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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涉疫情相关商事案件法律适用裁判指引 

 

为全面落实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商事

审判职能作用，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大局和促进经济发展，针

对本次疫情涉及的相关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作如下裁判

指引。 

1.推进在线诉讼，强化非诉调解。积极开展网上立案、

调解、证据交换、庭审、宣判、送达等在线诉讼活动，引导

当事人通过在线途径解决纠纷。对因疫情防控引发的案件，

应重点放在各方利益的平衡，充分运用多元化解机制，引导

当事人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在诉讼过程中，强化调解，

努力寻求各方当事人可接受的调解方案，尽最大可能减轻各

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失。 

2.注重保护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稳定。依法认定合

同无效、合同解除以及免除责任情形。疫情期间合同可以履

行的，鼓励合同继续履行，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一般不

予支持。一方可以履行而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可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要求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3.依法适用“不可抗力”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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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本次疫情属于不可抗

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因不可抗

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以本次疫

情构成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如果符合

合同解除的其他构成要件，应予支持。 

同时，应避免将受疫情影响的合同一概笼统的适用不可

抗力条款，须在个案中重点围绕举证责任分配、因果关系判

断、合同履行程度、附随义务（即通知义务和减损义务）履

行，并结合合同履行地具体的疫情发展阶段和行政措施强度

综合进行判断和适用。 

当事人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的，

仍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到通知义务，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

成的损失。当事人违约后，对方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

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4.坚持公平原则，依法适用情势变更。由于疫情原因，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

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规定对相关情

形进行认定。 

5.审慎处理变更合同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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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均规定当事人有

权请求变更合同。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条款时，可综合运用

不可抗力、情势变更、公平原则等制度，结合合同履行时的

疫情发展情况和行政措施强度，重点审查诉请事项与疫情之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的大小、疫情对合同履行的

影响程度和范围、债务人有无积极履行减损义务等。 

6.严格审查抗辩事由。应将审理重点放在审查债务人主

张行使抗辩权的具体证据上，特别要注意判断债务人主张的

因疫情产生的履行障碍能否可以被克服，即有无其他合理替

代方案，而不是简单地以疫情增加履行难度而轻易中止合同

的履行。 

7.合理确定违约责任。要区分违约行为是否因疫情防控

导致，合理界定责任。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疫情而采取

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或者由于疫情的影响致

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可按照法律规定

的不可抗力规则处置，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可以部分或全部

免除责任。系因当事人自身原因导致的，依法承担相应违约

责任。 

8.赔偿数额以弥补交易损失为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规定确定损害赔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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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量违约方的主观过错和违约程度。如合同履行方是否

及时通知合同履行受阻情况、是否及时沟通协商、是否积极

主动采取可行措施减少损失等。合同履行方未积极采取上述

措施的，应承担相应部分的损害赔偿责任。在疫情不构成不

可抗力和情势变更，违约方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情况下，

不必然由违约一方承担全部损失，可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减少

违约方损害赔偿金。 

9.依法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最后六个月内，

因不可抗力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在本次疫情

事件构成不可抗力的情形下，当事人举证证明因疫情影响而

导致其自身不能及时行使请求权的，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中止。 

10.依法适用延期审理规定。确因疫情及疫情防控措施

导致当事人不能在法律规定期限内举证、上诉、申请执行的，

依法适用期间顺延的规定。如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因法定事

由不能到庭参加庭审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延期开庭审理。 

11.审慎适用对企业的财产保全措施，加大涉企财产保

全申请的审查力度，充分考虑保全的必要性、合理性，禁止

超标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防疫期间，暂

缓对生产疫情防控所需物资和提供疫情防控服务的企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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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全措施，对专用于疫情防治的资金和物资，不得采取、

查封、扣押等财产保全措施。疫情结束后，对受疫情影响导

致长时间停工、恢复生产时间不长的小微企业，应以鼓励和

恢复企业生产为主，审慎适用查封、冻结等保全措施。 

12.确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控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导

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

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当事人主张减轻或者免除自身的法

律责任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

七条和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妥善处理。 

13.对于明显受疫情影响的加工承揽合同，造成承揽方

无法按期履行合同的，可以根据受疫情影响的程度适当顺延

工期。疫情防控期间订立合同，且疫情防控未发生实质性变

化，当事人以疫情防控为由主张顺延工期，一般不予支持。 

14.动产租赁及融资租赁合同中，因疫情防控需要造成

租赁物暂时无法使用的，承租人要求延长租期、减免相应期

间的租金或解除合同，如确系不可归责于承租人、出租人的

原因所致，可根据公平原则视情况适当延长租期、减免租金，

合理分担因疫情防控导致的损失。承租人以此要求解除合同

的，一般不予支持。 

15.确因受疫情影响致使餐饮、旅游、住宿等服务合同

无法履行，合同一方请求解除的，依法予以支持。并按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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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合理确定双方应承担的民事

责任。 

16.相关消费服务、买卖合同已经签订并可以履行，但

服务、商品提供方主张因疫情影响需增加商品、服务价款但

不符合情势变更情形的，一般不予支持。 

17.对于口罩、防护服、消毒用品等防疫紧缺物资，买

卖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但因受政府调配而延迟发货或无法

发货的，买受人主张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一般不予支持。 

18.疫情防控期间，经营者明知口罩等防疫用品系假冒

伪劣产品而向消费者销售的，依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处理；造成消费者或者

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消费者、其他受害人

或者亲属要求经营者支付所受损失二倍以下惩罚性赔偿的，

依法全额予以支持。 

19.受客观条件限制，被保险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并

未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服务机构就诊，保险人以被保险人

未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服务机构接受治疗为由拒绝给付

保险金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不予支

持。 

20.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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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未能及时通知保险人，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

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的情

形，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

重大过失，仅仅由于疫情被采取隔离措施等不可归责于其本

人的客观原因未能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保险人仍应当承担赔

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1.涉及公司内部治理，如股东资格确认、股东会决议

效力确认等，若公司以本次疫情作为履行障碍抗辩的情形，

或主张因疫情突发导致公司无法及时、规范运行内部治理机

制；或者股东因疫情无法及时有效表达意见，据此主张公司

决议不成立或无效的，应具体审查疫情对该公司及股东行为

的影响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确定。 

22.企业借贷中，借款人因受疫情影响造成企业经营困

难、履约能力降低，出借企业主张中止履行出借义务、提前

收回借款或解除合同的，不予支持。受疫情影响造成企业经

营困难，致使企业逾期还款的，应适当减轻逾期还款的违约

责任。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过高的，应予以调整。 

23.金融借款合同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

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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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疫情期间金

融机构应积极采取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提供差异化优惠

金融服务、开展融资性保险等支持疫情防控的各项政策措施。

如企业因疫情影响出现暂时性困难的，没有法定和约定的其

他理由，金融机构要求解除融资合同的，不予支持。金融机

构提前收回贷款或迟延交付贷款的，借款人可以请求金融机

构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 

24.审慎受理破产案件，严格把握受理条件。对主营业

务良好且疫情发生前资金流正常，仅因疫情影响造成短期的

资金困难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债权人申请破产的，

人民法院应严格审慎把握破产原因认定，对受疫情影响而暂

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倡导债权人与企业协商和解处

理，债权人申请企业破产的理由不充分的，依法不予支持。  

25.适当延长有关破产重整期限。受疫情影响无法在原

定期限内完成重整投资人招募、重整计划草案制定等工作的，

可依法报请法院同意，适当放宽投资人招募和重整计划草案

制定的期限限制，最大程度维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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