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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认定类型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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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认定问题，产生在理论研究层面和司法实务层面。在理论研究层面产生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关于

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分问题，在司法实务层面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本文主要探讨的无效施工合同的类型化认定上。

本文在对无效施工合同的基本理论做出简单阐述的基础之上，分析其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无效施工

合同的类型做出总结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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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效施工合同的基本理论 
统计近些年的建筑合同纠纷，关于判断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占

大多数，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于建设工程的合同纠纷时，首先对合

同的性质进行确定，然后就是对其效力做出判断，合同效力的认定，

大致包括三个阶段：合同成立；合同有效；合同生效。[1]合同成立是

事实判断，有效是法律判断，而生效既是事实判断也是法律判断。[2]

合同成立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一方当事人发出要约，另

一方当事人做出承诺，合同即可成立。合同有效是指法律层面的判

断，根据《民法典》第 143 条的规定，合同有效的要件主要包括：

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一致；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如果成立的合同中，有任何一个要件不

符合，这个合同就会被认定为无效。合同的生效是指价值层面的判

断，合同合法成立并生效存续是双方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享有合同

权利、履行合同义务的开始时间。[3]根据《民法典》第 502 条的规定，

可以发现，一般情况下是合同成立时就生效了，但是如果有具体的

特殊情况，合同也有可能是满足一定的条件才会生效，比如：附生

效条件的合同等。 

二、无效施工合同的类型 
（一）主体资质影响施工合同的效力 

《民法典》在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构成要件中明确规定了，行

为主体需要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施工合同作为民事法律行为

中比较特殊的一种，依然需要合同当事人（发包方和承包方）具备

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下简称“建

筑法”）第 26 条的规定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发包方和承包方进行建设工程活动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同时《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一）》以下简称“新建工司法解释一”第一条中就明确规定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四种情形，此款条文规定资质条件致使合同

无效的理由是基于哪个无效理论？关于主体资质影响合同效力的情

形有哪些？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1、资质条件影响施工合同的理论依据 

对于因为违反建筑企业资质管理制度从而造成所签署的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无效，其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无效事由，属于何种性质的

无效合同，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1） 

应当运用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理论来认定其为无效合同。建筑

施工承包企业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法人，其签订合同时应该具备相应

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在施工合同中承包人具备相应的

建筑资质，是法律、行政法规对承包企业的民事行为能力做出的特

殊规定。[4]（2）应当运用法律的效力性强制规定的理论来认定其为

无效合同。 

建筑企业的资质管理制度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在建筑企业不

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承揽建设项目，属于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

规定。[5]（3）应当从法律规定背后的目的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来认

定其为无效合同。法律法规之所以对建设工程企业的资质管理做出

特殊的要求，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无论施工

安全或是建筑物完成后其使用者的生命财产利益，都是需要特别重

视与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6] 

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主体资质影响合同效力的理论基础

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合理性：《建筑法》和《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

中关于资质的有关规定，究其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筑行业的严

格资格准入，因为建设工程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稍有不慎，就会造

成“楼歪歪、楼倒倒”的事故，损害无数民众的财产甚至是生命，

因此认定其无效的理论基础是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是合理的。 

2、主体不符合资质条件的情形 

《建筑法》及相关法律中均对承包人从事施工活动的资质条件

做出严格限制，这是因为在施工合同中，发包人的主要义务是支付

工程款，承包人的主要义务是进行施工活动，承包人是否具备相应

的资质条件对建设工程的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获取

相关建筑资质程序繁琐、维护相关资质的成本较高，为降低成本规

避建筑企业资质管理制度，建筑行业中承包人超越自身建筑资质从

事建设活动、人证分离的现象大量存在，在实践中存在的情形主要

有以下两种： 

（1）承包人没有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第一种为虽有企业法人资

格，但是不符合申领资质的条件，属于没有资质。第二，由于资质

等级划分和种类划分比较细，导致已经取得一项或者是几项资质的

施工企业，但是其取得的资质与其正在施工的资质要求不符。第三，

既没有取得法人资格，也没有取得资质，比如包工头等个人或者是

几个人组成的合伙。承包人未取得资质或者是超越资质对于建设工

程的质量是没有保障的，也违背了关于《建筑法》关于资质的管理

规定，从影响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无效。 

（2）承包人借用资质：俗称“挂靠”，在《建市规〔2019〕1

号》[7]中对挂靠行为做出了定义“挂靠，是指单位或个人以其他有资

质的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并且对挂靠的情形做出了分

类，包括：无资质的借用有资质的情况、有资质的相互之间借用的

情况，但是在《新建工司法解释一》中对建设工程的承包人没有获

得相应的资质导致合同无效，仅规定了“挂靠”即无资质的借有资

质的企业进行施工的情形，所以对有资质的企业互相借资质是否导

致合同无效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建筑行业实行资质管理的 终

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工程的质量，无资质的人借用有资质的行为，使

不具备某一技能和条件的承包人有机会去承包力所不能的工程，在

这种情形下，建设工程的质量无法保证，也严重违反了资质管理的

有关规定，但是如果是有资质的企业之间相互借用资质，则不会导

致工程质量的问题，因为其本具有相应的能力和资质，只是为了某

种特殊的目的去借用资质，所以该种情形导致合同无效并不合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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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意思表示不真实 

施工合同中的主体意思表示不真实主要体现在“黑白合同”的

问题上。对于黑白合同在《新建工司法解释一》中有规定：“黑白合

同有冲突时，按照白合同来进行工程价款的结算。”但是 高法在司

法解释中只规定了按照白合同结算价款，并没有对黑白合同的效力

做出明确表述，所以对黑白合同效力的认定在实践中产生了多种观

点，笔者认为，对于黑白合同效力的认定，不可一概而论，应该以

黑白合同产生的时间点为界限来认定其效力： 

（1）当事人在招投标程序前，对于招投标的实质性内容进行磋

商，事先签订施工合同，这个称为“黑合同”是当事人在履行合同

的过程中实际按照履行的合同，之后为了使该合同具备合法性，进

行形式上的招投标程序，签订“白合同”。对这一情形的认定《招标

投标法》在第 43 条中做出了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

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因此在该情

形下，黑合同因为当事人对于应当进行招投标的项目没有进行招投

标就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无效；对于白合同，因为当事人在确定

中标人之前就招投标实质性的内容进行磋商所以也无效。 

（2）当事人在签订中标合同后，就实质性的内容进行变更，又

重新签订了施工合同。对于这一情形的认定，《招投标法》第 46 条[9]

中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在此情形下认定黑合同无效的仅限于

黑合同对白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做出了改变，所谓实质性的内容包括：

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10]如果没有对实质

性的内容做出变更则不可认定为无效。 

（三）转包、违法分包的合同无效 

在建设工程招投标和施工活动的过程中，转包和违法分包的情

形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建筑工程领域的资源分配不均，

通常在某个城市中，该城市的所有建设项目均被一些实力较强的企

业所把控，其他实力较弱的施工人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实力去与其

竞争，所以在其获得中标后，经过层层分包，转包的形式收取“管

理费”，赚取差价。 

1、转包的类型 

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中

对转包的认定做出了比较细致的规定，主要包括九种情形。转包的

实质是对于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虽然《民法典》中明确合同

当事人可以对债权债务进行转让，但是鉴于施工合同主体的特殊性，

施工人需要具备相应的技能和资质才可进行施工活动，且招投标程

序的意义就是公平竞争，转包的行为不仅使建设工程的质量没有保

障，而且使招投标程序形同虚设，更是对发包人信赖利益的侵害。 

2、违法分包的类型 

分包有合法分包和违法分包之分，合法分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

件：（1）分包需取得建设工程发包人的同意；（2）分包只可以进行

一次分包即总承包人在从发包人处获得项目后，只可以对该项目的

部分进行一次分包；（3）必须是将该工程项目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

的施工单位，不可分包给无资质的单位，这样可能构成“挂靠”关

系；（4）总承包人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

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不得将主体工程分包出去即不可“转包”。反

之不具备上述四个条件之一的就属于违法分包，违法分包是指建设

工程承包单位承包该项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将该单位工程

的主体或分部分项工程再次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施工的行

为，《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中规定

了违法分包的六种情形。对于转包，不论发包人是否知情，该合同

均属于无效合同；违法分包只是在合同中对于项目的部分进行转让，

但是并不禁止劳务分包情形。 

3、转包和分包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对于转包和违法分包的行为，均形成了两个合同，对于承包人

和分包人/转包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在《新建工司法解释一》中均有

规定，但是对于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的合同效力没有明确的规定。

实践中产生了两种观点：（1）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的合同有效，理

由是：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的合同不符合无效的情形，承包人经过

招投标的程序，获得了中标的资格，具备相应的资质，并且和发包

人也签订了施工合同，因此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不存在合同无效的

情形。（2）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的合同无效，理由是：虽然承包人

和发包人之间签订了施工合同，但是因为存在转包/违法分包的情

形，所以实际施工人并不是承包人，损害了发包人的信赖利益，并

且对建设工程的质量造成很大的隐患，因此该合同违背社会公共利

益，属于无效合同。 

笔者认为，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应当分情况讨论：

（1）如果发包人明知承包人转包或者违法分包，还与承包人签订施

工合同；或者是发包人事先就与实际施工人约定好的情形，该合同

应当属于无效合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发包人和承包人恶意

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该合同无效。（2）如果发包

人不明知，则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因为不存

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其次如果是违法分包的情形中，承包人还存在

没有转让出去的部分工程，如果主张合同无效，不利于发包人利益

的保护，发包人就失去了对承包人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 

三、结语 
合同的效力是指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体现为合同的履行力，它

涉及合同的有效和生效问题，其实质是合同是否受法律保护的问题。

在建筑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在法院处理施工合同纠纷中，合同无效

的情形仍然占据大多数，主要包括：当事人主体资质对合同效力的

影响；转包、违法分包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

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等。虽然《建筑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均规

定了合同无效的情形，但是在实践中，合同无效的认定仍然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其主要的原因是对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没

有进行清楚的认定，并且对导致其无效的原因没有进行分析，再加

上对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分不清，更加导致了在

纠纷解决过程中，认定施工合同无效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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