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贸易中我国企业签订违约金条款应注意的问题 

文/郭丹云 辛香玲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激增，违约金作为一种违约救济方式，其迅速便
捷、体现效益的优越性愈发显现，但纠纷也大量出现。尤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贸易中，“罚金”一
词的使用，违约金数额的过高和笼统，大多被英美法系的法官判定为罚金而无效。在国际货物买卖
合同中如何订立好违约金条款，如何避免合同条款因违背各国的国内强行法而无效，那么掌握两大
法系对违约金的规定和态度实有必要。 

一、各国立法关于违约金性质的规定 
关于违约金性质的差异，这集中表现在不同国家对惩罚性违约金的态度上。（一）大陆法系的

违约金性质 
《法国民法典》第1229条具体指明了违约金的性质，“违约金条款是对债权人因主债务不履行

所受到的损害赔偿的补偿。”但法国法不禁止当事人订立带有惩罚性质的违约金，在法国，“基于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所处的神圣地位，当事人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原则上是有效的，不论这种约定是
基于补偿的目的而作出的还是为了防范违约而作出的。”德国法则强调了违约金的惩罚性。《德国
民法典》第339条规定：“债务人对债权人约定在不履行债务或不以适当方式履行债务时，应支付
一定金额作为违约金者，于债务人迟延时，罚其支付违约金。” 可见，不论这种违约是否给对方
造成实际损害。 

综上，德国法对违约人比较严厉，强调了违约金的惩罚性；法国法则比较温和，注重了违约金
的赔偿性。然而，两国法律都承认违约金的惩罚性。总之，大陆法系原则上认为违约金的根本属性
为补偿性，但并不禁止当事人就违约订立惩罚性质的违约金。 

（二） 英美法系的违约金性质 
英美合同法把一切形式的惩罚性的违约救济排斥于合法的违约救济之外，只承认赔偿性的违约

金。受损害方只能要求违约方赔偿其损失，不能对之实施惩罚。这就决定了，合同中加入的旨在惩
罚违约方的条款是无效的。因为，“法律不允许人们相互实施惩罚。” 

英美法对违约金是赔偿性还是惩罚性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所谓赔偿性违约金
是指合同当事人之间预先一致同意的、如一方违约他方应得到的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补偿。其数
额应当是公正的、恰如其分和合情合理的，是对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的一种诚实的或真正的预测；
而惩罚性违约金则是合同双方为保证主债务的履行而设定的，与可能预见的损失不相称的赔偿。这
种赔偿旨在惩罚威慑当事人使其不得违约。 

总之，由于英美法拒绝承认惩罚性违约金具有担保合同履行的功能，认为合同救济的目的在于
补偿而非惩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视其为罚金而无效； 

二、我国企业对外贸易中签订违约金条款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两大法系对违约金条款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联合国销售合同公约》对此未作规定，使

用违约金这一救济措施依据的是各国的国内法。为了更好保护我国贸易主体的利益，我国企业在签
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应特别注意违约金条款的几个问题： 

（一）尽量避免使用“罚金”一词。 
英美合同法把一切形式的惩罚性的违约救济排斥于合法的违约救济之外，只承认赔偿性的违约

金。受损害方只能要求违约方赔偿其损失，不能对之实施惩罚。这就决定了，合同中加入的旨在惩
罚违约方的条款是无效的，法院是不支持惩罚性条款的。在合同中使用“罚金”，这对于潜在的受
害方是不利的。因为该词给法官或仲裁员的第一印象就是抗拒的。  

（二）违约金数额不能明显过高，并且违约金条款应尽量详细。 
虽然英美法中，违约金是赔偿性还是惩罚性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但是，还有

其他相应的判断标准。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2-718（1）条中的规定：如果鉴于“违约引起的
预计的或实际的损害”，违约金条款规定的赔偿额是合理的，该条款就是可强制执行的。依此规
定：只要约定的赔偿额与实际发生的损失相比显得过高，达到了不合理的程度，即可认为该约定是
惩罚性的。  

所以，无论当事人有无对违约方施加惩罚的动机，违约金都不能明显过高。如果明显过高，极
易被英美法系的法官判定为罚金而无效。另外，不要针对多项违约行为只约定一个固定数额的违约
金，这有可能被认定为罚金而无效。应该针对每一种具体的违约行为，以至每一种违约行为可能发
生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违约金。 

 



（三）适当提高合同总价款，发挥合同尾款的担保功能。 
在针对履行迟延订立违约金时，可以适当提高合同总价款，在买方按期履行债务则可以享受一

定的价格优惠（打折），这样可避免被认定为罚金而无效。另外，还可发挥合同尾款的担保功能。
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付款方式中约定一笔数额较小的金额（通常为合同总价款的5％-10%），该笔金
额作为合同总价金的一部分，通常在卖方交付货物后并经买方验收合格或经过一定质量保证期后再
行支付。与违约金相比较，尾款是买方在合同价款中预先扣留的，并不需要在违约发生后向卖方请
求，因而更利于保护买方利益。而它只是一种付款方式，可以规避“罚金风险”。（作者单位：
郭丹云 /河北理工大学；辛香玲/河北青年干部管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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