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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飞速发展，但相关立法却明显滞后。
目前我国调整电子商务的主要是一些部委规章和地方性立法，存在效力层级不高、体系不清、内容不
全、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如不及时完善，将严重制约我国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以全球化视角对全球电子商务立法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着重对近年来国际组织和各
国电子商务立法的最新发展做了深入的分析，提出全球电子商务立法呈现全球化、统一化、民间化和
法典化的趋势。
在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中，我们应该大胆借鉴国际立法经验，根据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实际，加快建
构本土化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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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章全球电子商务立法概览 电子商务是21世纪全球经济最大的增长点之一，电子
商务的跨越式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也不可避免地对传统法律体系带来了新
的挑战，依靠传统的法律体系已经无法应对电子商务所带来的问题。
因此，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立法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重点。
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会、世贸组织、欧盟、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到美国、德国、英
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大量渴望通过电子商务带动本国经济增长的新兴国家，都对电子商务的立法给予
了重点关注，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制订了电子商务法。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制订了电子商务相关立法，其中71个国家制订了以《电子商务法》或
《电子交易法》命名的电子商务法，从全球范围来看，电子商务立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其他领
域的立法活动所无法企及的。
 第一节 国际组织电子商务立法实践 互联网使得商务主体之间的距离被无限地缩短，商务交易的时间
限制和空间限制得到突破，商务交易的范围从有限的区域性小市场走向全球化的大市场，公司和消费
者之间、卖方和买方之间以及服务提供者和顾客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为直接。
相对于传统商务而言，电子商务市场被深深地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
为有效应对网络经济所带来的挑战，各国纷纷着手制订或修改相关法律以适应本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然而，电子商务实践是在一个没有哪个国家为其量身定做法律的时代发展起来的。
对于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实践，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制订国内法进行有效规范，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
电子商务发达国家，都缺乏处理电子商务的综合性法律，因而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从国际层面率先着
手，制订可供各国借鉴的国际性法律文件就成为既现实又明智的选择。
为此，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欧盟、国际商会、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始牵头从
事国际性电子商务立法，这些国际组织在把握电子商务最新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制订出
一系列国际公认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从而消除了电子商务运用上的障碍，为电子商务的广泛运用提供
了法律确定性，并成为各国从事电子商务立法的模板。
 一、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就十分关注计算机技术
和互联网商业应用对现有法律体系所带来的冲击，并致力于在该领域协调各国立场，避免因各国国内
法的不同，构成对电子商务这一新兴贸易形式的障碍。
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其第18届年会上提出了题为《计算机记录的法律价值》的报告，
报告首次明确了计算机技术在国际贸易运用中的主要法律障碍是关于“书面形式”、“签名”等法定
要求。
为了适应金融业务电子化的需要，并促进电子支付方式的规范化发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于1992年首开先河，在其1987年推出的《电子资金划拨法律指南》的基础上，制订了《国际贷记划拨
示范法》。
紧接着，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又进一步制订了《电子商务示范法》、《电子签名示范法》和《国
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确立了技术中立原则、功能等同原则等一系列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则或
规则，这些原则或规则成为世界各国立法机关制定本国电子商务立法的重要参考，为推动世界各国电
子商务立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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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商务法发展趋势研究》提出电子商务立法已呈现出全球化、统一化、民间化和法典化的发展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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