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同的调整范围规定 试论合同法重要性
心得体会(精选6篇)

在生活中，越来越多人会去使用协议，签订签订协议是最有
效的法律依据之一。合同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
好好写一篇合同。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合同模板，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合同的调整范围规定篇一

第一段：引言（150字）

合同法作为一门法律学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律基础。
它规范了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交易关系，确保了市场秩
序的正常运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买卖合同、租
赁合同还是劳动合同，都离不开合同法的指导。在学习合同
法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其重要性以及它对社会和经济
的深远影响。

第二段：合同法的保障（250字）

合同法的首要任务是为交易双方提供法律保障。合同的签订
使得各方能够明确权利和义务，从而减少纠纷的发生。合同
法规定了合同的要素和成立条件，明确了违约责任和退还义
务等规则。这些规定保护了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增强了市
场信用。没有合同法的保障，社会经济无法正常运转，交易
双方将无法预测到对方的行为，导致市场不稳定，经济活动
陷入混乱。

第三段：合同法的调整（250字）

合同法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对市场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合
同法对于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同条款提供了监管，防止了一



方对另一方的不正当占优。此外，合同法还规定了信息披露
的义务，确保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能够了解所有与交易有关的
信息。这样，市场参与者在签订合同时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
进行交易，从而提高整个市场的效率和公正。

第四段：合同法的发展（250字）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合同法也需要与时俱进。新技术的
出现（如电子商务）和全球化的趋势对合同法提出了新的挑
战。合同法需要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交易方式，解决新问题。
同时，随着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增加，合同法也需要与国
际接轨，以便更好地保护国内和国际商业主体的权益。因此，
合同法的发展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的需
求。

第五段：个人的心得（300字）

在学习合同法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它对于市场经济的重
要性。合同法的存在和应用，为我们的交易提供了明确的规
则和保障。通过学习合同法，我了解到合同的基本要素、有
效性条件以及各种违约责任等内容。这使我在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更加自信地与他人进行交易，并更好地保护了自己的权
益。同时，合同法帮助我认识到公平和诚信在交易中的重要
性。只有诚实守信，才能建立信任，从而实现双赢的交易结
果。

总结（100字）

合同法作为一门法律学科，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合同法既保护了交易双方的权益，又调整
和规范了市场行为。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求，合同
法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通过学习合同法，我深刻理
解到了它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公平和诚信在
交易中的价值。



合同的调整范围规定篇二

合同法是法律中的重要分支之一，对社会经济活动起着至关
重要的调节作用。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合同法的过程中，我深
深体会到了合同法的重要性。下文将从合同法的定义、功能、
适用原则、合同自由和合同诚信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对于合
同法的重要性做出一些个人的心得体会。

首先，合同法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定义与功能上。合同法是指
挥经济活动、维护契约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它通过规定买
卖、租赁、借款等各类契约的签订和履行规则，保障市场秩
序稳定运行。合同法为各方当事人提供了明确的权利和义务，
确保了合同成立和合同履行的有效性。合同法的存在和实施
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其次，合同法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适用原则上。合同法确定了
契约的自主、平等、自愿、平等原则。这些原则保证了合同
关系的公平和合理，规范了市场经济的秩序。例如，合同法
要求当事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禁止存在欺诈、恶意串谋等
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促进了市场
经济的健康发展。

再次，合同法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合同自由原则的落实上。合
同自由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有权自愿订立合同，
选择合同的对象、内容和方式等。合同自由原则保护了个人
的权利自由，推动经济社会的繁荣。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需求日益增加，合同自由原则使得当事
人可以进行自主选择，并根据自身利益安排契约关系，提高
了经济效益。

最后，合同法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合同诚信原则的依法履行上。
合同诚信是指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义务诚实守信地履
行合同。合同诚信原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确保合同权
利的有效实施。在市场交易中，当事人应当自觉遵守合同义



务，维护合同权益，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合同诚信原则
使经济交往更加规范，提升了整体社会信用水平。

通过对合同法的学习和研究，我深刻认识到了合同法的重要
性。合同法在维护经济秩序、保护社会公众利益、促进经济
社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际生活中，我
们必须加强对合同法的宣传和普及，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
从而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法治建设的过程需
要持续完善合同法的制度设计，不断提高其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需求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合同法的作用，
为经济社会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合同的调整范围规定篇三

第五十八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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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
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释义】本条是对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的规定。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到底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民法通则
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
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损失，双方都有过错
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经济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
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

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有过错的
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
承担相应的责任。涉外经济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
方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的，应当对另一方因合同无效而遭受



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本条在此基础上对合同无效或者合同被撤销后产生的法律后
果作出规定。

本条规定，在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形下，当事人仍应负
如下几种民事责任：

1.返还财产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
被撤销以后，对已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请求权，而已
接受该财产的当事人则有返还财产的义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就意味着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
合同关系存在，那么就应该让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恢复到
如同没有订立合同时的状态下的情形。

而返还财产就是旨在使财产关系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况。
所以不论接受财产的一方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负有返还财
产的义务。

不过返还财产主要适用于已经作出履行的情况，如果当事人
根本就没有开始履行，或者说财产尚未交付，就不应适用返
还财产这一原则。

在无效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中，返还财产可分为两种情况：

(1)单方返还财产。这种情况主要适用于在当事人一方故意违
法的情况，即一方故意违法订立合同的行为，其应当将从非
故意方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而非故意的一方已从故意方
取得的财产应当上缴国家。

例如，一方以欺诈的方法与对方订立了合同，那么欺诈方就
应当单方返还另一方当事人的财产，而另一方从欺诈方获得
的财产，应当上缴国家。



除此之外，单方返还还包括以下一种情况，即合同的一方履
行了合同，另一方还没有履行，则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
撤销后，只存在单方返还的情形。

(2)双方返还财产。这种情况主要是在合同被撤销的情况下，
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被撤销只是由于一方或者双方有过错，而
并非合同违法，此时双方均应返还从对方所获得的财产。比
如在因重大误解而使合同被撤销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都应返
还财产。

对于返还财产这种民事责任，要注意以下几点：(l)返还财产的
范围应以对方交付的财产数额为标准予以确定，即使当事人
所取得的财产已经减少甚至不存在了，也仍然要承担返还责
任。

(2)如果当事人接受的财产是实物或者货币时，原则上应返还
原物或者货币，不能以货币代替实物，或者以实物代替货币。

(3)如果原物已经毁损灭失，不能返还原物的，如果原物是可
替代的物，应以同一种类物返还。

2.折价补偿本条中规定对于“不能返还或者没有返还的，应
当折价补偿。”本条规定了以返还财产为恢复原状的原则，
但是在有的情况下，财产是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在此种情况下，为了达到恢复原状的目的，就应当折价补偿
对方当事人。

不能返还可分为法律上的不能返还和事实上的不能返还。法
律上的不能返还，主要是受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制。

即当一方将受领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而第三人取得该项财
产时在主观上没有过错，不知道或者没有责任知道该当事人
与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善意第三人就可以
不返还该原物，并且该原物也是不可替代的，此时，该当事



人就不能返还财产，他就必须依该物在当时的市价折价补偿
给另一方当事人。

事实上的不能，主要是指标的物灭失造成不能返还原物，并
且原物又是不可替代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该财产的当事
人应当依据该原物当时的市价进行折价补偿。没有必要返还
的，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1)如果当事人接受财产是劳务或者利益，在性质上不能恢复
原状的，以当时国家规定的价格计算，以钱款返还;没有国家
规定的价格，以市场价格或同类劳务的报酬标准计算，以钱
款返还。

(2)如果一方取得的是使用知识产权而获得的利益，由于该知
识产权是无形的，则该方当事人可以折价补偿对方当事人。

3.赔偿损失本条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
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一般都会产生损害赔偿的
责任。

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凡是因合同的无效或者被
撤销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主观上有故意或者过失的
当事人都应当赔偿对方的财产损失。

法条原文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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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
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条文义解释



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后，导致合同自始无效。无效，
是指不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不发生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在订
立合同时所预期的法律效果。

但是，无效并不是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合同被确认无效或
者被撤销后，当事人也要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
失的民事责任。

民法通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
被撤销后，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
一方。有过错的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损失，双方都有
过错的，应当各自承相应的责任。本条的规定与民法通则的
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本条规定，在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形下，当事人仍应负
如下几种民事责任：

一、返还财产

适用于已经做出履行的合同，是指因该合同交付了财产的当
事人对已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请求权，而已经接受财
产的当事人则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因该合同取得的财
产”是指合同成立后，一方当事人在准备履行和实际履行合
同过程中从对方实际得到的财产，包括所交付的财产及其孳
息和所交付的费用。

返还财产可分为两种情况：

(1)单方返还财产。这种情况主要适用于在当事人一方故意违
法的情况，即一方故意违法订立合同的行为，其应当将从非
故意方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而非故意的一方已从故意方
取得的财产应当上缴国家。

例如，一方以欺诈的方法与对方订立了合同，那么欺诈方就



应当单方返还另一方当事人的财产，而另一方从欺诈方获得
的财产，应当上缴国家。

除此之外，单方返还还包括以下一种情况，即合同的一方履
行了合同，另一方还没有履行，则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
撤销后，只存在单方返还的情形。

(2)双方返还财产。这种情况主要是在合同被撤销的情况下，
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被撤销只是由于一方或者双方有过错，而
并非合同违法，此时双方均应返还从对方所获得的财产。比
如在因重大误解而使合同被撤销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都应返
还财产。

返还财产的目的，使因合同无效而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恢复到没有合同关系之前的状态，消除无效合同在双方当事
人之间在财产关系上所造成的影响。

首先，这不是一种过错责任，不要求返还财产的当事人在主
观上具有过错的因素。其次，返还财产应当以恢复原状为原
则，必须恢复到当事人订立合同前的财产状况。

即使当事人所取得的财产已经减少甚至不存在了，也仍然要
承担返还责任。

二、折价补偿

本条中规定对于“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
补偿。”本条规定了以返还财产为恢复原状的原则，但是在
有的情况下，财产是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在此种
情况下，为了达到恢复原状的目的，就应当折价补偿对方当
事人。

不能返还，包括事实上不能返还和法律上不能返还两种情况。



事实上不能返还，如属于无形财产的专有技术、信息资料等，
即使返还也已经失去其原有的价值;又如有形财产已经变形、
毁损、灭失等，不能返还。法律上不能返还，如财产已经转
让给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对该财产已经取得了所有权。

没有必要返还，主要是指当事人相互协商，认为不采用返还
财产的方式，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利，因而不必要返还。

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1)如果当事人接受财产是劳务或者利
益在性质上不能恢复原状的，以当时国家规定的价格计算，
以钱款还;没有国家规定的价格。以市场价格或同类劳务的报
酬标准算，以钱款返还。

(2)如果一方取得的是使用知识产权而获得的利益，由于该知
识产权是无形的，则该方当事人可以折价补偿对方当事人。

3.赔偿损失

本条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合同被确
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一般都会产生损害赔偿的责任。

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凡是因合同的无效或者被
撤销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主观上有故意或者过失的
当事人都应当赔偿对方的财产损失。

当双方在合同无效中都有过错，并且都有财产或者财产利益
的损失时，可以相互请求赔偿，就相同的损失数额进行折抵
之后，对所余部分进行赔偿。

合同的调整范围规定篇四

最近我们学校举行了一场合同法讲座，我作为一名法学专业



的学生有幸参加了这场讲座。讲座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来自于
一家知名律所的律师，他们详细讲解了合同法的基础知识，
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变更等方面。参加这场讲座使我对
合同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本文将分享我的体会。

第二段：合同的定义和订立

合同是相互之间约定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是民事法律行为中
的一种。在讲座中，律师强调了合同的定义、要素和效力等
方面。他们告诉我们，一份有效的合同需要包含以下三个要
素：商品或服务的明确描述、价格的确定以及卖方和买方的
明确身份。此外，合同的效力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合同
的标的合法、合同双方能够达成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
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共道德。

第三段：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合同的订立只是合同关系的开始，在合同期间，双方需要根
据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发生违约情况，
需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处理或者根据法律的规定解除合同。此
外，在讲座中，律师还讲解了合同的变更问题，他们强调了
合同变更需要遵循协商一致、合法合理、必要性和数量确定
等原则，否则将被认为是无效的合同变更。

第四段：合同的解除

一个合同在合同期内可能会发生变化，也可能涉及到一些不
能履行的限制，这时候可能需要解除合同。解除合同需要满
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有效，例如双方协商一致、某一方逾期未
履行、不可抗力等原因。在讲座中，律师还进一步讲解了合
同违约赔偿的问题，包括违约金的设定、因违约造成的损失
的赔偿等具体问题。

第五段：结语



通过这次合同法讲座，我对合同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讲座
主持人和嘉宾对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订立、履行、变更、解
除、违约赔偿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让我们不仅在知识上
有了深入的学习，也对法律实践和技能应用有了更直观实践
的感受。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深知了解合同法对未
来的法律职业发展和日常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次讲座
为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学习机会。

合同的调整范围规定篇五

第十四条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
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解释】本条是对要约的定义及其构成要件的规定。

一、关于要约的定义

要约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称为“发盘”、“发价”等，发出
要约的人称为“要约人”，接收要约的人称为“受要约人”。

按照大陆法系，合同被定义为当事人的“合意”，要约则一
般被定义为：“以一定契约之成立为目的之确定的意思表
示”或者“是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合同条件，希望另一
方接受的意思表示。”大陆法系的民法理论认为，要约仅仅
是一个希望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还不能算是法律行为。

因为，法律行为是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合
同法律行为，要约本身虽然会引起一定的法律效果，但尚不
能发生当事人所希望的成立合同的效力。



也有的学者认为，要约在性质上是一种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要约人发出要约之后，要受法律规定的限制，不依规定不能
撤回或者撤销。

如果对方承诺则协议达成，就必须按照达成的协议履行，违
反协议就要承担违约责任。

在英美法系，合同则被定义为“许诺”或者一系列的“许
诺”，要约也被视为或者被定义为当事人所作的一种允诺。

如“要约，实际上是要约人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的一种许
诺”。

以“许诺”为要约下定义是不奇怪的，“许诺”或“诺
言”(promise)是英美合同法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基
本上是合同的同义语，如“合同是由法律强制履行的一个或
一系列的诺言”。

美国《合同法重述》也是这样下定义的：“一个合同是这样
一个或一系列许诺，违背它，法律将给予补偿;履行它，法律
将通过某种方式确认是一种义务”。

英美法合 同理论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对
价”(consideration)，要约是否有效以及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
有无对价。

p. s.阿蒂亚在他的《合同法概述》对要约的说明中说：“要
约，实际上是要约人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的一种许诺，而
这种许诺有效的条件是承诺人应接受这个要约，并对这个要
约支付或答应支付它的对价”。

以许诺给要约下定义从英美法来讲可能是最贴切的，但在英
美法也可以看到其它的定义方式。



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4条规定：“要约是对即时进行交易
的愿望的表达。

这一表达能使一个通情达理处于受要约人地位的人相信，他
或她只要对该要约表示同意，即接受该要约，就可以进行交
易”。

世界学生版教科书《合同法》(g. h. treitel
著，sweet&maxwell 1995年版)也采纳了这样的定义：“要
约是要约人希望就特定事项签订合同、并且一经受要约人承
诺即受拘束的意思表示”。

这两个定义与大陆法的定义没有什么差别。

尽管存在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定义方式，我们可以知道，两
大法系对要约含义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因为说的是同一件事，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

本条采取的是最通常和最简单的定义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
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二、要约的构成要件

一项订约的建议要成为一个要约，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具
备一定的条件。

如不具备这些条件，作为要约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

按照大陆法系的合同法理论对要约的解释，要约成立的要件
有四个：

(一)要约是特定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发出要约的目的在于订立合同，要约人必须使接收要约的相
对方能够明白是谁发出了要约以便作出承诺。

因此，发出要约的人必须能够确定，必须能够特定化。

虽然合同双方都可以作为要约人，但作为要约人的必须是特
定的合同当事人。

不论是自然人或者是法人，只要是具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与
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可以作为要约人。

如果是代理人，必须取得本人的授权，还必须说明谁是被代
理人。

作为要约人只要能够特定即可，并不一定需要说明要约人的
具体情况，也不一定需要知道他究竟是谁。

一个要约，如果处于能够被承诺的状态就可以，不需要一切
情况都清清楚楚。

如自动售货机，消费者不需要了解究竟是哪家公司安置，谁
是真正的要约人。

只要投入货币，作出承诺，便会完成交易。

(二)要约必须向要约人希望与之缔结合同的相对人发出。

合同因相对人对于要约的承诺而成立，所以要约不能对希望
与其订立合同的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发出。

但相对人是否必须是特定的人，则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要约必须是向特定人发出，向不特定人发出
的订约建议是要约邀请。



因为，向特定人发出的要约，一旦承诺合同就成立，而向不
特定的人发出的订约建议，承诺了也不会当然导致合同成立。

另一种观点认为，要约可以向不特定的人发出。

现实有许多向不特定人发出要约的情况。

如自动售货机的设置，电车、渡船、公共汽车的行驶，戏院、
电影院的开设。

但不是说在一切情况下都可以向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

要约一般应向特定人发出。

因为，相对人的特定化意味着要约人对谁有资格作为承诺人，
作为合同相对方作出了选择，这样对方一承诺，一个合同就
成立了。

如果相对人不确定，则作为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就是不确定
的，既然不确定，作出承诺后合同也不一定成立。

如果是这种情况，把一项订约的建议作为一个要约就是不合
适的，只能作为一个要约邀请。

如果向不特定的人以出让某一特定物为内容的.订立合同的建
议，如果视为是一个有效的要约，则会造成一物数卖，当然
不行。

如果要把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订约建议作为要约，必须限定条
件来达到这一目的：在一物数卖的情况下，凡作出承诺的，
合同均成立，但要约人要对作出承诺而得不到履行的受要约
人承担违约责任。

但这样规定是对要约进行了法律上的限制，不是对要约的肯
定，而是对要约的否定。



自动售货机、公共运输事业在大陆法一般认为是要约方，但
这种看法并非没有异议。

一般认为，悬赏广告是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

一般情况下，悬赏广告所要求的事项是特定的，完成所要求
事项的承诺人只有一个人，或只有很少的人。

但无论有几人，如果符合广告的条件，做了广告所要求的行
为，发出悬赏广告的人都必须按照广告的约定支付报酬。

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

(三)要约必须具有缔约目的并表明经承诺即受此意思表示的
拘束。

这一点很重要，很多类似订约建议的表达实际上并不表示如
果对方接受就成立了一个合同，如“我打算五千元把我的钢
琴卖掉”，尽管是特定当事人对特定当事人的陈述，也不构
成一个要约。

能否构成一个要约要看这种意思表示是否表达了与被要约人
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愿。

这要根据特定情况和当事人所使用的语言来判断。

当事人在合同中一般不会采用诸如“如果承诺合同就成立”
这样明确的词语来表示，所谓“表明”并不是要有明确的词
语进行说明，而是整个要约的内容表明了这一点。

(四)要约的内容必须具备足以使合同成立的主要条件。

这要求要约的内容必须是确定的和完整的。

所谓确定的是要求必须明确清楚，不能模棱两可、产生歧义。



所谓完整的是要求要约的内容必须满足构成一个合同所必备
的条件，但并不要求一个要约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要约的效力在于，一经被受要约人承诺，合同即可成立。

因此，如果一个订约的建议含混不清、内容不具备一个合同
的最根本的要素，是不能构成一个要约的。

即使受要约人作出承诺，也会因缺乏合同的主要条件而使合
同无法成立。

一项要约的内容可以很详细，也可以较为简明，一般法律对
此并无强制性要求。

只要其内容具备使合同成立的基本条件，就可以作为一项要
约。

合同的基本条件也没有必要全部确定，只要能够确定就可以。

但究竟怎样才算具备了使合同成立的基本条件，如果法律有
类似规定的要依据规定进行判断，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具体情
况进行判断。

按照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定的做法，一个货物买卖合同只要
有标的和数量就是一个成立生效的合同。

因为价格、履行地点与时间可以事后确定。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4条中规定：“向一个
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
并且表明发价人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的意旨，即构成发价。

一个建议如果写明货物并且明示或暗示地规定数量和价格或
规定如何确定数量和价格，即为十分确定。”此条仅要求货
物是明确的，数量和价格只要能够确定就可以，就算是满足



了要约的条件。

要约的四个要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内容具体确定;二是
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本条规定了要约的三个要件。

至于要约是否必须向特定人发出，在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
但在某些特殊场合则有例外，如悬赏广告，构成要约的商业
广告等，因此，对该条件未作规定。

第十四条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
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
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
合同的。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合同的调整范围规定篇六

第四十条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
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释义】本条是对格式条款无效的规定。

本条明确规定了格式条款在什么情况下无效。本法第五十二
条是对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如果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
条规定的情形当然无效。

本法第五十三条是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规定，如果合同中
有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或者“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责任的条款，则该条款无效。

如果格式条款具有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当然无效。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如果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免除其
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当事人的主要权利，则该条
款无效。这一规定与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一
样，是当然无效的条款，即使当事人同意，也不使其产生效
力。

第四十条用人单位在下列节日期间应当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假：

(一)元旦;

(二)春节;

(三)国际劳动节;

(四)国庆节;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休假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