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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同司法解除研究》是由陈坚专著。

《合同司法解除研究》突出的特点在于以合同的司法解除为切人点，十分重视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就其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合同司法解除这一实务问题的理论论证和法理分析来看，作者在这方面进
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外有关合同解除理论研究的空白，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在
进一步研究合同解除尤其是合同司法解除理论时，提供了有益的方法和路径；同时也对我国合同解除
制度的立法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见。
全书展示了一个年轻法官不凡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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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坚：
1970年1月出生，湖南省衡南县人，法学博士。
1993年6月获法学学士学位，1996年6月获法学硕士学位，先后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从事刑事、民事
审判工作。
2005年起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院民商事审判专业咨询委员会委员。
2006年来受聘为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09年4月，任中国法学会民商事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0年-2011年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挂职担任党组成员、副院长。
2012年4月获湖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合同法、公司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
著有《土地承包合同实务》、《农树土地承包法律问题研究》、《婚姻法原理精释与适用指南》等专
著多部，在《光明日报》、《法制日报》、《法学杂志》、《人民司法》、《法律适用》、《求索》
、《时代法学》等刊物上发表法学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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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解除合同的一般条款
    (二)应予解除合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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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同司法解除的责任分析
    (一)未将合同解除作为一种独立责任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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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同司法解除的溯及办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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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同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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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不符合法律设置合同解除权的目的。
设置合同解除权的直接目的虽然是使无法继续履行的合同得以解除，同时给予合同当事人以制度威慑
，但其终极目的仍然是为了确保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得以顺利履行，而不是鼓励或者放任合同订立者不
遵循合同的约定，任意解除消灭业已成立并已生效的合同。
根据合同严守原则，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合同债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当然，合同有效成立后，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特别是有时出现情事变更原因，从而使得合同的履
行违反一方的意愿或者难以继续履行下去，导致当事人一方甚或双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时，如
仍固守合同拘束力，不但对一方甚或双方当事人并无益处，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也没有任何好处。
因而，通过法律手段使合同关系提前终了，并妥善处理善后事宜，诚属必要。
为此目的，法律上创设了合同解除制度。
合同法的基本功能在于阻止人们对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避免当事人为一己之利追
求经济活动的最佳时机，并使对方不必要采取成本昂贵的自我保护措施。
如果将解除权定性为一种形成权，则会导致合同不能得以严守，这也不符合法律设置合同解除权的目
的。
当然，坚持合同严守原则，并不意味着，在合同确实难以继续履行下去，或者当事人一方甚或双方的
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时，仍然不计成本地固守合同拘束力，从而损害双方当事人乃至社会的整体利
益。
正因为如此，200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规定，合同双方无论有无过错，均可以
解除合同。
当然，这一规定对合同解除采取如此宽泛的原则，不能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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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合同司法解除研究》展示了一个年轻法官不凡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认知水平。
相信《合同司法解除研究》的出版将有助于我国合同司法解除制度的深入研究，对于不断丰富和完善
我国合同解除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合同立法与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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