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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D_90_E5_95_86_E5_c40_65239.htm 摘 要：本文从电子商务

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主体资格的界定入手，详细分析了B2C

、C2C交易模式中是否存在销售者和经营者这一问题；进一

步阐述了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合理

化建议；最后深入探讨了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

构建。 关键词：网络消费者 网络经营者 侵权 权益保护 电子

商务中出现的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已逐渐成为其发展

的阻碍，亦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在尊

重电子商务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从法律及相关层面采取各种

措施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推动我国网络经济的健康发

展及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具有重要作用。一、电子商务

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主体资格的界定消费者与经营者是相对应

、相对立的关系，没有经营者就没有消费者，反之亦然。电

子商务中可能存在的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模式有三种：B2B

、B2C、C2C，其中B2C模式中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是毫无争

议的。值得探讨的是B2B、C2C模式中是否存在消费者与经营

者，以及消费者与经营者主体资格如何界定等问题。电子商

务只是人们生活消费的途径之一，它没有改变消费者的定义

也没有改变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所以现行法律对消费者的

定义同样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并没有解释消费者的定义，也没有对消费者的主体资格进行

说明，要清晰地界定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身份，就必须对消

费者的主体资格及概念进行界定。根据国家标准局《消费品



使用说明总则》的规定，可以成为消费者主体的只能是“个

体社会成员”。有些学者认为若单位购买生活资料最后也是

由个人生活消费而使用，那么该单位和集体属于消费者权益

法保护范围内。笔者认为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单位”、“

集体”或者“组织”是否构成消费者的主体仍然值得商榷：

首先，国际通行的规则是将消费者定位于个人。从目前法学

理论界的观点和世界各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惯例看，

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只限于个人，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对

消费者的定义是指那些从经营者处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

品和服务的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将

消费者定义为，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

会成员；《欧盟消费者远程合同指令》将消费者定义为，非

出于商业、买卖、职业目的而缔结合同的任何自然人。其次

，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最终消费的主体，单位购买生活资料

的基点仍是个人生活消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

费是个人消费，或者说是直接消费。在单位作为商品的买受

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时，其不能直接进行生活消费，不能

作为最终消费者。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

服务应由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如

果单位坚持依照《消法》来主张权利，这种情况下它的地位

相当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诉讼代表人。最后，从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立法角度看，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交易中弱势一

方，就单位所具有的实力而言，很难将其视为市场中的弱势

一方。个人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往往处于弱者地位，故应受

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特殊保护。且其与经营者相比较缺

乏交易经验或缺乏足够的交易信息和交易能力，从而导致在



交易中不具有与经营者对等的实力，所以需要国家立法进行

干预；而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进行交易时，有足够的团体力量

与经营者抗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处于强势地位，法律上没

有必要给予特殊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具有消费者主体资格

的只能是个人。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目的购买、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商业性服务的，由国家专门法律保护其消费权益的

个体社会成员。那么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主体资格为：出于

生活消费目的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商业

性服务的个人。由此可知，B2B交易模式中的单位购买者不具

有网络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即B2B交易模式中不存在消费者与

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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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