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合同类型有哪几种(汇总5篇)
在人们越来越相信法律的社会中，合同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它可以保护民事法律关系。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合同类型有哪几种篇一

我国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
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即可认为如果应当采用
而没有采用书面合同原则上不成立。

2、特别后果：合同无效

我国原来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形式的合
同,往往认定为无效..现在,我国合同法原则上是将要式合同
的方式作为合同的成立要件的。

3、其他特别后果

除上述法律效果外,还可以有其他的特别后果.比如合同法
第215条规定,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
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4、因履行而治愈

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
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
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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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类型有哪几种篇二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以
及定金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
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
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当事人双方采用合
同书形式订立担保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
合同成立。当事人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
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定确认书。合同自签定确认书时成
立。

虽然《担保法》明文规定订立担保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但是，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在
担保合同中主要是指保证人履行了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
承担保证责任，抵押人或者出质人办理了担保物的抵押手续、
质押手续并交付了质押物归债权人占有等)，对方当事人接受
的，担保合同成立。

至于担保合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是独立于主合同的担保
合同，也可以表现为主合同的部分条款。除非当事人另有约
定，担保合同的效力原则上从属于主合同。担保合同只对保
证人、抵押人或者出质人和债权人发生法律效力，对债务人
不具有法律效力。

相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
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
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

第三十八条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

第六十四条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

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

第九十条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
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
效。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定金
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担
保性质的信函、传真等，也可以是主合同中的担保条款。

以上就是关于合同担保形式的规定，合同担保不仅需要明确
具体的形式，更加重要的是确定合同担保的相关责任问题。

合同类型有哪几种篇三

现代各国对合同形式采用以不要式为原则，一般不加限制，
法律只规定特定种类的合同必须具备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

第一，口头形式

口头形式的合同，简称口头合同，是指当事人只以口头意思
表示达成协议的合同。口头合同简便易行，在日常生活中广
泛运用。但是，口头合同在发生纠纷时难以取证，不易分清
责任。对于不及时结清的和较重要的合同，不宜采用口头形
式。

第二，书面形式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以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
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
的形式。当事人协商同意的有关修改合同的文书、电报和图
表，也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书面合同较口头合同复杂，在当
事人发生纠纷时举证方便，容易分清责任，也便于主管机关
和合同管理机关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
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在实践中，书面形式是当事人最为普遍
采用的一种合同约定形式。

第三，公证形式

我国法律对合同的公证采取自愿原则。合同是否须经公证，
一般由当事人自行约定。当事人要求必须公证的合同就须公
证，不经公证不生效。但对一些重要的合同种类，法律也可
以规定必须进行公证。当事人和法律都可以赋予合同的公证
形式以证据效力或者成立生效的效力。

第四，鉴证形式

鉴证形式是当事人约定或依照法律规定，以国家合同管理机
关对合同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方式订立合同的
一种合同形式。鉴证是国家对合同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行政措
施，只能由国家行政主管机关进行。鉴证的作用在于加强合
同的证明，提高合同的可靠性。鉴证也采取自愿原则。除国
家规定必须鉴证的合同外，鉴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鉴证。对于地方性法规规定必须予以鉴证的合同，在作出鉴
证规定的行政区域内签订时应从其规定。

第五，批准形式

批准形式是指法律规定某些类别的合同须采取经国家有关主
管机关审查批准的一种合同形式。这类合同，除应由当事人
达成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外，还应将合同书及有关文件提交



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审查批准才能生效。这类合同的生效，除
应具备一般合同的生效要件外，在合同形式上还须同时具备
书面形式和批准形式这两个特殊要件。合同的批准形式是国
家对某些特殊类别合同的特殊要求。法律不要求合同批准形
式的，当事人不能约定或要求国家进行批准。须经批准而未
经批准的合同，自始就无法律效力。即使当事人之间意思表
示一致，也不能认为他们之间成立了合同。这是合同的批准
形式与其他几种法定形式的重要区别。

第六，登记形式

登记形式是指当事人约定或依照法律规定，采取将合同提交
国家登记主管机关登记的方式订立合同的一种合同形式。登
记形式一般常用于不动产的买卖合同。某些特殊的动产，如
船舶等，在法律上视为不动产，其转让也采取登记形式。合
同的登记形式可由当事人自行约定，也可以由法律加以规定。

第七，合同确认书

合同确认书即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
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的
合同形式。

合同类型有哪几种篇四

1、银行履约保函

银行履约保函是由商业银行开具的担保证明，通常为合同金
额的10%左右。银行保函分为有条件的银行保函和无条件的银
行保函。*有条件的保函是指下述情形：在承包人没有实施合
同或者未履行合同义务时，由发包人或监理工程师出具证明
说明情况，并由担保人对已执行合同部分和未执行部分加以
鉴定，确认后才能收兑银行保函，由招标人得到保函中的款
项。建筑行业通常倾向于采用这种形式的保函。



无条件的保函是指下述情形：在承包人没有实施合同或者未
履行合同义务时，发包人不需要出具任何证明和理由。只要
看到承包人违约，就可对银行保函进行收兑。

2、履约担保书

履约担保书的担保方式是：当承包人在履行合同中违约时，
开出担保书的`担保公司或者保险公司用该项担保金去完成施
工任务或者向发包人支付该项保证金。工程采购项目保证金
提供担保形式的，其金额一般为合同价的30%一50%。

承包人违约时，由工程担保人代为完成工程建设的担保方式，
有利于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是我国工程担保制度探索
和实践的重点内容。

3、履约担保金

履约担保金可用保兑支票、银行汇票或现金支票，额度为合
同价格的10%;

合同类型有哪几种篇五

第一，约定解除。即当事人以合同的形式，约定一方或双方
在某种条件下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

第二，法定解除。即当事人依法律的规定通过行使解除权解
除合同的行为。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二、合同解除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
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
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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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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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
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
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
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
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



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
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
条款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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