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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同解除效果的意思自治研究——以意大利法为背景的考察》以意大利法中解除效果的意思自治问
题为中心，对解除制度的法理基础、解除的返还内容、欧洲法上解除效果的立法模式及现代发展趋势
、解除效果的意思自治等解除权前沿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填补了解除权问题研究中相应的理论空白
。

本书通过对坚持物权变动有因理论和溯及力原则的意大利法的考察，理清了解除效果和物权变动模式
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推翻将解除制度建构在“溯及消灭合同关系”基础上的民法传统理论，并以解
除效果意思自治为独特视角，论证了在意大利和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下，解除制度的理论建构从“直接
效果”说向“清算关系”说转变的可能性。

《合同解除效果的意思自治研究——以意大利法为背景的考察》以清算关系说为依托，将当事人约定
解除后双方法律关系的条款视为整个合同规划发展的一部分，从而原创性地将解除后的法律关系纳入
合同责任范畴进行考察，既否定了不当得利，非债给付制度在调整解除后返还关系上的适用空间，又
勾勒出了解除效果意思自治的最大可能范围。
本书由陆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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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青，意大利维罗纳大学欧洲财产关系司法方向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民商法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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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才可以将约定解除效果的条款和那些直接调整当事人在履行阶段
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条款区分开来。
后者显然不纳入本书的研究范畴之内。
其次，意大利现有法律规则限制了可以约定解除效果的解除类型。
在前一章中提到，由于立法者在第1463条中直接提到事后不能解除情况下返还适用非债给付制度的相
关规定，将事后不能解除明确定位为合同关系的溯及消灭。
因此，与其他两种类型的合同解除可以重新建构在合同关系并不消灭的清算关系理论基础之上不同，
在事后不能解除的情况下，当事人进行意思自治的大门已经关闭。
因此，换句话说，（至少在意大利法中）并不认可当事人就事后不能解除的法律效果进行约定。
最后，合同解除后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妨碍了我们对所有约定解除后果的条款的效力问题一一加以分析
。
实际上，对解除效果的约定包含了一系列性质不同的条款：如预先排除守约方或者违约方或者双方在
合同解除时的返还义务；约定实物返还或者折价返还的选择权；合意规划解除后的孳息、利息、物的
收益、作为义务或者不作为义务的返还；约定受领物的返还必须以对方的返还（包括实物返还）为条
件；约定返还物灭失的风险承担；等等。
鉴于涉及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将不再对所有这些条款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这
也超越了本书的研究目的。
事实上，正如在前一章最后部分提到的，至少在原则层面，完全允许当事人去规划他们在解除清算阶
段的法律关系，因为解除后的发展也同样属于整个合同规划的一部分。
二、进一步研究对象：排除返还条款的效力在接下来的几节内容中，我们将专门针对非继续性合同中
，预先排除解除后返还义务的条款效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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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编辑宗旨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
，广泛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民商事立法的成功经验和最新判例学说，深入研究民商法的基本理论和实
践中的重大法律问题，为中国民商事立法的现代化和民商事审判实务的科学化提供科学的法理基础，
提升民商法理论水平，推出民商法理论研究人才，使中国民商法理论研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水平。
著作之入选丛书，不论作者职称、地位、亲疏，以学术性为唯一考量。
　　——梁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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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合同解除效果的意思自治研究:以意大利法为背景的考察》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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