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同效力优先顺序 承诺书与合同的效
力(优质6篇)

在人民愈发重视法律的社会中，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同，
它也是实现专业化合作的纽带。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
的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合同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合同效力优先顺序篇一

黑白合同是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项
目、相同的施工范围所签订的两份或两份以上实质性内容相
异的合同，通常把政府有关部门备案的合同称为“白合同”，
把对“白合同”中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了重大变更的未备案的
合同称为“黑合同”。

黑白合同作为现代建设工程领域的特有产物，有其自身的特
征：

第一，合同当事人对同一工程项目、同一施工范围签订了两
份或者两份以上的合同、补充协议、承诺书等文件。

第二，“白合同”和“黑合同”约定的工期、质量、价款、
违约责任等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

第三，当事人签订的两份或两份以上的合同及其他文件中，
一份进行了备案，其余的没有进行备案。如果所签订的合同
或者其他文件都没有备案，则不存在“黑白合同”之说。

第四，黑白合同的效力存在不确定性，黑白合同的效力要根
据签订合同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不能简单断言“白合同”有
效，“黑合同”无效。



黑白合同现象是我国建设工程领域在特定发展阶段、特定社
会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社会怪胎”，其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一，它违背了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扰乱了建
筑市场的秩序，与我国《合同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
法规所要保护的社会秩序背道而驰，显然不利于我国的法制
建设和司法进步。

第二，因为黑白合同的大量存在，引发了大量拖欠工程款、
拖欠设备材料款、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三角债的现象，制造
了不少纠纷，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三，因为黑白合同的大量存在，导致施工企业偷工减料、
降低材料等级、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等现象十分普遍，由此引
发大量的`因工程质量问题所造成的事故悲剧，严重危害了国
家、社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黑白合同仅是建设工程领域里的一种现象，黑白合同与合同
的有效或无效并无直接关联，既不能把“黑合同”与无效合
同划等号，也不能将“白合同”与有效合同划等号。对于黑
白合同的效力应当将“白合同”和“黑合同”分别用《合同
法》、《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招标投
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去综合判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或者未规定
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但已经过招标投标程序并进行了
备案，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备案的中标合
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工程价
款的结算依据。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是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实际也
未进行招投标，当事人将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当地建
设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备案，备案的合同与实际履行的合同
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作为工



程价款结算的依据。

备案的中标合同与当事人实际履行的中标合同因违反法律强
制性规定而无效的，首先可以参照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计
算应得的计算工程款，然后依据两份合同的约定计算工程款
数额的差价，由双方按过错责任程度予以分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
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
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
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关于黑白合同的此条规定，其范围并完
全囊括现实中所有黑白合同的表现形式，它仅仅是众多黑白
合同的一种情形，该条文规定仅是对合法中标且备案的情况
下签订黑白合同结算问题的规定。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黑
白合同都适用司法解释第21条的规定结算。

因此，实践中处理黑白合同引发的纠纷过程中，在法律及司
法解释的适用方面一定要细心甄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
免犯片面性的错误。

合同效力优先顺序篇二

在建设工程施工领域，以“项目经理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
内部承包管理模式屡见不鲜。

施工企业将其承包的工程以内部承包、收取管理费的方式转
交由项目经理进行实际施工的情况，在促进众多民营施工企
业发展的同时，也因出现越来越多的法律风险而引人关注。



内部承包作为企业的一种经营模式，本身并不违法，但实践
中常出现名为内部承包实为违法分包、转包或挂靠的情况，
这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行为，会导致所签合同归于无效。

鉴于此，笔者尝试针对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效力在法律实
务中出现的风险，结合理论观点以及司法裁判规则进行梳理
整合，以期做到对症下药、防范风险。

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是指施工企业作为发包方与其内部的
生产职能部门、分支机构或职工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
的，就特定业务及相关经营管理达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
一种企业的内部经营方式和激励机制。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内部承包合同特指项目经理内部承包合同，
其含义是施工企业与企业内部职工之间签订承包协议，约定
许可内部职工完成一定的工程项目施工，实行独立核算，自
负盈亏，向施工企业缴纳管理费等。

故，内部承包合同的三个特征是：第一，内部承包合同主体
之一的内部承包人必须是施工企业的内部人员;第二，内部承
包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表现之一是内部承包人需要向
施工企业缴纳管理费，施工企业则需要对内部承包人进行一
定的管理;第三，内部承包合同的内部承包人在经济上可以独
立核算，自负盈亏。

其实，内部承包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律术语，我国现行法律
法规对此也一直没有系统性的专门规定，但内部承包的`经营
模式并不为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因此，在建设工程施工领
域，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就内部承包的本质属性而言，它是企业的一种经营模式。

内部承包合同对内涉及到施工企业与内部承包人的法律关系，
鉴于合同主体具有特殊性，即主体间具有隶属关系，但这个



隶属关系并不能完全左右整个内部承包合同的内容，故，内
部承包合同发生内部纠纷要区别处理。

通常认为，内部承包合同发生内部纠纷一般受合同法的调整，
但涉及内部承包人与施工企业属于劳动法调整的争议事项时，
受劳动法的调整。

而内部承包合同对外会涉及到内部承包人(项目经理)构成代
表施工企业的表见代理的情况。

根据《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以及《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通用条款关于项目经理的规定，可以
推出项目经理是具有项目经理资质的企业职工，是受企业法
定代表人委托从事项目管理工作的施工企业代表人。

故而，内部承包下的项目经理与第三人签订合同，构成代表
施工企业的表见代理，对外签订合同引起的法律后果由施工
企业承担。

(一)内部承包人是否与施工企业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

内部承包人必须是施工企业的员工，与施工企业存在合法的
劳动法律关系，从而保证内部承包合同的主体适格，这是内
部承包合同有效的前提条件。

内部承包人与施工企业是否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具体可通
过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工资单、人事档
案管理等来判断。

如果内部承包人与施工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就无从谈起接
受公司的管理，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会被认定成内部承包
合同因涉嫌违法分包、转包或挂靠而导致合同无效。

(二)内部承包人是否接受施工企业的管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认
定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法规在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
效的认定中已明确提出了对承包人资质的管理问题。

因而，在确定了内部承包人确实为施工企业员工的基础上，
内部承包合同的效力认定还要考虑到施工企业是否有对内部
承包人资质进行管理。

资质管理，一方面是指施工企业对内部承包人的人员管理，
即施工企业为内部承包人配备了足够的专业人才，比如建造
师、造价师、设计人员和监理人员等，组建专业团队保障工
程项目顺利推进，另一方面是指施工企业对内部承包人的财
务管理，即施工企业严格按照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的付款时间、付款条件的约定来向内部承包人付款，比
如，内部承包人只有在相应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施工企业
才向其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

规则1：劳动关系不存在导致内部承包合同无效

当事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是内部承包合同有效的前提
条件。

法院在认定劳动关系时，会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比如劳动
合同、工资单、社保缴纳情况、考勤记录等综合认定。

当事人若不能提供签订劳动合同或支付过工资等能直接证明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法院将不予支持劳动关系存在的
主张，内部承包合同也因主体不适格，涉嫌违法分包、转包
或挂靠而归于无效。

案例索引：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民终字第00371
号“王洪与江苏登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登达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规则2：施工企业缺乏对内部承包人的资质管理导致内部承包
合同无效

当事人虽然在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了双方内部承包的权利义
务，但实际中并无证据能证明施工企业对内部承包人进行资
质管理，即无证据证明施工企业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
等方面给予内部承包人相应的支持，故该部分事实不足以认
定施工企业履行有效的内部承包合同中施工企业应尽的义务。

因此，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实际系违法分包、转包或挂
靠的性质，应认定无效。

案例索引：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民终字第2990
号“卢永生与浙江伟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伟达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滨江分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
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
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虽然当事人之间的行为因是法
律明令禁止的违法分包、转包或挂靠而无效，但承包人施工
的工程已竣工并交付使用，承包人要求对方参照合同约定支
付所欠工程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案例索引：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
第6161号“朱和平与广州市宏都房地产有限公司、福建环宇
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舟山市定海区人
民法院(2015)舟定民初字第1083号“卢艳与恒尊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邦泰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合同效力优先顺序篇三

摘要：无权处分制度是《合同法》颁布以来倍受争议的一项



制度，论无权处分论文。其之所以倍受争议，原因之一在于
我国民事立法体系的不完善，但更多是由于无权处分的内涵
界定模糊以及无权处分所引起的法律关系复杂所导致。作者
在本文中对无权处分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然后从现代民
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精神出发，深入阐述了无权处分的效
力以及无权处分善意取得制度的竞合及适用。

关键词：无权处分债权形式主义善意取得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被认为是关于无权处分制度的规定。
有学者根据这一规定抽象出无权处分的定义：所谓无权处分
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第三人订立转让
财产的合同。

（1）该定义是否确切，以及极其复杂并被称为“法学上之精
灵”

（2）的无权处分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

一、无权处分的内涵的界定

“无权处分”一词的中心是“处分”，“无权”只是相对
于“有权”而言，作为修饰补充之用。“处分”是民法学上
的概念，在现代民法理论中其语义有最广义、广义、狭义之
别。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之处分和法律上之处分。所
谓事实上之处分，是指将某物加以物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损
毁的行为，如拆除建筑物、将铁矿石炼成铁等。法律上之处
分，是指按照人的意愿，通过某种法律行为对财产进行处理。
广义上的处分仅指法律上之处分，可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
为。负担行为又称债权行为，是指发生债权上给付义务效果
的法律行为，一般表现为单独行为或契约。处分行为是指直
接使权利发生得失变更的法律行为，含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
为两种。狭义的无权处分，仅指处分行为。“无权处分”一



词中“处分”之含义，不可一概而论，应当依据法律体系的
不同加以具体分析，法学论文《论无权处分论文》。

民法法典化之前的法律以罗马法最为典型，其对后世之立法
影响也最大。在罗马法时代，法律还没有抽象出法律行为的
概念，更无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的理论。虽然有实际
意义上的无权处分于民事交往中存在，但是罗马法奉行“任
何人不得以大于其所有权的权利转给其它人”的原则。

（3）即使有无权处分发生，所有权人可以基于所有权直接要
求包括善意第三人在内的第三人返还其财产。所以罗马法中
无权处分的内涵和法律关系都非常简单，完全以保护所有权
人为中心，并不属于现代的无权处分的范畴。

自从德国学者发明了法律行为概念并创制了物权行为理论之
后，无权处分的内涵就变得复杂了。不同的立法及理论模式
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不尽相同。

（一）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

物权行为理论由德国学者萨维尼于19世纪创立。他以为：以
履行买卖合同或其它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合同的支付，并不
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导致所有权转
移的“物的”契约。在这种观点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
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只引起当事人间债权债务法律关
系，处分行为得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之效果。既然二者法律
效果有不同，故其生效要件亦有差异：为负担行为之人不必
有处分权，但为处分行为对于处分之标的物，则须有处分权，
而处分权原则上属于标的物所有人。

（1）非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先允许者，
也为有效。

（2）前项处分如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因处分人取得处分标



的物时，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制
责任时，为有效”中所称的无权利人之处分行为，系指“处
分行为”而言，负担行为不包括在内。

（3）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继受了《德国民法典》有产关物权
变动模式的规定,经由王泽鉴先生多次“拔乱反正”

（4）台湾地区学者对“无权处分”中所称之处分应理解
为“处分行为”已无异议。

所以，在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为
标的物根据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合同而发生的物
权变动行为。

（二）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

合同效力优先顺序篇四

「摘要」本文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从现代民
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精神出发，分析了无权处分他人之物
合同在各种情形下的效力确定问题，认为应当为《合同
法》51条的规定设定一个合理的适用范围，方可做到民法体
系的和谐一致。

「关键词」无权处分行为物权变动模式交易安全合同效力

无权处分行为效力问题被学者们称为“法学上的精灵”，是
一个理论界存在众多争议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复杂问题，它与
善意取得、法律行为、合同效力、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侵
权损害赔偿等诸多理论问题纠结在一起，跨越了民法总则、
物权法、债法三**域，再加上无权处分行为在实践中的诸多
不同表现形式，使得无权处分行为效力问题愈加变得扑朔迷
离。许多学者为探求一条完善无权处分理论之路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和论据，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笔者认为，要研究



无权处分行为的问题，必须在选择一定物权变动模式的前提
基础上根据现代民法的精神深刻分析无权处分行为的本质与
内在特征，从而确定处理无权处分行为的法律规则。

一、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我国研究无权处分效力
问题的前提基础

当前世界各国的物权变动模式主要有债权意思主义模式、物
权形式主义模式的及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三种。债权意思主义
的物权变动模式主要以法国为代表，在此模式下，物权变动
的法律效果可以基于债权意思直接产生;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
变动模式主要以德国为代表，(我国的台湾省亦采取此模式)，
在此模式下，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的发生根据在于独立于债
权合同之外的物权合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典型
代表是《奥地利民法典》，在此模式下，单纯的债权合同一
般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必须加上一定的交付、
登记或其他法律规定的形式行为方可。

我国虽尚未正式制定物权法，但从已有的几部《物权法草案》
专家建议稿来看，均采纳了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因此在我国，必须在此模式的前提下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展
开研究。我国目前尚未确立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分离的理论，
不承认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之分，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
性理论，因此，这就限制了我们在研究无权处分行为效力问
题时不能照搬德国与台湾的某些做法，因为后者是以物权形
式主义作为物权变动基本模式的。有些学者在分析无权处分
行为时以物权行为理论作为其研究的基础，从而提出了对我国
《合同法》51条规定的批评意见，这种做法是有待商榷的。

二、从现代民法的精神出发对现行《合同法》有关无权处分
行为效力规定的分析

现行民法与传统民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传统民法更强调
对所有权人权益即静态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保护，而现代民法



则更强调对交易安全即动态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保护。根据现
代民法的这一精神，我国3月颁布的《合同法》大大缩小了无
效合同的范围，尽可能使一些有部分瑕疵的合同行为不因被
宣布为无效而浪费了大量的交易费用。《合同法》51条对无
权处分合同的规定的立法初衷亦源于此。

《合同法》中关于无权处分行为的规定在几次草案中数易其
稿，最终才有了现在的51条的规定，但颁布之后仍遭到了多
数学者的批评，就是因为各派学者所持的理论前提以及所注
重的民法精神各不一致的结果。立法者在保护所有权人利益
与保护交易安全这两层目的之间力求寻找一个平衡点，力求
让双方满意，但事实上却没有做到。

笔者认为，既然传统民法向现代民法过渡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就应当以保护交易安全为先来处理无权处分问题。无权处分
行为涉及到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无权处分人与权利人、权
利人与相对人三层民事关系，其中只有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
之间的关系纯属交易关系，因此应在保障此交易安全的前提
下再考虑其他两层民事关系的问题。从这个出发点分析，可
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相对人明知无权处分人无处分权而与之进行交易行为

在此种情形下，多数学者以相对人具有恶意而否定了交易行
为的效力，事实上，这种情形仍应分为两种具体情况分别对
待：

1.相对人的明知并不构成恶意损害权利人权益

此种情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已很多见，买卖双方在签定
合同时，出卖方并未现实地拥有合同标的，而是在合同签定
后才积极组织货源。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间商、
代理商的经营活动。许多中间商是在与相对人订立合同以后，
根据合同所订的货物的数量、质量要求再向货物的生产商订



购，也就是说，在中间商与相对人签订合同时他并未取得合
同标的的合法所有权，对此相对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可能而且
可以知道的。如果对此类合同的效力均加以否定的话，等于
要求所有市场上的交易行为都必须是现货交易，市场的灵活
性和多样性将被牺牲怠尽。一旦中间商订立合同后无法组织
货源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时，相对人的利益将无法得到有效
的保护。从权利人的角度来说，此种合同行为应该也是对其
有利而无害的，大量中间商和代理商的存在减少了生产商直
接面对大量零售客户而付出的巨大交易费用，而且扩大了产
品的销路，权利人也能从此类合同中获取利益。因此，此类
合同不应认定为无效合同。那么如果依合同法51条的规定将
此类合同定为效力待定合同，是否就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交易
安全呢?笔者认为，将此类合同直接定性为有效合同将更有利
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更大程度的保护交易的安全。因
为如果将之定性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则如果无权处分人无法
得到权利人的追认或无法取得标的物的处分权时，合同就成
为了无效合同，相对人只能向无权处分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
而此种责任不能包含在合同有效时可以主张的违约金、定金
以及相对人根据合同可能得到的'利润。这对相对人而言是很
不公平的。

2.相对人明知无权处分人的处分行为会损害权利人的利益，
仍与之进行交易

在此种情况下，应认定相对人与无权处分人的交易行为属于
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应当将之认定为无效合同，如果对于此种主观具有恶意的相
对人的利益加以保护的话，势必破坏诚信和公平原则，造成
市场交易秩序的混乱。

(二)相对人不知无权处分人对合同标的没有处分权而与之进
行交易行为



合同效力优先顺序篇五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为明确甲方与乙方的
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租赁房屋

甲方将坐落于合肥市的合计面积为平方米的建筑物间租予乙
方作为使用。

第二条：租赁期限

租赁期共为年另个月，甲方从年月日起将出租房屋交付乙方
使用，至年月日收回。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终止合同，收回房屋：

1、乙方擅自将房屋转租，转让或转借他人使用的;

2、乙方利用承租房屋进行非法活动，损害公共利益的;

3、乙方拖欠租金累积达个月的;

租赁期届满时，租赁关系自然终止，甲方无须另行通知乙方，
若双方均有意续租，可在届满前三个月提出续租意向，并议
定合理租金和续租合同。

第三条：租金

每月租金为人民币元整，付款方式为付。



第四条：协议事项

1、房屋内外水电费，煤气费，电话费自乙方入住之日起至租
约期满迁出之日至均由方负担。

2、甲方应承担所出租房屋的修缮义务，乙方应对修缮工作予
以配合。

乙方应妥善使用，管理出租房屋的内外设备，未征得甲方同
意，乙方不能擅自变更，损坏房屋结构和设备。

3、乙方不得利用出租房屋进行非法活动或存放危险物品，影
响公共安全。

4、租赁期满之日，在不续租情况下，乙方应无条件退租，并
将房屋设备清点后归还甲方，不得向甲方请求退还租金，移
转费及一切权利金。

乙方应将自用家具物品搬迁清楚，不得故意留存占据，如逾
期不搬视为乙方抛弃其所有权，由甲方自行处理。

对逾期不迁出者，甲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一切损失由
乙方承担赔偿。

5、租赁期间双方均不得无故解除合同，但乙方因特殊情况需
退房时，必须提前十五天通知甲方，并支付一个月租金作为
赔偿。

如甲方确需收回房屋自用，也须提前十五天通知乙方，支付
一个月租金作为乙方搬迁的补偿，并退还乙方未满租期的租
金。

6、甲方需对上述房产提供全部法律文件，如因房产产权等问
题影响乙方在租期内对房屋的居住使用，造成的全部损失由



甲方承担。

第五条：甲方与乙方的变更

1、若甲方将房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时，合同对新的房产所
有者继续有效。

2、甲方出卖房屋，须在三个月前通知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乙
方有优先购买权。

3、乙方需与第三人互换住房时，应事先征得甲方同意。

第六条：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前述合同条款向乙方交付合乎要求的出租房屋的，
甲方应对此向乙方予以赔偿。

2、甲方未按时按要求对房屋进行必要的修缮的，对乙方造成
财务损失和人员伤害，应承但赔偿义务。

3、乙方非正常管理使用房屋及设施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
应负赔偿责任。

4、乙方故意逾期未交付租金的，除应及时如数补交外，还应
支付一个月租金作为赔偿。

如遇特殊情况暂时未交租金的，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

5、乙方违反合同擅自将房屋转租他人使用的，甲方有权收回
所租的房屋，有权将乙方交付的期满前租金扣留作为乙方的
违约金赔偿甲方。

如因此对出租房屋造成损坏的，乙方还应负赔偿责任。

第七条：免责条件



房屋如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损坏和造成损失的，双方互不
承担责任。

第八条：争议的解决方式

1、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调解不
成时，双方均可：

1)向合肥仲裁委员会申请调解或仲裁;()

2)向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本合同未尽事宜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有关规定，经合同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条、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
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签章：

日期：

身份证号码：

乙方：

签章：

日期：

身份证号码：



门面租赁合同(范本)(2)

出租方(简称甲方):

承租方(简称乙方):

根据合同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
的基础上，就甲方将其拥有的门面房出租给乙方一事，达成
以下协议:

一、租赁门面描述

1、甲方出租给乙方的门面位于__。

二、租赁房屋用途

1、乙方租赁门面房屋做为商业使用。

2、乙方向甲方承诺，在租赁期内，未事先得到甲方的书面同
意，乙方不能擅自改变门面的原有结构和用途。

三、租赁期限

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租赁期为__年。

四、租金及支付方法

每月租金为__人民币元，租金支付方法:每月__日前支付。

五、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应在乙方支付元押金之日将上述房屋钥匙交付乙方;

2、甲方必需保证出租给乙方的门面能够从事商业经营，并提
供乙方办证的相关资料。



不能将乙方租用的门面、甲方的房屋转租(卖)给任何第三方;
或在租赁期内房租加价。

3、在租赁期间，甲方不能对所出租的房屋及房屋所在范围内
的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

4、租赁期满，乙方未续租的，甲方有权收回房屋。

乙方添置的用于经营的所有可以移动、拆除的设备设施归乙
方所有。

六、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使用房屋，不承担门面自然损耗的赔
偿责任。

2、乙方在不破坏门面原主体结构的基础上，有权根据营业需
要对上述房屋进行装修，甲方不能干涉。

3、在租赁期内，因租赁门面所产生的水、电、卫生费等由乙
方自行承担。

4、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租金。

七、房屋使用要求和维修责任

1、在租赁期间，乙方发现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有损坏或故障
时，应及时通知甲方;甲方应在接到乙方通知后的__日内进行
维修。

逾期不维修的，乙方可代为维修费用由甲方负责承担;

2、乙方应合理使用并爱护房屋及其附属设施。

因乙方使用不当或不合理使用，导致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损



坏或发生故障的，乙方应负责修复。

乙方拒不维修，甲方或出租人可代为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

八、续租

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全部出租房屋，乙方应如期交还。

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租赁权，双方可根据本合同约定情
形，结合实际情况重新协商后，签订新的租赁合同。

九、房屋返还时的状态

1、除甲方同意乙方续租外、乙方应在本合同的租期届满后
的__日内应返还该房屋。

2、乙方按本合同约定返还该房屋时，应经甲方验收认可，并
相互结清各自的费用，方可办理退租手续，甲方退还乙方押
金__元。

十、转租、转让和交换

1、在租赁期间，乙方再转租房屋需事先书面通知甲方，得到
甲方的同意。

2、乙方向甲方承诺，在转租期间不将该房屋承租权转让给他
人或与他人承租的.房屋交换使用。

十二、本合同一式2份。

其中，甲、乙双方各执1份，均有同等效力。

出租方(甲方):承租方(乙方):

电话:电话:



日期:日期:

合同效力优先顺序篇六

一、为维护合同双方的合法利益，规范物业管理的行为，达
到业主的满意和要求，制定本合同。

二、本合同共分为：《总则》、《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书》、
《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物业管理服务费标准》、
《资金结算》、《监督管理与检查考核》和《附则》七个组
件，均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未规定的事宜，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