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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5年4月18日，在第八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大会上，由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主持的我国电子商务领
域的第一个行业规范——《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规范》在政策法律论坛上正式发布，参与该规范的单位
包括亿贝易趣、一拍、卓越、新浪、IG05、首信、搜易得、云网等电子商务企业。
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第一个直接规范网上交易的文本，该规范的发布引起了消费者、企业、政府部门
、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网络交易平台是指为各类电子商务交易(包括B t0 B、B t0 c和c to c交易)提供服务的网站或者网络系
统。
网络交易平台在电子商务中意义重大，规范、健康、有序和信用良好的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对于素未谋
面甚至相隔遥远的双方或多方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起着关键作用，是降低风险、促进电子商务
顺利进行不可或缺的因素。
网络交易平台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在电子商务交易中起到十分关键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联系
交易方、消费者、支付方、配送方、电信运营和服务提供方、认证服务提供方的纽带，是交易服务的
核心；二是，由于其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其面临的法律问题相当广泛，既有电子合
同、消费者保护、隐私权保护方面的，也有信用管理、信息安全、违法及不良信息监控领域的。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网络交易平台数量急剧增多，一些较为成功和知名的交易平台如亿贝易
趣、阿里巴巴等都建立了自己的交易模式，制定了自己的管理制度，也不乏几个网络交易平台联合起
来制定一些规范制度。
但是总体而言，这些模式或者制度都是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
仅依靠各交易平台运营商各自的努力无法规范整个市场行为，需要企业共同联合，以行业规章来规范
其行为和市场。
由于网络交易平台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交易者众多、涉及范围广、买卖商品繁杂，
加之电子商务本身的虚拟性、跨地域和即时性等特性以及我国该领域的法律环境不健全等因素，网络
交易平台自身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存在着不少风险，如法律风险、信用风险、安全风险等。
消除这些风险、确保网络交易平台的健康发展需要及时立法，需要企业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也需要
相应的行业规范和部门规章早日出台。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凭借其组织企业、沟通政府、联络专家的有利地位，利用
行业规范形式灵活的特点，选择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作为规范电子商务交易的突破口，提出了该《网络
交易平台服务规范》的文本和倡议。
该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相关定义、基本规定、交易标的限制、交易平台的制度建设、运营与管理、信
息监管、用户注册、在线交易规则、用户注册和服务协议、交易记录的保存、网络交易辅助服务、消
费者保护、隐私权保护、网上广告与垃圾邮件、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处罚等内容。
    为进一步探讨该规范所反映的网络交易各个方面的问题，揭示我国网络交易法制化的现状与问题，
探索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编写了本书。
对我国电子商务的法律环境、网络交易的法律问题、网络交易平台的服务规则、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规
范、电子签名法、网络支付中的法律问题、信息安全中的法律问题及网络实名制等网络交易平台所面
临的几个关键法律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分析研究。
希望能够为参与网络交易的各类人士提供一定的帮助，同时，作为一种对前沿领域的探索，更希望得
到广大专家、学者、业内人士的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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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网络服务中间商（通常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责任　　本指令对信息服务商关于商业
及非商业信息的传播以及电子合同等问题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就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商来说，与其直
接相关的是该指令中有关网络服务中间商的规定，这部分规定是ISP业者都应予以重视的问题。
本指令将网络服务中间商的责任细分为关于单纯传输的责任、关于存储的责任、关于寄存的责任、关
于无监督义务四个部分。
　　在单纯传输的情况下，网络服务中间商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以免除其责任：（1）信息不是应网络
服务中间商的要求传输的；（2）信息传输的接收者不是由网络服务中间商选择确定的；（3）网络服
务中间商未选择也未修改所传输的信息。
存储是指网络服务中间商对其应其他服务获取者的要求，出于日后更有效地传输信息的唯一目韵，而
对所传输信息进行自动、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存储，在这种情况下，满足下列条件可以不承担责任：
（1）网络服务中间商不更改信息内容；（2）网络服务中间商不更改获取信息的条件；（3）网络服务
中间商不违反行业标准所规定的信息更新规则；（4）网络服务中间商不介人为使用信息而应用的、
符合行业标准的数据技术。
以上两种情况下网络服务商享受责任豁免的地位，这是因为在上述情况下，网络服务中间商对传输和
存储的信息无法实施监控，如果要其承担责任的话，则过分地加重了网络服务商的责任，不利于电子
商务的发展。
但是，网络服务商在得知信息已从其网上原始位置被撤销；或已无法被继续获取；或有关当局下令撤
销该信息或禁止其传播时，应保证迅速采取措施，撤销存储信息或使之无法被继续获取。
　　如果涉及的网络服务是为某一服务接受者提供信息寄存的服务，那么在符合以下条件时，服务者
对于这些存储的信息的内容不承担责任：（1）如果网络服务中间商对于有关的行为或者信息为非法
不知情，并且对于损害赔偿诉讼而言，它对于使得有关行为或者信息表现出违法性的事实或者具体环
境不知情；（2）在得知有关事实之后立即清除有关信息或者阻止获取有关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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