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合同法的论文选题(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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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对于
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合同。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优秀合同模板，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合同法的论文选题篇一

劳动合同乃劳动关系之核心，一切劳动关系均建立在劳动合
同之上，并由此展开。而劳动关系之历史演变是一个历史发
展过程，并遵循着一条以私法理念和原则调整的过程。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是劳动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
国家干预经济思想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劳动关系社会
化已必然。当事人一方提供劳动，他方负 担对待给付的纯债
法关系已不完全能够适应日益高涨的人权发展活动。以重视
劳动力之支配权与保障劳动力所有者之人格权相互并重，劳
动法要求独立地调整劳动关 系的要求，得以立法支持。以调
整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法在私法原则的基础上，更多重视进
行公法规范，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劳动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劳动雇佣关系最终从私法中脱离出来，以重视对劳动合同的
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共同调整的劳动合同法，成为劳动法的
特别法而被许多国家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

动基准法，又要建立有利于协调和稳定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
法;既要承认和维持劳动规则的权威 性，又要防止劳动规则
的滥用;既要重视单个劳动合同的调整，又要发挥集体合同的
作用。为了确保以生存权为基础的工作权的实现，建构成了
以团结权、团体交涉权及争议权的整合体系。



总的来说，《劳动合同法》通过对劳动合同制度的进一步完
善，用法律手段对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调
整，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劳动关系双方达到实质
上 的平等与和谐，使劳动合同制度在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
劳动关系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成为促进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法律保障。《劳动合同法》 的重要意义
和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制度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劳动合同法》既坚持了《劳动法》所
确立的劳动合同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又对 其作了进一步
的规范和完善。主要体现在：针对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问题，
明确了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及用人单位不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 任；针对滥用试用期损害劳动者
合法权益问题，明确了试用期限、试用期次数、试用期工资
和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等规定；针对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
规定终止劳动 合同且不再续签的，也应依法支付经济补偿，
并明确了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此外，还进
一步规范了服务期、竞业限制、违约金等约定事项，劳务派
遣与用工单位的义务分配和连带赔偿责任，非全日制用工方
式和计酬标准，等等。这些规定都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加以规范和明确的，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劳 动合同制度，
也从根本上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
利和义务，重点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通过对劳动合同的
订立、履行、解除或终止等一系列制度设计， 明确了劳动合
同双方当事人应当依法、全面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既规定
了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建立劳动关
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依法 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裁减
人员以及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等义务，也规定了劳动者应当
依法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完成用人单位的工作任务、
遵守关于服务期和 竞业限制的约定、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等义
务。但是，相比劳动者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劳动合同法》



更多规范了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从而更好地保护
劳 动合同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是《劳动
合同法》秉承《劳动法》的立法宗旨，也是《劳动合同法》
最为鲜明的法律特征。

第三，《劳动合同法》为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提供了有力
的法律武器。《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对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 章制度及其执
行情况、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劳
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等事项
开展劳动监察，规定了用人单位 违法订立、履行、解除和终
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为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特别是查处用 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和执法依据。

合同法的论文选题篇二

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对等。

合同当事人必须就合同条款充分协商，取得一致，合同才能
成立。

（2）自愿原则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非法干预。

自愿原则是贯彻合同活动的全过程的，包括：第一，订不订
立合同自愿，当事人依自己意愿自主决定是否签订合同；第
二，与谁订合同自愿，在签订合同时，有权选择对方当事人；



第三，合同内容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愿约定；第四，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协议变更有关内
容；第五，双方也可以协议解除合同；第六，可以约定违约
责任，在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
总之，只要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合同当事
人有权自愿决定。

当然，自愿也不是绝对的，不是想怎样就怎样，当事人订立
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3）公平原则

平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要公平合理，要
大体上平衡，强调一方给付与对方给付之间的等值性，合同
上的负担和风险的合理分配。具体包括：第一，在订立合同
时，要根据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得滥用权利，
不得欺诈，不得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第二，根据公
平原则确定风险的合理分配；第三，根据公平原则确定违约
责任。

（4）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以及合同终止
后的全过程中，都要诚实，讲信用，相互协作。诚实信用原
则具体包括：第一，在订立合同时，不得有欺诈或其他违背
诚实信用的行为；第二，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当事人应当遵
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
及时通知、协助、提供必要的条件、防止损失扩大、保密等
义务；第三，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
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5）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法的论文选题篇三

(1)平等原则

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对等。

合同当事人必须就合同条款充分协商，取得一致，合同才能
成立。

(2)自愿原则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非法干预。

自愿原则是贯彻合同活动的全过程的`，包括：第一，订不订
立合同自愿，当事人依自己意愿自主决定是否签订合同;第二，
与谁订合同自愿，在签订合同时，有权选择对方当事人;第三，
合同内容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愿约定;第四，在合同
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协议变更有关内容;第五，
双方也可以协议解除合同;第六，可以约定违约责任，在发生
争议时，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总之，只要
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自愿
决定。

当然，自愿也不是绝对的，不是想怎样就怎样，当事人订立
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3)公平原则

平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要公平合理，要
大体上平衡，强调一方给付与对方给付之间的等值性，合同
上的负担和风险的合理分配。具体包括：第一，在订立合同
时，要根据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得滥用权利，
不得欺诈，不得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第二，根据公平
原则确定风险的合理分配;第三，根据公平原则确定违约责任。

(4)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以及合同终止
后的全过程中，都要诚实，讲信用，相互协作。诚实信用原
则具体包括：第一，在订立合同时，不得有欺诈或其他违背
诚实信用的行为;第二，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当事人应当遵循
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及
时通知、协助、提供必要的条件、防止损失扩大、保密等义
务;第三，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5)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法的论文选题篇四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的主旨和根本准则，也是制定、
解释、执行和研究合同法的指导思想，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的
功能还在于：在合同约定不明或有漏洞时，可以依据合同法
基本原则予以适当纠正，甚至可以以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作为
处理合同纠纷的依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原则、自
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法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



一、自愿原则

《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
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自愿原则是指当事
人依法享有在缔结合同、选择交易伙伴、决定合同内容以及
在变更和解除合同、选择合同补救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合同
自愿原则是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合同法律关系的本质
体现。

确立合同自愿原则是鼓励交易、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合同关系越发达、越普遍，则意味着交易越活跃，市场经济
越具有活力，社会财富才能在不断增长的交易中得到增长。
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合同当事人依法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
可以说，合同自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关系发展的基础和
必备条件，而以调整交易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合同法当然应以
此为最基本的原则。

合同法确认合同自愿原则不仅表现在明确了“当事人依法享
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而且在法条表述中尽量限制合同
法的强制性规范，努力扩大任意性规范。在一般情况下，有
约定时依约定，无约定时才依法律规定，即当事人的约定要
优先于法律的规定。例如《合同法》中许多条文规定“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外，《合同法》对合同自愿原则的
确认还表现在：

第一，在合同的订立方面，《合同法》极大地减少甚至消除
了有关合同法规和规章对当事人的订约自由所施加的限制，
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订约伙伴。

第二，在合同的效力认定方面，充分尊重了当事人享有的订
约自由，尽量减少了政府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合同法》并
未规定行政机关享有确认合同效力的权力，对行政机关监督
检查合同的权力也作出了严格限制，以防止政府机关随意干
涉合同当事人的合同自愿。



第三，在合同内容的确立方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自由。
《合同法》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合同法》虽然
规定了合同所“一般包括”的条款，但这些条款都是示范性
条款而非强行性条款，并不要求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都必须
具备这些内容，也没有对适用于各类合同的必要条款作出统
一规定，从而尊重了当事人在确立合同内容方面的自由。

第四，在合同的方式方面，《合同法》规定，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
其他形式。即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当事人必须采取书面形
式的合同，当事人未采取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的，也认为合同成立。

第五，在合同解除方面，允许当事人在订约时约定合同解除
权，在合同生效后，如果出现了解除条件，允许享有解除权
的一方通过行使约定解除权而解除合同。

第六，在违约责任方面，《合同法》充分尊重守约方在对方
违约后所享有的选择补救方式的自由，尤其是废除了传统的
继续履行原则，允许守约方选择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方
式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可以约定赔偿损失额，
也可以约定违约金条款。

当然，任何自由都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绝对的.、不受
约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合同法所确定的合同自愿也是一种
相对的自由，而非绝对的自由。

二、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
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当事人在从事民事
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
权利及规避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主要体现在：

第一、当事人与他人订立、履行民事合同时，均应诚实，不
作假，不欺诈，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第二、当事人应恪守信用，履行义务；不履行义务使他人受
到损害时，应自觉承担责任。

合同法中确认诚实信用原则，有利于保持和弘扬恪守信用、
一诺千金的传统商业道德，有利于强化当事人的合同意识，
维护社会交易秩序，并为司法实践中处理合同纠纷提供准绳。

三、合法原则

为了保障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符合国家的意志和社会公共利
益，协调不同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当事人的个别
利益与整个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冲突，保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我国合同法也确认了合法原则。《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
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
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法的论文选题篇五

1、合同法是私法。合同法规范当事人之间因私人利益产生的
合同法律关系，强调主体平等、意思自治。因此合同法为私
法。

2、合同法是自治法。合同法主要是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而不
是强制性法律规范调整合同关系。合同法通过任意性规范或
引导当事人的行为，或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不完整。合同法对
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即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范，被严格
限制在合理与必要的范围之内。

3、合同法是财产交易法。合同法与物权法均属财产法范畴，



其中物权法主要调整财产归属及利用的财产关系，是从静态
角度为财产关系提供法律保护，而合同法则调整财产的流转
关系，即商品交换关系，是从动态角度为财产关系提供法律
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