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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建设

诚信原则的本质探讨及在我国民法中的定位

#

$刁胜先 %重庆邮电学院&重庆 ’((()*+

摘 要,分析了诚信原则形而下的功利主义起源和形而上超功利的道德地位&并以此为基础&认为诚信

原则的法律本质在于,诚信是一项基本的法律义务-诚信是互利合作的利益调节器-诚信原则不必然包含道

德善意.同时指出&诚信原则是民法的两大根基之一.
关键词,诚信原则-本质-民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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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信原则的本质

对诚信原则的本质&学术界众说纷纭.其一&认为

诚信原则为社会理想&如 ;<=>>?@A称为人类社会最高

理想&B=CDE称 为 道 德 理 想&FGH@A称 为 法 律 伦 理-其

二&认为诚信原则本质上为市场交易中&人人可得期待

的交易道德之基础&/@ACHGAIJCK>=CC均采此说-其

三&认 为 诚 信 原 则 之 本 质 在 于 当 事 人 利 益 之 平 衡&如

;LMC@DK@A理解为 当 事 人 双 方 利 益 之 公 平 较 量&JII@A
称为公正估量双方之利益&以谋求利益之调和.我国有

学者则认为&诚信原则为正义理念在民商法中之具体

化&是指在遵循交易道德的基础上&公正估量当事人间

利益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取得这些利益的平

衡%1+.梁慧星先生认为&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

德准则&诚信原则则为道德准则的法律化&其实质在于

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以上说法均是见仁见智&从不

同方面指出了诚信原则的实质内涵.但作为民法学上

的诚信&笔者认为&它首先是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义务

而存在&然后才是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

利益平衡调节器&是通向实质公正与真正的自由秩序

的工具&是实现道德理想的法律窗口.

7一8诚信原则的道德本质

1N诚信原则的形而下起源

人首先作为蛋白质的生物体存在&所以生存是第

一本能.亚里士多德在O形而上学P中说过&技术来自经

验&经验来自记忆&记忆来自感觉.在理性尚未发展的

原始人与婴幼儿那里&凭借敏锐的直觉而日益形成一

种求生经验与技能&如经济学中的Q博弈论R.该理论的

说法是&当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次数趋向无穷时&人们就

倾向于采用互相合作的方式&以避免报复.但当博弈为

有限次数时&人们就有可能在接受博弈结束时采取不

合作的策略&甚至做坏事&从而急功近利.因为博弈结

束后&别人就无法报复&或者因为人生有限&别人也来

不及报复.所以在现实中&侵害他人:为非作歹的大有

人在.于是&具有宗教文明的国家便假想人还有来世&
如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Q灵魂说R&印度教:佛教的Q轮

回 说R&这样通过来世说&就可补救人生的有限性造成

的不良选择&并提升人类社会的道德&使人们在成本与

收益的计算中得出与人为善的利润来.诚实信用因此

就成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的主要道德内容.
在中国的传统中&一般老百姓既不读圣贤之书&又缺少

宗教精神&除了家庭或家族教育外&只能依赖因果报应

来校正他们心中的成本收益分析&用晓以利害的方法

使人心向善.孔子曾对O易经P注曰,Q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R此处讲的便是这种思想.
南怀谨先生由此认为&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思想&均建立

在 因 果 报 应 基 础 上%5+.此 即 道 德 形 成 的 形 而 下 起 源

SS源于生存本能的功利计算&用时代语言谓之&即为

经济分析.由此推知&中西方的诚信思想一开始就内在

地与经济相联系&是社会实践的公共选择&是来自经验

的人际生存技术&而非思辨的理性结果.

T9*T

重 庆 邮 电 学 院 学 报 7社 会 科 学 版8
5((5年第 5期 UVGAC=?VWXMVCIYDCIZCD[@A\D<]VŴ V\<\=CK_@?@LV>>GCDL=<DVC\ 总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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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原则的形而上地位

道德的形成离不开功利主义#然而道德本身并不

仅如此$形成后的道德#由于被普遍接受#大大减少人

与人之间用于冲突的资源#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功利

结 果#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从道德的起源可

知#道德包含合作与互惠#而经济学可以证明#合作可

以有合作红利或双赢结果#即德得相通$此意义上讲#
人们也能依据功利主义原则导出遵从道德的结论来$
墨子曾断言%义者#利也$亚当斯密则从人们的自利本

能推出了道德情操$
但是#经济学成本和收益的功利计算有个假设前

提#即 以 个 人 为 单 位#假 定 人 是 作 为 孤 立 的 个 人 而 存

在$而事实上#人不只是功利个体#而且还是群体的人#
人的多重本性与人际关系超越了成本&收益的经济分

析$最重要的是#人际之间的爱打破了经济学最基本的

逻辑#首先是男女之爱#然后有父母与子女之爱$爱使

痛 苦’成本(得到分担#使快乐’收益(得到分享#这样#
一 个人便可以以她’他(所爱的人的痛苦为痛苦#快乐

为 快乐#愿意为自己所爱之人的幸福’收益(付出代价

’成本($极端情况下#一个人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

交换自己所爱之人的生命$这使成本收益的判断突破

个体界限#使个体生命在人与人之间横向拓宽&纵向延

长#从而真切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与意义$这样#经济学

意义上纯粹的提高与个人福利改进#如果以不与他人

发生任何联系为前提#则会毫无意义)*+$正是如此#爱

使人们从自己亲人身上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并扩展

到家族&朋友#乃至社区&家乡&祖国和全人类$至此#功

利主义的道德观便走到了尽头$当一个人只有付出#只

有对他人承担义务才感到生命的意义时#他的成本就

是收益&付出就是获取$这样#经济学明确的成本与收

益分析彻底失去了意义#道德终于成为道德#并与功利

主义分道扬镳了$康德说#一个人没有任何功利考虑和

外在强制#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时#他的行为才是道德

的$任何被迫遵循的,道德-都是不道德的#道德的行为

只能发自一个人的内心$这样#摆脱功利主义的计算#
人才真正地发生飞跃#成为道德人$道德因此获得形而

上的地位#引导人们不断超越功利基础#要非功利地遵

循道德#求真求善求美#使社会有效率有秩序地良性发

展$
毫无例外#诚实信用作为道德#也有功利主义的起

源#正因为此#它才不显得虚幻#才有着坚实的物质基

础.同时#作为道德#诚信又必须超越而成为发自内心

的非功利非强制的自觉自愿行为#否则#就不是道德意

义上的诚信#而沦为小人对君子的阴谋和弱者对强者

的算计$

’二(诚信原则的经济基础

依据相克相生原理#当诚信出现时#欺诈&假冒伪

劣等也就存在$但是#我国古代实行诸法合体&德主刑

辅#以礼治为主.而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未产生

较大的交易空间#使交易中的诚信与欺诈问题并不突

出$所以#将诚信固定为法律原则并明文规制欺诈&假

冒伪劣等行为的情况#还是近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出

现在民商法中的产物#并且在现象上#法律的规制呼声

越高#假冒伪劣等现象也越是铺天盖地#大有与法制抗

衡到底的倾向$因此#这里就不得不谈谈诚信原则的经

济基础$
诚信原则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特别是其发展的

高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从商品经济要求来看#它的基本

原则是等价&公平&互利#它要求通过交换获取自己所

需商品的人都必须诚实守信地遵循这些原则#否则交

换就不能持续下去#社会生产和生活就会受到破坏$但

是#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私利思想的驱动#各种假冒

伪劣的欺诈的思想和行为也势必相伴而生$从市场经

济要求来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为人性提供了

更广阔的土壤.市场的竞争与利益驱动#使竞争行为呈

多样状态$于是#在同样功利的计算之下#虽然多数人

不得不采取诚信的行为#以铸就长远的信誉品牌与无

形的商誉价值#从而体现出人性之善.但也有的人急功

近利&不择手段地玩弄假冒伪劣等欺诈之术#尽显人性

之恶$在这强大的功利动机之下#若是依然靠道德自律

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结果必然使诚信沦为苍白空洞

的 教条而丧失实际意义#甚至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因

此#使用法律手段强制人们遵守诚信原则就不能不显

得必要而紧迫$只有这样#法律保障才能使诚信者获得

更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道德认同#同时迫使违背

诚信者付出相应代价#从而起到惩恶扬善的效果#并以

强制手段为道德自律创建良好的前提与基础$正是在

这种意义上#诚信从道德手段变为了法律手段#市场经

济也就进一步成为诚信原则的新的经济基础

’三(诚信原则的法律本质

前面浓墨重彩地讲述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正是

为挖掘诚信原则的法律本质作理论铺垫$那么#诚信原

则的本质何在/

0"诚信是一项基本的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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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诚信被确定为法律原则之后!就被赋予了区别

于道德的重要性和强制性"一项基本原则意味着一种

基本要求!而法律的基本要求无疑就是基本的法律义

务"在一个以契约关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社会中!诚信

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诚信作为基本的法律义务!意味

着该义务的履行不必受其他义务的牵制和决定!而是

无条件地优先考虑和严格执行"这是诚信被纳入法律

体系中的特定内容所决定的"道德被强制遵守时便不

成为道德"法律要求的诚信属于强制性的法律义务!不

是道德意义上的诚信!故有别于儒学中的为己之学"因

为法律意义上的诚信立足于自我!面向他人!在人际关

系 中 讲 诚 实#守 信 用$而 儒 学 中 的 诚 信!着 重 内 在 之

%诚&!重心在自己!以提高修身养性"法律意义的诚信

中!%使人信任&较自我反省的内心之诚更受关注!它不

强求初心与后心的一致!而要求言行这种外在表现形

式的前后一致$不强求做出一切合乎道义的承诺!而只

要求不许假诺!不违背已许之诺"这就是法律要求的客

观关系中规定的诚信"一个人是否诚信!会出于不同的

情况’自愿或逼迫"自愿的情况又分为两种动机’明智

的功利动机和高尚的道德动机"逼迫的情况则包括道

义 逼 迫!如 难 为 情#讲 面 子#礼 仪 风 俗 等$还 有 强 制 逼

迫!主要指法律强制!例如!当不诚信危及他人利益!并

且应以诚信去消除危险#补偿损失时!就要强制遵守诚

信义务!其具体表现有民法中强制履行#同时履行#不

安履行#先诉履行抗辩等原则"因为诚信是纳入道德范

畴还是法律范畴或其它范畴!没有一个抽象的逻辑标

准!而是与诚信所代表的经验内容与主体感觉有关"按

上面的划分!出于高尚的道德动机和因道义逼迫而转

换为自愿的诚信行为明显属道德范畴$出于明智的功

利动机者!则是法律允许并鼓励的正当行为!需要法律

强制的诚信则是法律的基本要求!这两种情况下的诚

信显然属于法律范畴"当法律的基本要求都遭到违背

时!法律的强制力就派上了用场"因为基本义务不被遵

守!其它义务的遵守便因失去重要前提而难以论及"所

以!诚信作为基本义务存在!是法律对人的行为作出的

一种基本要求!而与高尚的道德善意无必然联系"故笔

者认为!诚信原则的法律本质包含善意的说法是有失

偏颇的"

()诚信原则是互利合作的利益调节器

结合诚信的起源!可以认为!在互利合作中进行利

益平衡!是诚信原则作为法律原则的核心本质"西方典

型的功利主义理论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追求功

利或利益是人的行为的目的!道德不过是%求得最大幸

福之术&!一 切 能 够 增 进 功 利 和 效 益 的 行 为 都 是 道 德

的"这种理论坦率地直言!道德就是求得最大利益的工

具"姑且不论这与西方很早就把诚信纳入法律范畴是

否有直接内在的关系!但中国的法律确认并贯彻实施

诚信原则!却离不开中国的道德伦理传统"中国主导性

的传统伦理实质也是一种道德功利主义!即在形式上

实行泛道德主义!把道德抬到无以复加的至上地位当

作目的$而在实践中!却把道德由目的异化为达到个人

功利目的的手段!以个人功利为实现道德的动力和维

持道德的手段"这一方面形成了中国人性格的双重性!
另一方面又使诚信等原则在礼治秩序中根深蒂固!难

以脱离出来!成为坦率又强制的法律原则"如今中国民

法引进诚信原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实质上不谋而

合!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正是将德治与法治

统一起来!直面利益计算与道德情感交织的日常生活!
着重构建公正的民法自治秩序的大好契机"古今中外!
诚信都是一个意蕴深厚的词语!并且多属道德范畴"但

在 法 律 意 义 上!它 只 能 被 视 为 法 律!目 的 在 于 定 分 止

争"因此!诚信原则的实质是利益的调节工具!是人们

在社会交往尤其是经济交易中互利合作不可超越的功

利主义选择!也是德治与法治实现良性互动的不可或

缺的纽带"

二#诚信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定位

*一+立法情况简介

笔者就中国目前的民法规范作了粗略统计!发现

,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中涉及诚信原则的共

十三条!其中,民法通则-的规定有两条!,合同法-有九

条!,担保法-有两条"这些规定体现的立法思维都是由

总体到具体!立法方式包括肯定的应然要求与否定的

实然排除!整个立法风格是典型的大陆法型"可见我国

法律受大陆法影响之深"

*二+立法分析

.)肯定性的应然要求

这种立法方式主要是在总体规定中使用"如,民法

通 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公平#等价

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

当具备的条件包括意思表示真实!由于诚实信用原则

也包含这层含义!所以!这也是关于诚信原则的要求"
可 见!,民法通则-中诚信原则的调整范围是整个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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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并且构成民事活动中一部分行为""民事法律

行为的有效成立条件#这使它在民法总则中的地位是

与意思自治原则平分秋色!各领风骚#$担保法%第三条

也将诚信原则同平等&自愿和公平一起!规定为担保活

动的总体原则!其后除第三十条作了一些排除列举外

再无规定#$合同法%第六条的肯定性规定!把遵循诚信

原则明确限于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范围!因为

该法第五条把当事人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的要求分配

给了公平原则#第六十条和第一百二十五条即有规定#
这表明!我国的诚信原则!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当事人履

行契约的行为操作中!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比如!保密

义务的规定就是例证#在谈判过程中遵守保密义务!不

向外界披露或擅自使用对方的商业秘密!这是各国立

法与实践普遍要求的#在 ’()(年的西格诉高贝公司一

案中*+,!原告西格发明了一种地毯夹!商议由被告进行

推广和销售#然而谈判破裂了!被告随之擅自使用了原

告的创意并开始生产和销售该种地毯夹#在判决中丹

宁 爵士指出-.本案不适用有关默示的合同的法律!判

决的基础应是平衡法的普遍原则!在本案中即为在相

互信赖的关系中取得了对方的秘密的一方不得利用其

获取不公平的利益/*0,#因此!被告被判决对原告进行

合理的损害赔偿!赔偿额相当于将该发明自愿转让的

价格#这一判决表明!英国法是承认缔结契约的过程中

源于诚实信用的保密义务的#在实际生活中!诚信义务

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很难以分类穷尽!也难以与现实

完全&准确地对应#因此!不论对何种情况!只有从诚实

信用原则出发提出应然要求并进行具体衡量!才能保

证法律的公正#

12否定性的实然排除

诚实信用是一个内涵丰富&不易清晰界定的原则!
所以!对它的认识与操作!需要在其外延上作些规定3
尤其需要否定性的排除列举#恶意与欺诈是诚信最常

见的反面表现#如$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

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4一5假借订立合同!恶意

进 行磋商34二5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4三5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实质上!该法条将恶意&欺骗等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列为缔约上责任的一种原因!借此肯定诚信原则#$合

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四条和五十五条则把违背诚信

的行为作为合同效力的条件#第五十二条规定!一方以

欺 诈&胁 迫 的 手 段 订 立 合 同!损 害 国 家 利 益 的 合 同 无

效!以 示 对 欺 诈&胁 迫 者 进 行 惩 罚3第 五 十 四 条 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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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立法出于

对受损害方的保护!将惩罚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者的

裁判权交给本人!由其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效力方式#这

条立法可谓是意思自治原则与诚信原则的有机结合#

$担保法%第三十条为免除保证人不应负的责任!也以

诚 信原则为衡量标准做出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4一5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
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34二5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
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

保证的#/否定性的排除要求!主要来源于实践中出现

的各种情况!同时这也是一个有关立法技术的问题!需

要不断地完善与健全!提高操作性!尽可能地做到明文

杜绝各种有背诚信原则的有害行为发生#

4三5诚信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定位

通过前面的论述!笔者认为!诚信是一个有多层含

义的概念-一是对自己意志的诚信!二是对双方共同意

志 的诚信!三是对社会意志4社会公正和法律价值5的

诚信#这三种诚信在范围上层层扩大!在效力上层层递

升!在 动 态 的 互 利 互 动 中 平 衡 运 转!规 范 着 人 们 的 行

为!从而促进法律理想的实现#所以!诚信原则作为一

项基本的法律义务!表现了法律对人们普遍诚信守法

的应然要求!以维护法的至上权威3诚信原则作为互利

合作的利益调节器!在实际操作中也可能出现为善与

为恶的结果!这表明诚信原则在实然层面上!只是作为

调节利益的工具存在!而本身难以定性为是善还是恶#
因此!诚信原则并非民法中高于其他规则的帝王规则!
它始终与意思自治原则共生共存&共同构建民法体系

的两大根基!同时服务于正义这个最高理念!并指导着

一系列具体规则的操作与运行#
首先!诚信原则体现着民法义务本位的性质!因为

诚信是一项基本要求与基本义务#意思自治原则是权

利本位的典型表现!而法律中权利义务本为一体!相克

相生#所以!诚信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实为民法性质一

体两面的体现!孰轻孰重!实难分辨!也无必要#
其次!如果说意思自治原则曾经代表了个人本位

的法律思潮!那么!诚信原则则侧重表现了法律的社会

本位倾向#辩证地看!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也是一致和

相通的#因为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所以个人本位的强

调是为了社会的和谐!而社会本位的突 4下转 6(页5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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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为毕业生就业提供网上信息交流和服务"对

来院的用人单位!我们也都通过校园网及时#快速通报

需求信息!方便毕业生及时查询!同时也通过网络与毕

业生进行现时的交流和沟通!多渠道地开展就业指导

和服务"
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的建立!使我院毕业

生工作有了显著的变化$其一!学生的择业观念发生了

根本转变!已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等#靠&逐渐转变为

主 动 进 入 市 场 自 主 择 业#自 主 创 业!竞 争 意 识 明 显 增

强!择业心态日趋成熟’其二!就业工作也已由计划与

行政管理职能为主逐渐转变为服务与指导职能为主"
近年来!我们在正确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毕业生就业方

针政策的前提下!齐心协力!有计划#有步骤#高效率#

高质量地做好了每一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做到了四个

满意!即$毕业生对就业工作满意’用人单位对我院的

毕业生质量和就业服务工作满意’学生就业率高并找

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使学生家长满意’毕业生愉快

走向工作岗位!新生生源俏!学院领导满意"近年来我

院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得到了上级领导

部 门的肯定 和 好 评!())*年 我 院 被 评 为%重 庆 市 大 中

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同时!我院毕业生的质

量和就业服务工作!在信息行业内外也赢得了用人单

位的普遍赞誉!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的同时!也为

学院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效益!促进了教学和科研工作

的良性循环" 编辑 刘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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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上接 p)页r出!则 是 为 了 更 好 更 多 地 体 现 个 人 的 权

利!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谐调互动"一个社会要有序地

良好运转!必然要兼顾社会与个人两个方面"
再次!诚信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鼓励人们追求善

良#自由和正义的自治秩序!但本身却只是作为一种法

律工具和手段而存在!而不是一种法律价值"因此!人

们应该遵循正义理念的引导!正确地运用这两项原则!
从而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搭起一座通向理想的桥梁!培

育一朵盛开不败的奇葩"可以说!诚信原则与意思自治

原则一起组成民法的伦理依托!使民法免于沦为纯粹

的技术规则体系!而且使之始终带上慈母一样关注个

体生命的伦理情怀!从而具备了不朽的生命和博大的

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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