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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D_91_E7_BB_9C_E7_c40_65234.htm 20世纪末叶，电子商务

首先在科技领先、经济发达、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国家中展开

。最为中国老百姓所熟识的“网上购物”等交易方式，伴随

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而从国际进入国内。加入WTO，电子商

务在我国将步入与国际接轨的快车道。作为合同主管部门的

工商行政管理，正面对如何监管电子商务合同的重要课题。

电子商务的功能主要有网上广告宣传、网上交易和交易洽谈

、网上订购产品及货币支付、电子账户管理、网上商品送货

及查询、征求用户意见等管理服务。电子商务合同监管应以

电子商务的主要功能为切入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电子商

务合同监管的有效途径。 一、电子商务合同的签约前监管(也

可称为网络环境监管) 电子商务合同签约前阶段主要是买卖信

息的网上检索，交易双方都需要对支付问题、交货问题、信

用认证问题作充分的考虑和准备。其核心“信息流”是电子

商务中目前应用最广泛、最成功的一部分。电子商务合同好

比一群百灵鸟，运行的空间如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百花

齐放，结论是百鸟争鸣自不待言。但如果是枪林弹雨，恶树

毒草，乌烟瘴气，势必会“千山鸟飞绝”。从法律环境讲，

这要求政府尽快修订出台《电子商务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构建起一个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体系，以解决电子商

务所带来的安全、支付、电子货币、智能犯罪等问题。作为

政府职能之一的工商行政管理，应在规范和监管“信息流”

方面担当重要角色，为电子商务合同广泛使用建立良好的网



络环境。 根据网络案件查处实践和网站抽样巡查，影响电子

商务“信息流”的网络违法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类： 虚假广告

宣传。包括网上经营企业本身、网上所售商品情况所做的虚

假宣传和为虚假宣传提供媒体(网络)。 无照经营。包括未经

工商登记注册而在网上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和为无照经营提

供网络平台。 利用网络传销、变相传销。 合同诈骗。 利用互

联网贩私。 侵犯消费者权益。在网上经销假冒伪劣商品，侵

犯他人注册商标。 超越经营范围。国家实行许可经营的特殊

行业，未经许可而从事经营。 由此，电子商务合同的网络环

境监管，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切实加强对电子商

务主体资格的监管，严把市场准入关。这包括：(1)经营性网

站的准入；(2)网络经营公司的准入；(3)网站经营者的准入

；(4)网站经营特殊商品和服务的准入。 网上交易、网上广告

发布、电子合同确认、网上拍卖无一例外地涉及网站域名、

经济主体准入和身份合法性的确认。“域名”相当于传统经

济中企业与商家的名称或字号，身份认证则是网络环境下准

入和网络经济主体资格的“营业执照”。电子商务的特殊性

决定了域名核准与网络经济主体认证的重要性和严肃性。监

管经济主体的名称、准入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建立

以国家工商总局为中心的电子商务网站中文名称核准与经济

主体资信认证体系已成为监管电子商务合同最为有效的途径

。建立以国家工商总局为中心的电子商务“营业执照”认证

体系，对从事电子商务的网络经营者和网上经营者发放数字

证书(电子营业执照)，并在网上交易过程中认证，以及受理

审核证书的年检、变更、注销等，能有效地监管和规范网上

“信息流”的真伪，为电子商务合同广泛应用营造良好的网



络环境。 二是监管电子商务中的商标、广告行为，保护知识

产权，净化电子商务合同运作环境。网上商标、网络广告的

有效监管，是保证“信息流”真实诚信的重要途径之一。在

《电子商务法》和国家工商总局的网上广告、商标监管办法

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应积极探索运用《广告法》《商标法》

监管调整网上广告、商标行为的法理手段。尽快地培养网络

监管人才，改善网上监管的技术条件，以适应网络科技发展

的要求。 三是监管电子商务交易行为，开展网上信息咨询和

网上举报与投诉。这要求工商行政管理诸部门树立“多兵种

”协同“作战”意识，利用工商行政管理的整体职能，对整

个网络进行多方位监察，建立公平交易秩序。利用电子版营

业执照和传统纸质营业执照“扫描上网”相结合进行网络主

体资格认证，以规范市场准入行为；将网上巡查与地域巡查

紧密结合，以规范市场交易秩序。由于电子商务是在网上交

换信息、交易，其要约和承诺过程难于管理。维护网上交易

秩序，从目前的管理手段看，应积极进行网上工商法规公告

和宣传，通过对违法交易行为的处罚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入

手，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合同应用空间。 二、电子商务合同

的签约过程监管 电子商务合同的签约过程即交易谈判和签订

合同过程：主要是指买卖双方对所有交易细节在网上进行谈

判，交易双方利用电子手段经过认真磋商后，将双方在交易

中的权利、义务，所购买商品的种类、数量、价格、交货地

点、交货期、付款方式和运输方式、违约和索赔等合同条款

全部以电子交易合同的方式作出全面详尽的规定 ，合同双方

利用EDI进行签约，或通过数字签名等方式签订电子贸易合同

。但由于电子商务的法律规范相对滞后，有关电子商务市场



准入、认证体系、支付结算、交易文体的行为规则以及电子

交易中必须涉及到的电子合同、电子税单等的法律效力没有

作出明确规定，以致我国目前电子商务仍处于自发、无序的

发展状态。可喜的是，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等法规已开电子商务立法先河。通过法律和行政管理

调整，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基

本方向。工商行政管理作为合同管理的主要职能部门 ，寻求

有效的电子商务合同监管手段，应从建立“合同信用认证网

络平台”和建立“红盾电子商务合同鉴证网”入手。 (一)建

立合同信用认证网络平台。合同主管部门(工商部门)建立一

个计算机网站，把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合同信用状况的有

关信息传递给公众。社会公众随时查询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企

业商业秘密的企业登记及其他有关信用的档案信息(如企业、

违规受到处罚，资质、资信等信息)。该网站公示内容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合同履行、信用遵守等情况。二

是社会、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合同信用状况的评价。前者具

体反映：(1)企业合同管理是否做到组织、人员、制度“三落

实”；(2)企业是否通过IS9000系列质量体系认证；(3)企业签

订合同是否依法；(4)合同订立后是否依法履行；(5)企业在履

行合同过程出现的违约行为。后者具体反映：各级政府部门

、各类社会团体颁发、确认的先进企业，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等肯定方面；企业因各种违法行为受到有关部门处罚如抽逃

资金、偷漏税款等否定方面。该网站通过与国家工商总局电

子营业执照认证中心及各职能部门、司法机关、金融机构和

有关中介组织联网形成全国统一的立体资信认证、信用监管

、查询系统，为电子商务合同运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必



要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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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