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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构成，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有着丰富的内涵。

诚信原则对建设诚信社会、规范经济秩序、引领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探讨诚实信用原则的

内涵和在《民法典》中的应用，深入分析其尚存的问题，并从明确内涵、完善法律规定、规范适用条件、

健全法律制度等方面，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补充与完善，以期使诚实信用原则能够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更

加完善，确保诚实信用在法律领域中能尽可能地发挥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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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Civil Code”,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s the basic standard for civil 
subjects to engage in civil activities and has a rich connotation.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ing a good faith society, standardizing the economic order and leading 
the social fashion. By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Civil Cod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its remaining problems. From the clear connotation, 
improve the legal provisions, standardize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perfect the legal system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o supplement and improve, in the hope that the prin-
ciple of honesty and credit can be more perfect in our country’s civil legislation, ensure that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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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can play as much role as possible in the field of law, so as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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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诚实信用原则概述 

(一) “诚信”内涵的分析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涵义分析 
诚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古有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表现形式及内容丰富多样，包含以下涵

义：第一，诚信是事物的本真，是事物固有的规律，遵循诚信原则，才能更贴近人性之初，如《孟子·离

娄上》提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第二，诚信是个体主观上的真诚，对个人成就理

想人格、提升自我修养具有指导意义，如《论语·为政》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第三，诚信是

个人与他人交往以及参与社会关系所要遵循的准则。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童叟无欺”等。 
2) 近现代意义上的诚信涵义分析 
到了近现代，可以将“诚信”看做“诚实”与“信用”，此时的“诚信”更加侧重于市场活动中对

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的规制。“其指的是平等主体间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等的互惠性原理办事，

在订约时诚实行事，不诈不霸；在订约后，重信用，守契约，不以钻契约空子为能事”[1]。其是市场经

济在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市场主体从事商品交易的重要道德标尺，后来随着《德国民法典》的

颁布，诚实信用作为契约自由原则的补充规定出现在法律条文中。 
3) 法律层面上的诚信涵义分析 
我国民法学界对诚信原则的内涵有几种不同的学说，具体表现为：“语义说”，指出诚信原则主要

是强调民法主体信守诺言、不虚伪狡诈[2]。“一般条款说”指出，并无法精确定义诚信原则的含义和外

延，但具有强制性效力[3]。“双重功能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的合成体，同时兼

具了法律调控以及道德调控的功能二重性[4]。“立法者意志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

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同时保障私人权益和立法者意志的平衡[5]。本文认为，虽然上述学说

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理解，但实际上核心内涵是统一的，即诚实信用原则是对民事活动

的一种总体性要求，它要求民事活动的主体忠于事实、做出供人信赖的行为、以保证民事活动的顺利开

展。 
(二) 诚实信用原则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的理由分析 
1) 从法律与道德关系分析 
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现象的一种，二者并不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作用，共同维护社会秩序。法律不

是万能的，其仅能对法律主体的外在行为予以监督和约束；而道德则会从内在角度调整人们的行为。单

纯的依靠法律或仅依靠道德均难以达到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目标，只有把二者相结合，才能有成就。将

“诚实信用”这一传统美德写入法律，这可以彰显出法律和道德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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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法律的功能角度分析 
法律的功能包括指导、预测、教育、警示等。在诚实信用纳入法律范畴前，如果因违反诚实信用而

造成他人损失，最多是在道德层面上被加以批判，很难受到法律约束。在纳入法律范畴后，则很好地解

决了上述问题。诚实信用原则强调，法律主体在开展各类民事活动时，必须具有诚实信用的心态；如果

一方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那么其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谴责，还会受到法律上的制裁。将诚实信用原则纳

入法律，能够实现法律的功能。 
3) 从法律原则的功能分析 
法律原则可以为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提供基本出发点和价值导向。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依照法律规

则无法解决问题，这时就需要公众认可度高且符合法律价值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范畴。诚实信用作为

我国传统文化美德，具有普遍的认同感，将其作为原则写入法律意义重大：第一，若法律主体所实施的

民事行为缺乏精确的法律规范，这一情形下，可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对此进行处理。第二，诚实信用与公

平正义二者间存在着子集关系，在解释相关模糊性法律规则时，诚实信用原则可以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2. 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法典》中的体现 

(一) 诚实信用原则在总则编的体现 
《民法典》第 7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总

则编作为整个《民法典》体系的总纲，其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适用于总则编下的内容，还应适用

于整个民法典体系，甚至于其他未纳入民法典体系的民事活动。 
1)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典》第 43 条规定了宣告失踪制度下的财产代管人的职责，强调财产代管人有义务对被管理的

标的财产尽到义务，若由于自身重大过失或者是主观故意而导致标的财产受损，应承担赔偿责任。财产

代管人无论是亲属间协议确定还是由法院指定，均是基于对财产代管人的信任才予以确定。基于此种信

任，财产代管人需要将标的财产视为己出，妥善保管，不能有随意挥霍或者隐匿或者放任不管等行为，

这实际上是对财产代管人在诚实信用方面提出要求，要求其需要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 
《民法典》第 53 条规定了宣告死亡制度下的死亡宣告撤销后的财产返还与赔偿责任，利害关系人隐

瞒真实情况，致使他人被宣告死亡而获得其财产的，除应当返还财产外，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在申请宣

告死亡的制度下，利害关系人需要忠于事实，而不能隐瞒，否则需要受到法律层面的制裁。 
2) 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制度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典》第 86 条规定了营利法人的社会责任，强调营利法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守商业道

德，维护交易安全。第 94 条规定了捐助人的权利，捐助人依法享有调查了解被捐助财物用途、管理情况

等信息，捐助法人应当及时、如实答复。前者要求营利法人在交易时应遵守商业道德，而在交易活动中

最为重要的商业道德即是诚实信用。而后者指出，捐助法人需要及时迎合捐助人的查询需求，对于捐助

财物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必须如实答复，不得隐瞒。 
3)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下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典》总则编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中的第 142 条意思表示解释的规定，第 146 条虚假表示与隐

藏行为效力的规定，第 147 条有关重大误解的规定，第 148 条关于欺诈的规定，第 149 条所涉及的“第

三人诈骗”，第 154 条所涉及的“恶意串通”，都非常明显的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同时，上述条文明

确了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导致民事行为无效或撤销的法律后果，是对诚信缺失行为的有力打击，对遵

守诚信原则主体的合理保护。 
4) 代理制度下的诚实信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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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理制度中，被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处理事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信任，代

理人不能辜负信任，必须要在诚信原则的指引下开展所有的代理事务，因此代理制度对诚信的要求很高。

而如果代理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不完全履行职责或者不履行职责，甚至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等情形时，

代理人需要为其不诚信的行为付出代价、承担责任，正如《民法典》第 164 条规定的不当代理民事责任。

另外，代理制度中的严禁自己和双方代理以及转委托代理中的应当以代理人获取被代理人授权为前提，

或者是事后得到被代理人追认，均是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行为的限制性规则。转委托代理中，如果未经

被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代理人应当承担责任，但对于紧急情况下为维护被代理人利益需要的除外。免

责除外法律制度的存在，恰好体现了对代理人诚信行为的肯定。 
(二) 诚实信用原则在物权编中的体现 
1) 诚实信用原则在一般规定中的体现 
物权编一般规定总共四个条文，分别规定了物权编的调整范围、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平

等保护原则以及物权公示原则。所谓物权公示原则，是指在物权变动时，需通过合理、恰当的公开方式

来公布物权变动情况，使任意第三人知晓物权变动情况。物权公示不仅能够使权利的移转形成一种公信

力，使已经形成的一种权利成为干净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使第三人了解权利状况以及是否存在权利负担

等，从而为当事人提供一种风险警示[6]。本文认为公示原则要求当事人对其名下物权变动的事实通过法

定方法予以公开，以展现其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以及权利的完整性，利于他人决定是否与其进行交易，这

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2) 不动产登记制度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典》第 220 条规定了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制度，第 222 条则涉及到了不动产登记错误损害赔

偿责任。在异议登记制度中，该制度给异议申请人提供了一种权利保护，也给予了异议申请人保障权利

的便利，即异议申请人无需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其权利受损，便可以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提交对涉

案不动产的异议登记。但前提是，异议申请人需要保持诚信原则，遵守客观事实，防止该法律权利的滥

用。如异议申请人滥用权利而致使相对人利益受损，那么相对人可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异议申请人

需要对其不诚信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同样，在不动产登记中，当事人应忠于事实，坚持诚实信用原则，

向登记部门提交真实、可信的资料。 
3) 善意取得制度与诚实信用原则 
善意取得制度，具体含义是无处分权人与财产买受人二者间达成交易关系，但买受人获取财产时主

观上具有善意，则按照法律规定标的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该买受人[7]。该法律制度彰显出了物权保障性，

对于主观上具有善意的受让人提供了法律保障，是信赖保护的体现，只要买受人具有善意，那么其对于

标的财产就享有物权，而这其中的“信赖”正是诚实信用原则的题中之义。 
4) 占有制度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典》第 459 条规定了恶意占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第 460 条规定了占有人返还占有物的制度。

根据上述两个法律条文内容，可以分析如下：如果由于恶意占有人的使用而导致了标的财产受到损害，

应承担赔偿责任，而同等情况下，善意占有人则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在返还占有物时，如果善意占有

人在保管标的物期间花费了一定的成本，那么所有权人需要向其提供补偿，恶意占有人则无此项权利。

上述对非诚信恶意占有人的惩戒，和对坚守诚信的善意占有人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是诚实信用原则在

物权领域的具体体现。 
5) 物权领域体现诚实信用原则的其他具体规定 
除上述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以外，在《物权编》的其他法条中也可以彰显出诚实信用原则，举例来

说，第 317 条规定了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遗失物，在受领时应当根据悬赏承诺予以费用补偿；第 43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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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质权人未经出质人同意，擅自使用、处分质押财产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第 432 条规定

了质权人对于标的质物需要承担起妥善保管责任；第 451 条规定的留置权人妥善保管义务等，都是诚实

信用原则在物权领域的具体体现。 
(三) 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编中的体现 
合同不仅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发源地，而且还是其发挥重要作用的平台。因此，分析诚实信用原则在

合同编中的体现，需要从整体视角上分析合同形成的整个过程。 
1) 合同磋商阶段 
该阶段属于合约签署的前置步骤，是合同当事人均有签订合同的意愿，但仍需就相关内容进行协商、

沟通的阶段。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不可以互相欺瞒、诈骗，应具有保密、协助、

通知等义务，这些义务能够促进合同的成功签订，进而促进合约的执行。如果在此阶段违反了诚实信用

原则，则违反的当事人应该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2) 合同履行阶段 
合同履行主要指的是，涉及合同的所有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内容实施权利、履行义务。结合诚实信

用要求，当事人一定要遵照合约和协议，真实、客观、全面、适度地承担好主要义务的履行；除此之外，

在合约中涉及当事人的附随义务，也应当尽心尽力去完成，真正落实好诚信原则，按照《民法典》第 509
条所规范的内容执行。若当事人没有遵守约定，有悖于诚信原则，那么相对方可以依法提出其承担违约

责任。 
3) 合同终止阶段 
合同终止代表的是合约效力的终结，这并不意味着合同当事人的义务终结，比如对合同履行过程中

获悉的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正如《民法典》第 558 条所规定的“债权债务终止后，当事人还需继续秉

持诚信主义，按照交易习惯继续完成各类合同义务”该项规定表明了合同并不随履行终结，而是具有一

定惯性存在的立法者立场[8]。 
4) 合同解释阶段 
合同解释具体指的是按照客观事实，结合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对合同条款及其相关资料的含义所做

的分析和说明，《民法典》第 466 条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和作用。实践中，合

同解释的需要，多见于合同发生争议之后，仲裁机构及法院对合同内容进行合理、并符合合同各方真实

意思表示的解释，从而均衡多方主体的利益，更好的处理冲突。 
(四)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典》其他各编的体现 
1) 诚实信用原则在人格权编的体现 
与合同编相比，诚实信用原则在人格权编中的体现较少，只有几个法律条文能够“窥探出”诚实信

用的精神，如：《民法典》第 1025 条规定捏造、歪曲事实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影响他人名誉应承担民

事责任，捏造事实与歪曲事实这两种行为都是与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相背离的；如第 1038 条，要求信息处

理者遵守信息安全规定，对于所掌握的信息不能擅自伪造和外泄；第 1039 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对个人信息负有保密义务，需要对所掌握的个人隐私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向他人非法提供。这两个

条文从私权和公权的角度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提出了要求，要求不得有泄露、篡改、非法使用等行为，与

诚实信用原则的“勿害他人”很是相符。 
2) 诚实信用原则在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中的体现 
婚姻家庭编内很多内容都与诚实信用原则相关，举例来说，第 1042 条的严禁已有法定婚姻人重婚、

婚外同居，第 1043 条的弘扬家庭美德、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第 1044 条的严禁假借收养之名买卖人口，

第 1053 条的重大疾病如实告知义务，第 1092 条的存在婚姻关系的双方如果存在隐匿共同财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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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在离婚纠纷中少分财产或不分财产，第 1110 条的保密收养信息规定，都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 
尽管在我国《民法典》继承编中找不到关于诚信或善意的明确规定，但继承法并非与诚信绝缘的领

域，因为遗产的死因移转过程涉及物权变动、合同履行等行为，物权编、合同编的有关诚信规则都有适

用的余地[8]。比如：第 1125 条规定了继承人如果存在虚构、作伪、隐藏遗嘱等行为时，继承权丧失的规

定；第 1130 条规定了如果继承人尽职尽责完成抚养义务，可以多分，不尽扶养义务的，需要承担不分、

少分的惩罚；第 1151 条指出，保管遗产者需要尽到妥善保管义务，均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继承编中的体现。 
3) 诚实信用原则在侵权责任编中的体现 
与诚实信用原则在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有诸多具体法律条文予以直接表述不同，侵权编中仅有

少数条文直接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如第 1176 条规定的自甘风险制度，要求自愿参加一定风险文体活动

的当事人应恪守诚信，若在活动中受损的，不能向非故意、非重大过失者行使赔偿请求权；如第 1222 条，

指出医院等医疗机构如果对病患的病例材料做出了篡改、隐匿等行为，应推到医疗机构有过错，这条归

责的例外，是对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医疗机构明确的惩戒。 

3. 诚实信用原则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 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不统一 
如前文所述，目前在法学领域中，对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法律学说，虽然这些观点都

有其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但因我国法律界尚未统一、明确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内涵，导致诚信原则

在司法适用存在诸多问题，如有具体规范仍向一般条款逃逸、仅作为加强判决说服力的工具、未对不同

类型的诚信原则加以合理区分适用等[9]。而且，在其他民事法律规范中也没有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和

外延加以明确。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诚信主义在我国道德领域中地位重大，对公众而

言在心理留下了深度的道德刻痕，不容易从法律角度剖析。以及立法机关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规则的

局限性等角度予以考量，认为法律无法包容难以预料的情形，如果规定的过于死板，不利于诚实信用原

则的适用。 
正因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不统一，其适用范围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诚

实信用原则内涵的模糊性，导致其适用起来也相对方便，极有可能会造成司法人员没有办法对案件展开

科学以及有效判断[10]，容易出现这三种情形，司法机关消极适用、司法机关积极适当适用以及司法机关

过度适用。特别是在第一和第三种情形会容易引发案件裁判不公正的结果，当事人利益难以得到合法实

现。若司法实践者滥用诚实信用原则，则将不利于民法所追求的公平、公正的价值目标的实现。 
(二) 《民法典》中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并不完善 
1) 从篇章体例看，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典》中体现并不均衡 
如上文所述，诚实信用原则虽然在《民法典》中各编均有体现，但各编对诚实信用原则条款的配置

并不均衡，有些甚至需要从具体的条文中去窥探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精神。以至于对什么是诚信、什么

是诚实、什么是承诺，以及如何判断是否遵循了诚实信用原则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11]。 
这就给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时带来了困难和风险[12]。本文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既

然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那么其应该在整个《民法典》体系甚至于所有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得到一致的贯

彻以及充分的体现。 
2) 从基本原则的地位看，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帝王条款”的地位并不凸显 
《民法典》在民法总则编中确定的基本原则有：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

守法和公序良俗原则、绿色原则等。从基本原则的属性和法律规范的要求讲，这些原则都对民事活动、

民事行为具有约束、规范、引导作用[13]，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帝王条款”的地位并不凸显。因诚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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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则功能在实践中的凸显，使得其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14]，但事实上诚实信用原则在上述

原则排位中并未排在首位，这与其作为“帝王条款”的所具有的统领地位并不相称。这种现象的存在对

于推进我国法治化建设以及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15]。如果不明确突出诚实信用

原则作为“帝王条款”的崇高地位，将会导致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经济交易活动当中并没有将自己作用

全部发挥出来，并得到合理应用[16]。 
(三) 适用条件不明确 
鉴于诚实信用原则内涵模糊不统一，因此在司法适用中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适用不当等问题，会影

响到权益均衡和纠纷化解，所以必须明确该原则的适用标准。但实践中，我国对于诚信原则的适用的经

验仍然欠缺，适用的情形也很混乱，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在具体的案件中，无论是适用具体条款还是

适用诚实信用原则，都能获得同样的法律效果，但若弃具体条款而选择诚实信用原则，就会产生“向一

般条款逃逸”的问题。第二，以类推适用来补充法律漏洞，如果与使用诚信原则获得相反结论时，诚信

原则的使用亦应在“软化”后谨慎援用，以免损及相关法律的尊严[17]。第三，同样是在具体的案件中，

如果适用判例与适用诚实信用原则都能得到同一的法律效果时，宜使用判例，否则容易损害司法的权威。 
(四) 配套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相结合的典范，成为了构建良性社会的法律基础。即便《民

法典》已经专门把诚实信用原纳为一项基本原则，但并没有明确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法原则，且缺少统

一化的诚实信用机制。实践中，民事行为处处伴随着诚信缺失问题，如合同欺诈，债务拒偿，假消息、

虚假宣传等。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诚信法律制度存在空白，缺乏统一指导。 
另外，我国的社会诚信体系尚不健全，尽管我国对信用体系的建构作出了相应尝试，如：深圳市率

先发布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各地工商、法院等都逐步形成了各自部门的“黑

名单”，但都是比较零散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系统的、资源共享的信用体系。而由于尚未建立起有

效的社会信用体系，对于失信行为也缺乏完善有效的记录、公示、惩戒和激励机制，导致了失信成本低、

失信后果轻、失信惩罚少、失信利益大的现象普遍存在[18]。 

4. 完善我国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建议 

(一) 明确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 
明确的法律概念是法律体系建设中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对各项法律的基本内涵及原则进行明确，才

能保证充分发挥法律的效力。诚信原则被视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明确其内涵有利于补足立法滞后的短

板，解决不周延性问题。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商法中的重要内容，为了使其可以更好地约束民事主体的

民事法律行为，相关司法者、立法者以及理论研究人员应该重视对其在民商法中的内涵进行明确，这样

才能更好地利用其处理各种民商案件，起到对民商矛盾协调以及民事主体行为的约束作用[19]。 
本文认为，可从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的角度对诚实信用原则内涵作界定：诚实信用原则是贯

彻民事主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有效方式。民事主体应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同时尊重国家、集体

和他人的利益，不危害他人；履行义务时应按照法定、约定、意定等要求全面、如实履行。因此，从上

述角度界定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更利于当事人真诚、善良、诚信的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才能有效避

免合同欺诈、社会失信等情形的产生，真正发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帝王条款”的作用。 
(二) 完善《民法典》中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 
1) 规范诚实信用原则的体例表达 
如前所述，《民法典》各编中涉及到诚实信用原则的部分，存在失衡情况，有些分编规定的较多，

有些分编体现的较少甚至没有体现，这不利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法中基本原则地位的确立。本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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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民法典》中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中缺失的诚信

条款可以予以补充、完善。 
2) 赋予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典》中应有的法律序位 
如上所述，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最高原则并未排在靠前的位置，这是导致民事活动主体对诚实信用原

则不重视的主要因素。在实践操作中，可从以下角度考虑对诚实信用原则序位的优化：第一，立法上，

明确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内涵，并对序位进行调整，真正体现其“帝王条款”的地位；第二，司法上，

通过司法实践强化对诚实守信原则的落实和保护，加强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20]；第三，守法上，老子

曾说过“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诚实信用观念意识，营造

良好的诚实守信氛围。 
(三) 规范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条件 
诚信原则需要在一定前提下适用，若不加以设定，会导致自由裁量权过大，限缩适用则可能造成利

益不均衡。因此，有必要规范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条件：第一，必须坚守有规则依规则，无规则方用诚

实信用原则这一底线；有规则时，不是必要情况下，不需应用诚实信用原则。第二，如果缺乏其他法律

原则规定，或者不具可行性，方可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若案情错综复杂，法官很难寻找到合适的法

律原则，而若援用诚实信用原则就可简化法律关系、明晰当事人责任，此时可直接适用以满足裁判需要。

第三，若适用具体规则会导致案件不公时，可以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如前文所示，基于诚实信用原

则所形成的合同解释，本质上也属于司法解释，它要求裁判者在适用的过程中，根据公平、诚信的原则

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四) 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诚实信用原则虽然在《民法典》中以及其他民事法律规范中得到体现，但是大部分法律并没有将此

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肯定，而是作为指导思想的形式予以存在。因此应该制定相关的下位法，将诚信原则

具体化、规范化，使其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对现有的与诚实信用原则相违背的条款予以

修改调整，从而保障立法公正性。 
同时，建立健全诚信体系。市场经济下人们极致的逐利，一次次突破道德防线，造成诚信缺失。鉴

于诚信原则自身的不确定性，以及目前的法律体系，在具体的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为了建立健全社会

诚信体系，本文认为在建立健全诚信体系上，可采取以下几点：第一，加强诚信立法框架建设，构建以

宪法为核心、以民法为主体、以刑法为辅助的诚信立法框架；第二，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健全系统的、

统一的诚信信息平台，实现信用信息的整合与共享；第三，加大诚实信用原则的执行力，将诚信原则落

实在市场建设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诚实信用原则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5. 结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由此

可见，需要不断构建和提升法人信用机制，让市场经济在诚信原则的指引下建立“黑红榜”；健全与优化

市场经济个体的信用机制，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制定统一的信用奖惩制度，对“守信”与“失信”区别对

待，以鼓励人们“守信”；提高全民诚信意识，将“诚实信用”道德观念与“诚实信用原则”法律观念相

结合，确保公民能合理适用诚信原则，更好地对待权利义务关系，真正做到“见利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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