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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新领布的《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规定了合同履行中的不安杭辩

权，这是《合同法》立法土的一个重要突破。本文对行使不安杭辩权涉及到的有关

法律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正文]  

    一、不安抗辩权的产生 

    所谓不安抗辩权，指双务合同成立后，应当先履行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不能履行

主押，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在对方没有提供履行担保之前，有权中止履行合同义

务。 

    不安抗辩权是一种自助权。先履行一方行使不安抗辩权时，无须经对方同意或经过诉讼、仲裁

程序。 

    因此，不安抗辩权的产生，主要取决于先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履约能力的判断，

如果先履行义务一方的当事人根据有关证据，认为对方当事人没有履约能力或有可能不履行合

同，他就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当然，这种证据必须是客观的证据，而不能是假想的证据;对对方

履约能力的判断更应该是客观的判断，必须依据确凿的证据，而不能是凭空的主观判断，否则就

可能导致承担违约责任。 

    二、适用不安抗辩权的条件 

    行使不安抗辩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而互负债务，并且该两项债务具有对价关系。 

    (二)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才能享有不安抗辩权。不安抗辩权是合同负有先履行义务的

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现实危险时，暂时中止自己给付的行为。这种暂停

给付的发生前提之一，是权利人负有先履行义务。不安抗辩权的“不安”，在于权利人依照合同

先履行义务，先履行义务必然要承担对方履行不能所产生的风险，当这种风险具有现实性的时

候，当事人可以将自己的给付暂时保留。从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法律赋予当事人不安抗辩

权。 

    (三)后履行义务人的履行能力明显降低，有不能履行给付义务的现实危险。不安抗辩权制度保

护先履行义务人是有条件的，不允许在后履行义务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行使不安抗辩权，只能

在发生对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现实危险、危及先履行义务人的债权实现时，才能行使不安杭辩权。 

    所谓后履行义务人的履行能力明显降低，主要包括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或者转移财产、抽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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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逃避债务;或者丧失商业信誉以及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等四种情形。 

    此外，履行能力明显降低，须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对方的履约能力已经很

低，先履行义务人若明知此情却仍然与之缔约，法律则无必要对其特别保护，即不能行使不安抗

辩权;若不知此晴，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撤销等制度保护自己的权利。 

    (四)后履行义务人未提供适当担保。如果后履行义务人提供了适当的担保，则先履行义务人就

不能再行使不安抗辩权，应当立即恢复履行合同，否则，先履行义务人就要承担迟延履行或者违

约的责任。 

    三、不安抗辩权与先履行抗辩权的区别 

    不安抗辩权与先履行抗辩权在权利的产生、权利的主体、权利行使的时间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

同。其一，不安抗辩权是负债先履行义务的一方享有的抗辩权，当预期的债权有不能实现的危险

时，产生不安抗辩权。在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并不要求对方履行义务期限届至。如果负债先履行

义务的方履行期未届至，不产生不安抗辩权，因履行期未至，他只能暂停履行准备，而无从停止

履行。而先履行抗辩权是负债后履行义务一方享有的抗辩权，它的产生和行使，须双方履行期均

已届至。在先一方未届履行期时，另一方无权要求其履行，先履行抗辩权无产生的必要，在后履

行的一方未届履行期，履行效力尚处于冻结状态，也无产生先履行抗辩权的基础。其二，不安抗

辩权产生的实体条件是对方有不能履行给付的现实危险，使自己的交换目的不能实现。在对方履

行期届至以前，这种危险只是一种现实的危险，而不是一种现实。若等现实的危险转化为现实，

则已无不安抗辩的机会和必要了。先履行抗辩权是对方的违约已经成为现实，若在先履行的一方

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则在后履行的一方无从产生先履行抗辩权，这时如果其不依约履行，则构成

违约行为。 

    四、不安抗辩权与违约责任 

    先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在行使不安抗辩权后，对方当事人没有提供适当担保，也没有在一合理

的期限内恢复履约能力，实际上已构成默示预期违约，先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如何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获各违约补救?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行使不安抗辩权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这项权利的运用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当事人既可坚持

合同的效力，也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先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可以采取

如下措施获得补救:第一、坚持合同效力，等待对方履行。先履行义务一方如果希望对方向其履地

合同规定的义务，可以单方坚持合同的效力，等待履行期到来时，要求对方履行。不过这种等待

方式可能并不一定有利，因为对方极有可能在履行期到来时，事实上确实不能履行义务。第二、

一方当事人在行使不安抗辩权，解除合同后，并不影响其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仍有权向法院提

出诉讼，请求对方当事人赔偿实际损失，其中包括可得利益损失。一般来说，如果债务已届履行

期，要赔偿可得利益的损失，被告应赔偿合同价格与履行期到来时的市场价格这间的差价。因为

如果被靠在履行期到来时交付货物，原告能够得到这批货物，则这批货物应按当时的市场价格来

确定其当时的价值。而合同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正是原告所遭受的可得利益的损失。但当理

人行使不安抗辩权。是在债务到期之前，因此不能按债务到期市场的价格来作为损害赔偿的依

据，只能根据提出请求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如果履行义务人不适当地行使了不安抗辩权，即在没有证据或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行使了不安

抗辩权，从而中止了合同的履行，就应承担迟延履行或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一般情况下，行

使不安抗辩权的条件是否成立，行使不安抗辩权的行为是否适当，最终应由法院或仲裁机构裁

决。如果对方当事人认为先履行义务人不适当地行使了不安抗辩权，则可以诉请法院或仲裁机构

要求裁决先履行义务人行使不安抗辩权不当，构成违约，同时可以要求先履行义务人承担不及时

履行或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即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其所受到的损失。 

    不安抗辩权是法律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授予当事人的一项权利，但这一权利不能滥用，

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因此，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之前，必须搜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对方当事人的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或者有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的行为，或者能证明对方丧失商业信誉，或者能够提供证

据证明对方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如果一方当事人不能提供确切的证



据，贸然行使不安抗辩权，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以而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如果权利人没有及时通知相对人，

应视其体情形承担违约的责任。 

    如果对方当事人在接到通知后，未在合理的期限内恢复履行能力，又没有及时提供适当的担

保，实际上已经构成预期违约。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基于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的规

定追究相对方的违约责任;当然也可以继续中止履行，在相对方实际违约时，追究其违约责任。 

    在先履行方基于不安抗辩权而中止履行合同时，相对方有提供担保的权利，但也可以不提供担

保。在相对方提供适当担保后，先履行方应当恢复履行，否则构成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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