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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D_90_E5_95_86_E5_c40_61382.htm 电子商务代表着未来贸

易方式的发展方向，其推广应用将会带来无限的贸易机会。

在全球信息化、经济一体化日趋形成的今天，发展电子商务

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融入世界格局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

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环境问题，尤其是电子商务的法律环境

，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电子商务发展与电子商

务立法 电子商务发展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

府1995年成立电子商务工作组，1996年提出发展电子商务的

战略框架，1997年又提出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于是，电子商

务很快风靡全球。电子商务无论是作为一种交易方式、传播

媒介还是企业组织的进化，近几年来在广度与深度等各方面

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其发展速度是传统商务所不能比

拟的，同时也显示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然而，由电子商务

引发的许多问题也正在逐渐显现，尤其是各种法律问题，比

如：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网上支付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

系、电子身份认证的法律地位、物流配送的物权归属、网上

消费者权益保护、税收征管、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店的法

律责任等等，这些法律问题适用传统商务法律规范很难解决

，但如不能及时有效地予以解决，这些法律问题的出现必将

成为制约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电子商务发展的历

史轨迹来看，在短短几年里，电子商务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严

峻考验，有过飞速发展的所谓“烧钱”时期，也经历了“泡

沫”破灭后的困难时期，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电子商务要



进一步发展尚缺乏完善的法律支撑环境。 在国际电子商务的

发展过程中，相关的电子商务立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颁布的《电子商务示范法》

，规定了电子合同的效力、电子合同履行的标准、电子签名

的可接受性等，为逐步解决电子商务法律问题奠定了基础。

随后，不少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以示范法为范本，纷纷制订

各种法律规范。1998年5月世贸组织在一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

了《关于全球电子商务宣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8

年10月推出了《全球电子商务行动计划》、欧盟于2000年5月

通过了《电子商务指令》、美国1998至2000年相继出台了《

互联网免税法案》、《统一电子交易法》、《互联网保护个

人隐私的政策》、《电子签名法》⋯⋯，这些法律规范为有

关国家清扫发展电子商务的障碍，推动与保障电子商务的繁

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有了电子商务立法的相

关保障和促进的作用，才促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定时

期内各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从目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

来看，尽管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发展前景很被看好，但仍

受到安全、支付、配送、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基础环境的

制约和影响。其实这并不是我国的电子商务在技术上不能完

全实现安全保障，网上支付体系和物流配送系统不能很好地

建立起来，而主要在于我国电子商务的相关立法还相当滞后

，从而制约了我国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电子商务

立法已经成为我国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的必备前提。 二、电

子商务立法解决的主要问题 电子商务立法，从狭义上讲只属

于商法或国际商法的范畴，主要用于调整在电子商务活动中

出现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即主要解决电子合同、



电子身份认证、网上支付、物流配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

面所引起的法律问题。不过，由于商务活动涉及到社会经济

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子商务也不例外，并且电子商务是以网

络为运作平台的，其交易场所虚拟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因

而从广义上讲电子商务立法还应解决包括税收征管、知识产

权的保护、管辖权的确定、电子证据的确认、网络安全和管

理、网上拍卖、网上广告、市场准入、法律冲突等多方面的

法律问题。总之，从广义上来讲，需电子商务立法解决的法

律问题十分庞杂，并且具有不稳定性。下面只以狭义的电子

商务立法为出发点，简单分析目前阻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而

急需通过立法来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电子认证的法律问

题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化的特点，安全问题是阻碍电子

商务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方

面，在电子商务过程中，买卖双方是通过互联网来联系的，

彼此隔着千山万水，互不见面，买卖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如何

确认；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全球使用范围最大的信息网，

它的开放性拓宽了资源共享，但也使信息安全受到严重的威

胁，如何确认电子文件的真实、有效性，如何保证网上数据

的完整性？电子身份认证机构通过对公钥密码体制、数字签

名、数字信封等密码功能的运用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认证系

统，从而在技术上对电子商务起到了安全保障的作用。但是

电子认证的法律效力需通过立法得到确认和保障，电子身份

认证机构行为规则以及涉及交互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

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因此，要使电子身份认证机构能真正

发挥其在电子商务中的安全作用，促使电子商务真正走向应

用，尚需对电子认证中的有关电子文件、数字签名、身份认



证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及电子身份认证机构的权利义务等问

题，通过立法加以保障，或者作严格的法律规范。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