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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法律责任类型

§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法律责任
类型：

1. 合同责任：主要指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因违约

或履行瑕疵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2. 侵权责任：主要指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因违反

法律法规或社会公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3. 产品责任：主要指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因产品

质量缺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合同责任
：

1. 违约责任：主要指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或用户在履行房屋交

易合同时，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2. 瑕疵履行责任：主要指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或用户在履行房

屋交易合同时，因提供或接受瑕疵商品或服务而产生的法律责

任。

3. 解除合同责任：主要指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或用户在履行房

屋交易合同时，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法定事由而解除合同而产生

的法律责任。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法律责任类型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侵权责任：

1. 侵犯隐私权：主要指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过程中，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或披露用户个人

信息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2. 侵犯知识产权：主要指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过程中，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的版权、商标、专利

等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3. 不正当竞争：主要指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过程中，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产生的

法律责任。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产品责任：

1. 产品缺陷责任：主要指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因产品存在缺陷而造成用户人身、财产

损害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2. 产品说明责任：主要指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过程中，因产品说明不当或不完整而造成用户人

身、财产损害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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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法律责任承担主体

§ 房屋中介机构

1. 房屋中介机构作为房屋交易中的重要参与方，在人工智能技

术的使用过程中负有主要责任。

2. 房屋中介机构应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3. 房屋中介机构应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管理制度，并对

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进行监督和检查。

§ 房屋交易当事人

1. 房屋交易当事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负有选择和监督的责

任。

2. 房屋交易当事人应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风险，并采取措

施防范风险。

3. 房屋交易当事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结果负有接受和承担

的责任。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法律责任承担主体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

1.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和服务负有质量

保证责任。

2.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应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和服务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应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和服务

售后服务体系。

政府监管部门

1. 政府监管部门负有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使用进行

监管的责任。

2. 政府监管部门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在房

屋交易中的使用。

3. 政府监管部门应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使用

监督检查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法律责任承担主体

司法机关

1. 司法机关负有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引发的法律纠纷

进行审理的责任。

2. 司法机关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

中引发的法律纠纷进行公正裁判。

3. 司法机关应总结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引发的法律纠纷

的裁判经验，为今后的司法裁判提供指导。

其他相关主体

1. 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公司等其他相关主体在人工智能

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使用中也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这些主体应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3. 相关各方通过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等方式明确主体责任，

确保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重大之间权责分明，切实保障人工智

能技术在房屋交易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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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法律责任认定原则

§ 民事责任认定原则：

1. 合同责任：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造成的损失，应当适

用合同责任的规定。

2. 过错责任：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或使用者对房屋交易中造成

的损失，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3. 无过错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或使用者

即使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 侵权责任认定原则：

1. 侵权行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造成的损失，应当属

于侵权行为。

2. 过错责任：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或使用者对房屋交易中造成

的损失，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3. 无过错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或使用者

即使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法律责任认定原则

因果关系认定原则：

1. 直接原因：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造成的损失，应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具有直接的因果

关系。

2. 间接原因：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造成的损失，即使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没有直接的因果

关系，但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也应当认为是人工智能技术造成的损失。

3. 共同原因：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造成的损失，如果与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应当根据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在损失中的作用大小，确定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或使用者的责任。

责任承担原则：

1. 单独责任：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或使用者对房屋交易中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单独责任。

2. 连带责任：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和使用者对房屋交易中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 比例责任：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和使用者对房屋交易中造成的损失，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

承担比例责任。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法律责任认定原则

§ 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1. 原告举证责任：房屋交易中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造成的损失，

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2. 被告举证责任：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或使用者对房屋交易中

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造成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

3. 证据标准：房屋交易中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造成的损失，应

当按照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认定。

§ 损害赔偿原则：

1. 赔偿范围：房屋交易中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造成的损失，应

当赔偿实际损失、预期利益损失以及其他合理损失。

2. 赔偿方式：房屋交易中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造成的损失，可

以采取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方式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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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法律责任免除情形

§ 不可抗力

1. 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预测、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117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

任。

2. 在房屋交易中，不可抗力可能表现为地震、洪水、火灾、瘟疫等自然灾害，或战争、暴动、

罢工等社会事件。如果房屋交易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因不可抗力而导致交易无法完成时，可以

免除责任。

3. 当不可抗力发生时，应及时向对方通知，并提供不可抗力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可以是政

府部门或其他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或其他能够证明不可抗力发生的事实的文件。
§ 履行不能

1. 履行不能是指一方当事人不能或部分不能实现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107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无过错方可以解除合同。

2. 在房屋交易中，履行不能可能表现为卖方无法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房屋，或买方无法支付

购房价款。如果履行不能是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法律上称之为“合同的客观不能”，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0条的规定，合同的客观不能免除当事人的合同义务。

3. 但某些情况下，若履行不能并非因当事人过错造成，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13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人工智能技术在房屋交易中的法律责任免除情形

1. 合同无效是指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合同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当事人从合同订

立时起，不享有合同权利，不承担合同义务。

2. 在房屋交易中，合同无效可能表现为房屋买卖合同未办理过户手续、房屋买卖合

同中存在欺诈或胁迫行为、房屋买卖合同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

3. 当合同无效时，当事人应当返还已收取的价款和交付的房屋，并赔偿对方的损失。

§ 合同变更

1. 合同变更是指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修改或补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2. 在房屋交易中，合同变更可能表现为房屋买卖合同价格的调整、房屋买卖合同交

付时间的延长、房屋买卖合同中房屋面积或装修标准的变更等。

3. 合同变更须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变更协议，变更协议与原合

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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