害赔偿则无从谈起。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应当指出的是，此处的法律行政法规并非各种法律法规

的概括性总称，而是指由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制定颁布的法律

以及由国务院制定颁布的行政法规。 此外，强制性规定应

当作限缩解释。 ２００９年７月７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

强制规定。 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

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

形认定其效力”。 由于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概念过于宽泛，如

果不作限缩解释，当事人就可以选择性主张合同是否无效；

对其有利时主张合同有效，对其不利时主张合同无效，这也

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法国民法典》规定：无原因的债、基于错误原因或不

法原因的债不产生任何效力。 如果原因由法律禁止，此种

原因则为不法原因。 双方订立合同的动机为法律所禁止，

则合同无效。 故而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无效合同，有过错的判断主要考察合同订立的动机及分析当

事人的主观状态。 如果双方订立合同的动机不法，则双方

各自承担责任。 至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一些行为表现出

来的故意，可以作出直观判断，比如，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合

同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因一方当事人

在信息、资源、身份上略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当事人权衡

后与之达成合意，而这样的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的无效情形。 法律行政法规颁布施行后，具有普遍

的约束力，不管处于弱势一方是否知悉该规范，处于优势地

位的当事人的行为结合其身份以及信息资源上的优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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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存在过错。 如弱势一方因此遭受损失，可请求损害赔

偿。 如果双方知情合同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而坚持订立合同，则双方均存在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

(四)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无效

“公序良俗”这一概念是《法国民法典》的产物，《日

本民法典》对此也有所借鉴。 公序良俗，从文义解释，包

含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公共秩序是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基

础价值，民事活动应当予以维护。 善良风俗，善良二字，

存在一定的个体主观判断和道德内涵，属一种道德层面上的

约束。 把道德上升为法律原则，有助于培养大众良好的价

值观，但也极易遭到滥用，善良风俗也应当划一定界限。

故有学者提出，善良习俗的内涵理念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所认

可的一般道德，即为契合民法秩序乃至法律价值体系与规范

原则所要求的那部分道德，从而将普通道德与其分离开来。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时常运用“一切公平正义的道德观念”

来判断善良风俗。 善良风俗原则的适用应当场景化、作具

体化分析，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对道德的认可有所不同，

且必须要进行合理充分的论证。

对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合同，有过错的判断也主要考

察与分析当事人的主观状态。 对于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合

同，一般推定当事人为知道或应当知道。 善良风俗原则的

适用应当场景化、作具体化分析，且必须要进行合理充分的

论证，那么当事人的过错，也应当场景化、作具体化分析，

结合当事人的主观动机、身份等因素进行判断。 应当指出

的是，对主观状态的考察和分析主要是借助于外在行为和身

份表现进行的推断，并不能直接获知主观过错。 这种推断

的结果可能与当事人的真实主观状态不完全相同，但是，却

是形成裁判结果所必需的。 可见，关于有过错的判断，通

过事实和行为进行认定，可能会与真实主观意图存在偏差，

司法实践中应审慎认定。

(五)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

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的合同，不论损人利

己，抑或是损人不利己，以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为动机，双

方订立的合同无效。 恶意串通，表明乃双方有意为之，不

存在需要救济的权益，过错损害赔偿则无从谈起。

四、无效合同的赔偿范围

如前文所述，无效合同的责任并非等同于缔约过失责

任。 德国学者梅迪库斯将此种损害赔偿义务归类于合同不

生效力之中，合同不生效力包括两种案件类型：没有有效合

同的表象而致害；合同成立但无效，合同一方当事人因相信

合同存在而遭受损害，德国判例形成的规则为赔偿范围有过

错方赔偿消极利益，以不超出积极利益为限。 合同救济遵

循填平原则，面对无效合同，参照适用填平原则，赔偿范围

由过错方赔偿消极利益，谁也不能因合同无效而从中获益。

此外，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民法典》

第１５７条明确规定，过错方应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通过分析可见过错应当与对方的损失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

系。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损害赔偿的一方应承

担证明。 如果一方存在过错，另一方并未因此遭到损失，

则不得主张损害赔偿。 如果一方存在过错，另一方遭受的

损失与之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同样不得主张损害赔偿。

五、结束语

无效合同，因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超越了法律规定，不产

生法律约束力，但并非无法律效果。 无效合同的责任并非

等同于缔约过失责任。 合同成立但无效，合同一方当事人

因信赖合同存在而遭受损害，赔偿范围由过错方赔偿消极利

益，无效合同赔偿损失责任中的“有过错”应当在不同的合

同无效类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解释。 主张损害赔偿的

一方则应证明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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