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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法律的了解日益加深，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
同，它也是减少和防止发生争议的重要措施。合同的格式和
要求是什么样的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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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解除的撤销权篇一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物质财
富的不断增加，赠与活动以及赠与纠纷不断增多。“给出去
的东西就没法往回要了”，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但是生活中，有些受赠人的所作所为却令赠与人痛心疾首，
追悔莫及。根据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不过要
符合一定的条件。

一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与受赠人所有，受
赠人也表示接受赠与的协议。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无偿性。2单务性。3转移赠与财产的所有权。4赠与是双方
的法律行为。5赠与为诺成合同。

合同解除的撤销权篇二

根据《合同法》第192条的规定，赠与人在下列情形下可以撤
销赠与：

(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此处的'扶养义务



不论是法定义务还是约定义务，受赠人都必须履行，其不履
行即构成赠与的撤销事由。如果受赠人无扶养能力，那么其
不履行扶养义务不构成赠与撤销的事由。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在附义务的赠与中，
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否则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

另外，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也享有赠与撤销权。
《合同法》第193条规定：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
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
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的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1年内行使。赠
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撤销原
因之日起6个月内行使。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在规
定的期限内不行使的，撤销权归于消灭。赠与被撤销的，在
赠与财产未交付时，赠与人可拒绝赠与;财产交付的，撤销权
人可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财产。

合同解除的撤销权篇三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只能由赠与人本人或者赠与人的继承人或
监护人行使。赠与人当然享有独立的撤销权，而赠与人的继
承人或监护人只有在赠与人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而死亡或丧
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才可以行使撤销权。

2撤销权行使的条件

(1)无因撤销的行使条件

第一，赠与合同是非经公证证明订立的;

第二，只能由赠与人本人行使撤销权;



第三，赠与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或道德义务性
质;

第四，只能在赠与财产交付之前行使撤销权。

(2)有因撤销的行使条件

第一，受赠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
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的;(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第二，应当在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

第三，只能由赠与人本人行使撤销权。

(3)继承人或监护人撤销赠与的条件

第一，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

第二，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
使。

4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

撤销权一经行使即发生效力。因撤销权为形成权，其行使的
效果是使赠与合同关系归于消灭。所以，当赠与人交付之前
行使撤销权的，赠与人自可以拒绝履行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当赠与物已交付受赠人后行使撤销权的，受赠人因失去取得
赠与物的合法根据而应当返还受赠与的财产。受赠人拒绝返
还的，赠与人有权请求其返还。

撤销赠与合同能够使赠与财产物归原主，自然维护了赠与人
的合法权益，笔者所要提醒大家的是，作出赠与行为之前，
一定要慎重!



合同解除的撤销权篇四

xxx同志，性别，身份证号xxxxxxx，系我单位聘用职工，该同
志与我单位协商一致，已正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月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37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50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

b、协商一致解除(由劳动者提出)；

c、劳动者单方解除；

d、劳动者试用期内解除；

e、用人单位裁员；

用人单位（盖章）

年月日



有关说明：

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在七日内将失
业人员的名单、档案及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等资料
报送就业管理服务机构。

2、失业人员应当自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之日起六十日内，持
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就业失业
登记证》、身份证、户口簿、二寸近期免冠照片2张等材料，
到就业管理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符合失业保险金申领条
件的，可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3、本证明书一式四份。单位、员工、存入员工档案、就业备
案各一份。

员工签收：

年月日

合同的撤销、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合同解除的撤销权篇五

可撤销合同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
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
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
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
有效。

第五十七条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
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
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
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合同的解除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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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
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
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
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
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
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
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合同的终止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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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继续性合同与非继续性合同】

继续性合同是指履行在一定的继续的时间内完成，而不是一
时或一次完成的合同。

追溯力：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没有溯及力。如租赁合同、
仓储合同均属于此类。租赁、借用、消费信贷等继续性合同
以使用、收益、标的物为目的，已经被受领方享用标的物效
益，是不能返还的，也就不能恢复原状。这些合同解除不管
有无溯及力，给付人都只能请求对方返还响应的价金，在相
应的给付时，有溯及力除了增加不必要的迂回曲折外，对当
事人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不如规定这些合同的解除无溯及力，
除非当事人有相反的规定。但是，在长期的购销合同有其独
特的性质，它被解除时能够恢复原状。

无溯及力时，只发生不当得利返还义务，不当得利的返还，
往往以受领方的现存利益为限，受领方取得的给付因意外事
故减少或不复存在，就不负返还义务。加之不当得利返还请
求权只是普通债权，在违约方（受领方）的财产不足以清偿
数个并存的债权时，守约方可能在实际上得不到给付的全部
返还。



时效：每个相对独立的履行部分来个别计算，分别适用诉讼
时效。

举证责任：在继续性合同的诉讼中，合同的继续性决定了合
同的履行不是一次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行着的，
如果严格遵守让履行合同一方举证合同已经履行，则难免失
之过苛，履行方也不可能将每一时刻的合同履行予以记载，
也不符合继续性合同履行的习惯。因此，在实务中出现了法
院将继续性合同是否履行的举证责任全部加之于相对方，即
让相对方负担合同没有履行或是违约的证明责任。这种将举
证责任转换的司法实践，确实考虑了继续性合同履行的特殊
性，也是出于对证据距离的考量，但是，缺乏法律依据，
《若干规定》仅于第六条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的证明责任
予以了倒置规定，而不能普遍适用于继续性合同纠纷案件。

非继续性合同是指履行为一次性行为的合同。即一次给付便
使合同内容实现的，如买卖、赠与、承揽等合同。

追溯力：就非继续性合同的性质而言，当它被解除时能够恢
复原状，具有溯及力的效果，即已经进行的给付能够返还给
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