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双方签署协议时五个常见问题及分析

跨境交易在给您的生意带来新商机的同时，也往往充满挑战。除了为应对谈判策略中的那些细微文化差

异而挠头外，如何起草协议也很让人费神；因为您还需要时常考虑陌生法域的法律和法规。希望下列我

们提供的五个签署跨国协议常见疑问及其分析能帮助您与中方（或若您是中方时，与海外的一方）一起

完善协议的过程变得简单。

1. 中国法下是否有合同补偿“indemnity”的概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不存在合同补偿（“indemnity”）的概念。在合同内加入该用语可能会误

导中外方双方从而导致对此约定有不同的预期。

简单来说，在英国法
1
下，合同补偿条款是指一方在某种具体事件（即“触发事件”，未必一定限于

违约行为）发生时需要向另一方支付补偿金（其具体数额为触发事件造成的所有损失或由双方事先约定）。

但是，合同补偿条款最终的履行方式应视具体合同条款而定。

对于受偿方来说，在合同中加入补偿条款比依靠因对方违约而获得赔偿更加有利，因为受偿方不必：

1) 证明损失的事实和数额；

2) 表明该损失由违约造成——表明该损失由触发事件造成即可；

3) 表明其已采取措施减轻损失；或

4) 考虑导致损失的原因和损失结果之间关系的远近——允许起草相应合同补偿条款使得因果关系

过于遥远而无法补偿的损害受到补偿。

事实上，依据合同补偿而受偿的一方得到的好处是该种补偿会增加受偿数额。但是，因为可以通过

合同语言限制合同补偿条款的适用，实际受偿的程度最终取决于具体合同条款的撰写。

如果您是中方，请您注意合同补偿的概念同样也存在于英国以外其他的国家或地区。例如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和香港。但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阐释该条款的方式可能不同，建议您咨询当地的专业人

事。本文仅从英国的角度做出分析。

2. 中国法下的赔偿机制如何运作？

在中国，赔偿金的支付应以违约为前提。守约方仅仅需要在没有提前约定赔偿金（即违约赔偿金）

时证明其损失。如果已提前约定赔偿金，则毋需证明损失，但是在任意一方的请求下，法院有权对包括

实际损失在内的各种因素综合衡量，决定是否减少或增加赔偿金的数额。这种法律规定的出发点是中国

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即合同条款须对所有缔约方一视同仁。如果损失轻微，则无论对于违约方为此作

出高额赔偿还是守约方因对方违约而从中得利都不甚公平，因此法院的最终目的是恪守公平。

1
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为准确说法，为便于行文简称英国法。请注意英国（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苏

格兰及北爱尔兰地区有其专门法律。



法院会比较约定的赔偿金和守约方方遭受的实际损失而调整最终赔偿额。在该原则下，如果有违约

却无损失时，法院会评估当事人是否受到公平对待。因此，即使有约定的违约赔偿金，如果中国法院认

为违约赔偿金过分高于其实际损失的，仍有权不予采纳合同内的相关条款。

在英国法下，当合同未约定合同补偿条款且没有明确表示在违约时应支付的具体金额时，守约方将根据

普通法获得补偿金。其基本原则与中国法相似，即目的在于弥补受害方的损失，而非惩罚违约方。补偿

金应使守约方恢复到如合同被正常履行时双方本应所处或期望所处的状态。

3. 中国法下的直接/间接损失指的是什么？

在英国法下，所有违约造成的损失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衍生性的）。

1) 直接损失指在一般情况下违约而自然造成的损失。作为违约造成损害，直接损失始终可以受到补

偿。

2) 间接损失（或衍生性损失）指在一般情况下违约不会自然造成但可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造成的损

失。该类损失只有在违约方方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该特殊情况时方可获得违约损害赔

偿。否则，该类损失会被认定为因果关系过于遥远。

中国法没有类似的明确概念认定损失因果关系是否过于遥远。简言之，首先要确定遭受的损失。违约方

应当赔偿守约方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若守约方在合同恰当履行时可以获得的利益。然而，计算损失不得

超出在签订有关合同时违约方已经预见或本应预见的损失。

4. 中国法下的“管辖权”一词是什么意思？

在英国法下，管辖权的选择可以是排他的或者非排他的。理解这些概念的区别非常重要。非排他的司法

管辖权条款明确指出争议可由某个具体享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但当事人也可在适当时将争议提交

给其他任何法院进行审理。非排他的司法管辖权条款的一个优势是在某种程度上，管辖法院是确定的；

但如果该案情表明由其他法院管辖更为合适则同样可行。然而一个明显的劣势是导致平行管辖的风险增

加。

值得您注意的是如果想在合同中明确中国拥有管辖权，则在决定管辖权时，您还需要注意进一步考虑到

该决定不仅要确定服从哪一个国家的法律（领土管辖权），而且还要确定在中国境内适当地点的有管辖

权的法院。

在中国，当事人可以选择将合同争议提交至下列五个地区的法院之一。然而，这种选择受一定条件的限

制。例如，该法院必须符合级别管辖，其所在地必须为被告人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

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或与该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之一。

就适用的法律而言，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为他们的合同选择适用的法律。然而，若有强制性的规定要

求涉外民事关系必须适用中国法律，例如保护劳动者权利或公共卫生和安全，则中国法律应被视为唯一

适用的法律。



5. 合同是否必须为中文？

中国法没有强制规定合同只能以中文书就。此外，中国合同法规定如果合同以两种或以上的语言签订，

并且当事人约定各文本具有相同效力的，法院将尊重该约定。

合同为双语且未规定以何种语言为准或规定所各文本具有相同含义的，并不代表自动以中文版本为准。

若各文本的词句有出入，当事人可向法院或仲裁庭提交合同以解决该问题。法院或仲裁庭将根据该合同

的目的予以解释。

在诉讼程序中，中文是法院程序中使用的常用语言，少数情况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区域内有可能使

用该少数民族语言。您需注意一些地方机关要求文件只使用中文并将完全忽略其英文版本。

在仲裁程序中，当事人享有比其在诉讼程序中更多的自由。例如，他们有权约定仲裁程序中使用的语言

（与诉讼程序中口头和书面用语仅为中文不同）。没有就使用的语言达成一致的，仲裁庭将决定仲裁程

序使用何种语言，且该决定因仲裁机构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