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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同履行是交易实现的关键，是合同实现功效的主要方式。但是在合同成立后，总会有种种原因导致合

同的履行陷入僵局，从而引发履行障碍。而从合同目的实现程度，解读合同履行障碍的解决机制，对于

实现合同目的，维护交易安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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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ract performance is the key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ransaction, and it is the main way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tract. However, after the contract is established, there are al-
ways various reason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to deadlock, resulting in performance 
obstacles. From the realization degree of the contract purpos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contract performance obstacles plays an inestimable role in realizing the pur-
pose of the contract and maintaining the transac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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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履行障碍的原因分析 

合同履行一直处于整个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位置[1]。但合同签订后，总会有种种原因导致合同履行

不能，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中有些合同履行不能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当事人，有些则不能。可归结于当

事人的原因分为内因与外因二个方面，而不可归结于当事人的原因则是指合同履行与否并不能由当事人

的意志决定。 

1.1. 可归于当事人原因的履行障碍 

1.1.1. 内因——当事人主观逐利本性 
商品市场的本质是逐利的，每个参与商事活动的主体都有着极其明显的行动导向——即行为利益最

大化。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这就表明在利益的驱使下，

行为将会游离在应然与实然之间，不可预测。当代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说“把资财一部分当作

资本而投下的人，莫不希望收回资本并兼取利润。[3]”而收回资本，赚取利润，就必须从消费和生产这

二个基本概念出发，即在商品上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和生产利润最大化。 
如何实现生产利润最大化或消费效用最大化？降低成本、降低劳动者工资、提高商品价格、垄断市

场、建立品牌等都是可取的方式，但还有一种方式也是可行的——即拒绝履行合同。因为合同不仅承载

着商事行为内容、履行方式、价格等交易信息，也能预测可获利范围。当合同履行成本明显高于可获收

益或违约收益将大于履约收益时，内在的那种强烈的逐利本性可能会驱使当事人做出阻碍合同实现的行

为。该行为虽在道德上可以责难，但当事人作为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承受者[4]，合同实现的实际掌控者，

当事人的作为与不作为，将会直接影响合同的实现与否。这表明当合同主体对合同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

时，消极后果将会直接作用在合同履行上，使得合同履行出现障碍，合同订立目的不能实现。 

1.1.2. 外在因素——当事人客观因素受限引发的履行障碍 
基于客观原因的履行障碍，主要是指当事人因为技术、设备、资金、场地等原因导致了合同在实现

的过程中发生履行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履行障碍的动因主要是因为客观的基础条件受限，导致合同目

的不能实现。 

1.2. 非归责于当事人原因的履行障碍 

1.2.1. 基于事实原因的履行障碍 
对于事实引发的履行障碍，主要是指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其中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导致合同出现履行障碍；情势变更，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

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使得合同基础动摇或丧失，出现履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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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第三人的过错原因 
依据法律规定，第三人在当事人履行过程中，发生过错导致合同无法继续时，合同一方主体有权向

违约方追责。这就表明，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由于第三人不恰当行为，也可能出现履行障碍。 

2. 从目的证成角度解读合同履行障碍 

2.1. 目的证成角度 

合同目的，是指当事人期望通过订立合同后履行所能达到的效果，是一种对于结果的期待。而基于

合同的履行状况，合同目的在结果上就可表述为完全实现、不完全实现和未实现。其中完全实现即指缔

约的实际效果和行为人选择缔约的动机完全吻合，合同目的以实现；不完全实现即是指在实际履行中缔

约动机与实际履行效果部分分离，有部分合同的目的未实现；未实现即是合同的缔约动机与合同的履行

效果完全分离，合同目的完全未实现[5]。 

2.1.1. 合同目的实现下的立法选择 
现阶段，民法典在立法中，规定了不同的履行障碍的情形，而基于合同目的不可忽视性，目的立法

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6]。如履行瑕疵，履行不能，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第三人因素等，在这

些具体的情形中，都可以表达为由于合同目的的未实现或者未完全实现而被法律谴责，承担责任。 
同时，依据目的实现程度，也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机制。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为保障合同目的的实

现，对于履行障碍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机制，如提供保证、解除合同、违约责任等。在不同的解决机制中，

其中最为严厉的就是解除合同，因为合同的解除就表示着合同“死亡”，从回行为的“原始状态”，让

合同目的归于消灭，既存权利义务是终止抑或清算[7]。所以，在适用解除权时，合同目的皆是不能实现

的状态。而违约，一般而言并不会影响合同的存在基础，合同仍可以继续履行，所以违约行为对于合同

目的的影响要明显弱于解除合同的情形。变相来说，解除成就是因为目的不可实现，而违约则是因为履

约过程中目的实现存在瑕疵。而对于提供保证和抗辩权来说，其行使是因为存在某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合

同目的实现受到影响，所以该行为其实是为了确保合同目的可以正常实现。 
而且，交易机制的架构，合同目的的实现程度也在其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合同已经成为交易的首要手段。这种建立在双方合意之上合同，就是其交易目的的体现。而

合同文本内容所表达的义务权利，就是交易目的具化后的合同目的。所以，在履行障碍发生后，为了维

护交易基础，实现合同目的，在一般情况下，也并不允许当事人随意的解除合同。 

3. 以合同目的实现程度为基础构建的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 

3.1. 可归结于当事人原因的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 

在可归结于当事人的原因下的履行障碍，立法对于合同目的的实现程度做了极为细致的划分，也在

解决履行障碍问题时有着极为明显的表达。 
1) 救济途径。在民法典中，可归责与当事人原因造成的合同履行障碍，法律规定了多种解决手段，

其中包括，承担违约责任、解除合同、提供保全、行使抗辩权等。如在违约责任中，采用的就是较为简

单的救济途径，即义务违反——目的实现瑕疵——违约责任——违约后果。这种模式中，只要一方存在

义务违反的行为，合同目的在实现上存在瑕疵，对方就可以主张救济；在解除合同的模式中，则必须经

过解除行为，才能解决合同履行障碍问题，即义务违反——解除条件成就——合同目的完全不能实现—

—解除合同——解除后果。这种模式中，一方的义务违反行为必须满足解除权的成就条件，即履行障碍

出现后，合同目的已完全不能实现，满足行使解除权的条件，使合同失去效力。而对于提供保全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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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度的设计又是从合同履行的实现来考量，其模式可以表达为可能存在义务违反——履行基础受到危

机——合同目的的实现在未来受到威胁——提供保证——继续履行。提供担保，作为一种履行障碍出现

之前的可信任凭证，旨在保证合同目的的实现，防范和化解合同履约过程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8]。而对

于抗辩权，其主要是赋予了当事人可能存在履行障碍时对抗请求权的依据，在于排除请求权之可实现性

[9]。此种规则下，其行为模式则可以表达为可能存在义务违反——有抗辩权基础——履行后合同目的实

现存在危机——行使抗辩权——抗辩后效果。在这种模式中，行使不同的抗辩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

行使不安抗辩权时，结果可能以保证形式使合同正常履行，要不就是以“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

主要债务”而解除合同。 
2) 救济后果。法律提供了不同途径来解决履行障碍问题，但无论是通过违约途径、解除途径、抗辩

权途径、保证途径，其最终的结果都会走向继续履行或者是责任分担二个方向。其中继续履行是对合同

使命的延续，是为了保障合同目的的实现；而责任分担则是在违反义务后引发了填平机制，是为了弥补

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损失。这就表明，在通过救济途径解决合同履行障碍后，为了解决因义务

违反产生的不利后果，当事人有二种可选择的行为模式——即为了实现合同目的，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者

是在合同目的已不具备实现可能性时，通过填平机制的适用，尽可能的恢复原状。如在义务违反——解

除条件成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解除合同——解除后果的行为模式中，合同已不具备履行可能，

合同目的实现在此时就已是虚妄，所以一方就可以请求对方采用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从而

弥补目的不能实现而造成的损失。而在义务违反——违约责任——合同目的实现存在瑕疵——救济后果

的模式中，当事人既可以选择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等手段来保持合同的存在，促进合同目的的实现；

也可以采用填平机制来弥补因履行障碍所造成的损失。 
而通过救济途径与结果的分层次立法，一方面可以有效回应并解决现实的履行障碍问题，另一方面

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履行障碍领域的法律表达。 

3.2. 不可归结于当事人原因的合同履行障碍解决机制 

3.2.1. 不可抗力下的法律解决机制 
对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履行障碍，民法典赋予当事人两个层面上的权利。第一层次就是依据民法典第

五百六十三条 1解除合同的权利，其作为法定合同解除条件，是一种变相的法律原谅行为。这种情况下，

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实现上存在着巨大困难，客观因素已经严重影响了合同的实现可能性，当事人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也不能防止客观事件对合同的影响[10]，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引发的履行障碍，法律给与

了其最大的容忍，允许据此解除合同，让当事人摆脱合同的约束[11]。第二层次就是依据民法典的第五百

九十条 2，当事人在发生不可抗力时有部分或者全部免责的权利。出于公平原则的考量，如果将不可抗力

因素导致的履行障碍归责于当事人，这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人类情感的违背，是对于公平原则的践踏。所

以，对于不可抗力而言，立法基于公平正义的考量，采用了较为简单的立法模式，即不可抗力——履行

障碍——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解除合同——免责问题。这种单层次的立法，也使得当事人在面对不可

抗力时，可以通过行之有效的手段来解决履行障碍问题[12]。 

 

 

1《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 在履行期

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

限内仍未履行；(四)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持续履

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2《民法典》第五百九十条：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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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情势变更下的法律保障路径 
对于情势变更导致的履行障碍，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 3 做出了明确规定。从条文可以看出，出现

情势变更时，法律是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表达的。具体而言，是指因情势变更导致合同出现履行障碍，

如果协商后双方合意变更合同，合同仍然可以继续履行，以达成合同订立之目的；如果协商不成，法院

也可以依据公平原则进行裁量，确定变更合同还是解除合同。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情势变更引发的履

行障碍采用了情势变更——履行障碍——情势变更对于合同目的的影响程度——协商变更——法院变更

(解除合同)的立法模式。这种模式中，将解除权交由法院，将变更权交给了当事人，以公平实现为基础，

尽量维持原有基本法律关系以体现鼓励交易原则[13]，保障合同目的可以实现。 

3.2.3. 第三人过错下的法律保障路径 
通过民法典规定，在第三人过错的情形下，导致了合同一方当事人存在违约情形时，另一方当事人

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找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只能向合同的相对方主张有关的权利。这就表明，由第

三人导致的合同履行障碍时，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第三人在此不需要承担责任，对于由第三人造成

的过错追责问题，则是由合同中因第三人受损害方向第三方主张。这种模式中，立法严守了合同相对性，

保证了合同的独立性，将第三人影响排除在了合同的责任负担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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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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