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同有效的法律要件(实用5篇)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
事关系，签订合同能够较为有效的约束违约行为。相信很多
朋友都对拟合同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
合同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合同有效的法律要件篇一

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
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
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第四十二条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
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
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

第四十三条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
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
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

第四十四条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
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
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

第四十五条产品责任，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被侵权
人选择适用侵权人主营业地法律、损害发生地法律的，或者
侵权人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
用侵权人主营业地法律或者损害发生地法律。

第四十六条通过网络或者采用其他方式侵害姓名权、肖像权、
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的，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第四十七条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



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
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发生地
法律。

合同有效的法律要件篇二

bot特许协议争端法律解决商法适用之个人观点

周鸿君

【正文】：

一、商法的定义、特征、调整范围及其与公法的主要区别

在探讨bot特许协议的相关问题之前，我们先结合相关理论来
看看什么是商法，商法具有哪些特征，它的调整范围有哪些，
以及它与行政法等公法有什么主要区别。

商法，又称为商事法，是指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
范的总称。调整商事关系，实际上就是调整基于商事关系产
生的权利和义务。所谓商事关系，大体上说，就是一定社会
中通过市场经营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商事组织关系，二是商事交易关系。商事组织就是人们
为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而结成的经济实体。商事交易就是商
事组织以及其他人在市场领域从事的各种经营活动。而我们
通常所说的商行为则是指适用商事法律规范的营利行为。

商法的原则主要有：1、强化企业组织原则（提高企业素质、
完善企业结构）；2、提高经济效率原则（产权的保护、信用
的维护、交易的便捷）；3、维护交易公平原则（平等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强行主义）；4、保障交易安全（公示原则、
外观法则、严格责任、对善意买受人的保护）。

至于商法与公法的主要区别则非常清楚。商法本质上属于私



法的范畴，十分重视主体平等和当事人意思自治，所以有别
于以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为主导的经济法。但是，也不能忽
视商法与经济法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意志
和政府职能对商事关系的调整作用，以及体现这种作用的制
度和规则进入商法。经济法是公法，体现国家的主动干预。
商法是商事主体之间追求利润的活动，主要是商事主体自己
的意思表示起作用，是私法。但是，作为国家对外没有这么
表示，在和研究领域是可以这么说的。公法就是国家以国家
的意志为核心，就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没有讨价还价的余
地。这是公法的特征。私法，就是平等协商的关系，当事人
可以讨价还价的。行政法就是公法，你不能讨价还价，比如
处罚措施，我们商量一下，给我们什么处罚。这就是公法的
内容。因此，商法和经济法的关系就是如此。

二、bot特许协议的争端及它们的特点。

bot协议是由一系列相关的协议、合同所共同组成，其中
以bot特许协议为主要协议，因此，一直以来人们探讨的有关
于bot的内容也基本都以探讨bot特许协议为主。

与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或私人之
间的合同争议相比，结合相关专家学者的论述，笔者较为同
意，bot特许协议争端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争端主体。与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或私人之
间的合同争议不同，bot特许协议争端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是
有差别的。国家是国际公法上的主体，而个人或法人则是被
视为私法上的主体。如何处理这种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主体
之间的'争端，就会遇到许多独特而复杂的问题。（1）

二、争端客体。bot特许协议争端一方面会涉及到投资者在东
道国境内的财产权或契约权利、外汇自由汇出等权利；另一
方面也涉及到东道国对本国境内的bot项目的管理权，有时还



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公共利益，同时还可能涉及
到东道国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国际义务。由此可见bot特许协议
争端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广泛，且通常关系到双方的重大甚至
根本利益，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贸易争议。（2）

三、争端引起的国际争端。bot特许协议争端虽然通常发生在
东道国和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但常常把外国私人投资者的
母国政府卷入其中。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母国往往会借口行使
外交保护权而介入争端，对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干预，乃至
实行单方面经济制裁，使私人同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上升为国
家之间的争端，引起国家间的冲突，使bot特许协议争端政治
化、复杂化。（3）

二、bot特许协议争端法律解决商法适用之个人观点

一、从争端的主体上看，笔者认为，在东道国与投资方签
订bot特许协议时应是以一种类似于、而且在法律上应当看作
是一般法人（所不同的是，东道国政府经营的是一个国家）
的身份进行的，因此，当时东道国与投资方是两个平等的法
人之间的经济行为。适用法律，就应当有在法律事实发生时
各方主体所具有的法律身份及双方间发生的法律关系。而不
是以事后的“事实分析”去否认相关协议签订时各方的事实
身份以及法律的明文规定，这同时是对法律的一种尊重，是
法治的必然要求。

很显然地，在bot特许协议的签订过程及其目的看来，协议签
订双方之间的关系在协议签订当时正是一种一定社会中通过
市场经营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这就是一种商事关系。对
于外国私人投资者的商主体身份，相信没人是质疑的，首先
他们的企业本身就是商主体的一种。其次，如果投资方是多
个企业或企业与私人联合组成投资主体的商事组织行为也是
可以确定投资方在签订bot特许协议时的商主体身份的，这几
乎是毋庸质疑的。



至于东道国政府，笔者认为，东道国政府引用bot模式建设相
关项目正是为了充分利用外资来减轻自己相关财政支出的压
力，在bot模式的运行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从相关建设成本方
面去考虑的。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东道国政府
这种利用bot模式的行为是一种商事交易行为。作为商事交易
行为实施者，在商事交易的过程当然地得扮演商主体的角色，
而不论其在其他时候是以何种角色出现。

所以，笔者得出的个人观点是，适用商事法律去解决bot特许
协议上的争端是bot法律适用应有的最根本的途径。

二、从争端的客体上看，笔者认为，由于政府既是一个与外
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个政府特许权利先行获得者、
承受者和具体实施的监督者，即其具有双重身份。权利的获
得总伴随着义务的承担，因此，东道国政府在获得上述第二
种身份的同时，就同时地承担了保护国家利益的义务。由
于bot都涉及到在bot特许协议签订时所无法估计到的事情的
发生，从而影响到东道国使用者的利益，有时甚至直接涉及、
影响到东道国的国家利益（如战争等特别时期），这时，东
道国政府就必然地得权衡本国的国情和投资方利益两个方面，
对其行使价格决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监督权，由此又影响到
了投资方的利益的实现。这也是投资方在签订bot特许协议时
最为关心和担心的问题。

对于当东道国政府对投资方的相关投资建设的项目在协议经
营期限行使价格决定权以、管理监督权等行政干涉时，投资
方应如何得到法律的保护问题也是历来关于bot法律适用问题
争议最大的一点。笔者认为，出现上述情况时的法律适用问
题其实主要是适用商事法律，还是适用行政法的问题。从第
一点的分析中，笔者已经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个人主张：
适用两个平等的法人之间的法律去解决bot特许协议上的争端
是bot法律适用应有的最根本的途径，即主张以相关的商事法
律为解决的最根本的途径。()这是bot争议法律解决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当出现上述特殊情况时，笔者认为，应适
用“情势变更”原则，允许东道国政府在“以保护国家、公
众利益为唯一前提下、”“在合理范围内”、“与经营方协
商后”作出“必要的”相关政策的调整，而此时，经营方有
义务配合东道国政府的合理的行政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的相
应的争议可适用行政法律，否则应坚持适用商事法律（比如
东道国政府违反上述几点强调的前提作出的行政决策，并较
大地影响到了经营方的利益时）。

三、从争端引起的国际争端看，由于这涉及两个或更多国家
间的利益问题，所以相关的问题也也bot法律适用的一个热点
研究问题。笔者认为要很好地看这个问题，就首先得看什么
是国际法及国际法的主体有哪些。

国际法是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
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笔者认为，现今的跨国公司已经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企业力量都很强大，有的甚至富可
敌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也已极其可观，已成为一
种商事效中的主要力量之一。故笔者认为，为了维护这些日
渐在世界经济交流与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企业，及促
进世界经济更好的发展，我们应当赋予跨国组织以国际法主
体的资格。因此，笔者认为，如果bot签订中的投资方是外国
投资者，则应当认定为具备国际人格的法律主体，这是由他
们的投资力量等方面决定的（一般来说，能参与到一个国家
的bot项目中的投资方都具有资金力量雄厚的共同点）

由此，本文笔者认为，当东道国和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发
生bot特许协议争端时，应当适用以国际相关的商事法律约定
为主，迟可能地避免出现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母国借口行使外
交保护权而介入争端，对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干预，乃至实
行单方面经济制裁，使私人同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上升为国家
之间的争端，引起国家间的冲突，使bot特许协议争端政治化、
复杂化的问题的出现。而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直接在bot协议



书中约定相关情况的处理方式，最保障的做法则是在东道国
的法律中明确相关争端的法律适用。

合同有效的法律要件篇三

第十一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

第十二条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

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
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

第十三条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适用自然人经常居所地法
律。

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
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

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
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

第十五条人格权的内容，适用权利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第十六条代理适用代理行为地法律，但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的
民事关系，适用代理关系发生地法律。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委托代理适用的法律。

第十七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
选择的，适用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或者信托关系发生地法律。

第十八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
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



第十九条依照本法适用国籍国法律，自然人具有两个以上国
籍的，适用有经常居所的国籍国法律;在所有国籍国均无经常
居所的，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国法律。自然人无国
籍或者国籍不明的，适用其经常居所地法律。

第二十条依照本法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自然人经常居所地
不明的，适用其现在居所地法律。

合同有效的法律要件篇四

第四十八条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

第四十九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适
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本法对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条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当
事人也可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协议选择适用法院地法律。

合同有效的法律要件篇五

第三十一条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
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第三十二条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
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
成立。

第三十三条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
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

第三十四条遗产管理等事项，适用遗产所在地法律。

第三十五条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遗产
所在地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