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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系列教材:电子商务法》吸收专著类的理论知识，对高校电子商务类专业适用的教
材编制体例大胆创新，将《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系列教材:电子商务法》创作为一本可以自学的应用型教
材，使理论讲授可以与实践相结合。同时考虑教学特点，力图避免案例与理论“两层皮”的尴尬，使
教师可以真正使用这本教材中的案例。同时，编者凭借多年的教学研究经验，对各个章节中的重点、
难点有着非常清晰的把握，对由于以往教材中电子商务专家、经济法专家对商法的不了解以致在电子
商务法编写中出现的谬误进行修正，真正从法学、电子商务学科的角度来论述这一交叉学科，使《高
等学校电子商务系列教材:电子商务法》能同时适用于电子商务专业和法学专业，做到深浅适中、理论
扎实、案例新颖、内容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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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电子商务基本原理 第一节 电子商务概念与特征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 二、电子商务的特征 第二
节 电子商务的发展沿革 一、电子商务的产生与发展 二、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 第二
章 电子商务法基本理论 第一节 电子商务法的概念和特征 一、电子商务法的概念 二、电子商务法的特
征 第二节 电子商务法的性质与地位 一、电子商务法的性质 二、电子商务法的地位 第三节 电子商务法
的调整对象、体系和基本原则 一、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 二、电子商务法的体系 三、电子商务法的
基本原则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 第三章 电子商务立法概况 第一节国际电子商务法律环境 一、国际电子商
务立法状况 二、国际电子商务立法主要内容 三、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特点 第二节我国电子商务法律
环境 一、计算机和网络管制立法 二、合同法 三、电子签名法 四、知识产权立法 第三节我国电子商务
法立法建议 一、我国电子商务法存在的问题及需解决的问题 二、对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几点建议 本
章小结 课后练习 第四章数据电文法律制度 第一节数据电文概述 一、数据电文的概念 二、数据电文的
性质 三、数据电文的特征 第二节数据电文与传统书面形式的矛盾及其解决 一、传统书面形式概述 二
、传统书面形式制度的范围与内涵 三、书面形式的演变——渐进中的方法 四、关于书面形式问题的
解决方案 五、数据电文的功能等同原则 六、数据电文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第三节数据电文法律功能与
效力 一、数据电文的法律功能 二、数据电文的效力 第四节数据电文的通信和保存规则 一、数据电文
的通信规则 二、数据电文的归属与保存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 第五章 电子签名法律制度 第一节电子签名
概述 一、电子签名的概念 二、电子签名的特征 三、电子签名的立法模式 第二节 电子签名与传统签名
的比较 一、电子签名与传统签名的相同之处 二、电子签名与传统签名的区别 第三节数字签名 一、数
字签名的概念 二、数字签名的功能 三、数字签名的实现 第四节 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 一、电子签名的
基本要求 二、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 第六章 电子认证法律制度 第一节 电子认证概
述 一、电子认证的概念 二、电子认证的功能 三、电子认证的操作程序 四、电子认证的方法及分类 第
二节认证机构的设立及管理 一、认证机构概述 二、认证机构的设立条件 三、认证机构的可信赖性 四
、认证机构的管理 第三节认证机构的电子证书业务规范 一、认证证书的概念 二、证书的等级 三、证
书申请 四、证书的颁发 五、证书的接收 六、证书的效力 七、证书的中止 八、证书的撤销 九、证书的
保存 十、认证机构的自身管理规则 第四节 电子认证法律关系 一、认证机构业务的性质 二、认证法律
关系各方当事人 三、认证机构与当事人各方的关系 四、认证机构及各方当事人的义务 五、认证机构
的相关法律责任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 第七章 电子合同法律制度 第一节 电子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一、电
子合同概述 二、电子合同的特征 三、电子合同的分类及形式 第二节 电子合同订立制度 一、概述 二、
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 三、电子合同的要约和要约引诱问题 四、电子合同的承诺问题 五、确认收讫 第
三节 电子合同的效力 一、电子合同的生效 二、电子合同形式的法律制度 三、当事人缔约主体资格 四
、电子合同的标的 五、电子合同当事人的特殊权利和义务 第四节特殊的电子合同形式——点击合同 
一、点击合同概述 二、点击合同的基本原则 三、点击合同交易条款应满足的条件 第五节 电子合同的
履行及违约救济 一、电子合同的履行 二、信息产品履行的规则及风险承担 三、电子合同交易权利义
务的终止 四、电子合同的违约救济 第六节 电子合同相关法律制度 一、电子意思表示法律制度 二、电
子合同的证据法律制度 三、电子合同成立的法律制度 四、电子错误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本章小结 课后
练习 第八章 电子信息交易法律制度 第一节 电子信息交易概述 一、电子信息交易的相关知识 二、信息
产品问题与数据库问题 第二节 电子信息交易法律关系 一、电子信息交易的当事人 二、电子信息交易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分析 三、电子信息交易的法律责任 四、电子信息交易中的若干特殊问题 本章
小结 课后练习 第九章 电子支付法律制度 第一节 电子支付概述 一、电子支付的概念及特征 二、电子
支付的主要法律问题 三、电子支付的主要方式 第二节 电子支付法律关系 一、电子支付主要当事人之
间的权利义务分析 二、电子支付中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 电子支付的安全保障 一、宏观层面的安全保障 
二、微观层面的安全保障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 第十章 电子商务与隐私权 第一节 电子商务中的隐私权问
题 一、电子商务中的隐私权问题 二、网络隐私权与网络服务商 三、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制度 第二
节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 一、个人信息资料保护的一般规则 二、个人信息资料保护的收集和利用 本章
小结 课后练习 第十一章 电子商务与知识产权 第一节 电子商务中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一、著作权基本理
论 二、著作权的内容 三、电子商务中著作权侵权行为与保护 第二节 电子商务中的商标权保护问题 一
、域名概述 二、域名与商标权的冲突及其解决 第三节 电子商务中的专利权保护问题 一、计算机软件
的专利保护 二、电子商务中专利新颖性的判断 三、专利的电子申请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 第十二章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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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纠纷的解决 第一节 电子商务纠纷的司法管辖 一、管辖权确认的国内规则 二、管辖权确认的国际
规则 第二节 电子证据问题 一、电子证据的概述 二、不同国家关于电子证据的规定 第三节 电子商务纠
纷的解决机制 一、ODR的概念 二、ODR的基本形式 三、ODR的基本特征 四、ODR的发展 五、ODR
在中国的现状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 附录A 电子商务法源性文件目录 附录B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
商务示范法 附录C贸易法委员会电子签名示范法 附录D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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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撤销电子错误的条件 由于错误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原则上允许当事人撤
销，即在合同成立之前，当事人可以撤销错误的表示行为；在合同成立或生效之后，亦可依据某类特
定条件撤销该错误产生的法律后果。 在一般交易中，当事人可依此类特定条件，撤销源于双方的错误
电子信息效力。 1.当事人有约定 若当事人各方约定使用某种程序来检测变动或错误，一方当事人遵此
约定执行，另一方当事人未遵此约定，如果遵守该约定就可以检测到该变动或错误的，遵守方可以撤
销变动或错误的电子信息的法律效力。 2.当事人无约定 （1）若一方采用某种程序检测到自己所发出
的信息有变动或错误的，应及时通知另一方，相对方应在合理期间内予以确认，经确认后，发出方可
以撤销因变动或错误所产生的效力；相对方在合理期间内未确认的，发出方也可以撤销因变动或错误
所产生的效力。相对方在合理期间给予否认的，应由发出方证明变动或错误的存在；能证明者可以撤
销，不能证明者不得撤销。 （2）若一方采用某种程序检测到对方所发信息有变动或错误的，应立即
通知对方，相对方在合理期间内确认的，任何一方均可以行使撤销权，相对方未在合理期间内确认的
，通知方可以行使撤销权。 在B to C的交易中，出于保护消费者及弱势群体的考虑，学界及国外司法
实践普遍确立了以下规则： 消费者可以撤销在与卖方的电子代理人交易过程中源于本人的错误电子信
息的效力，其前提条件是：电子代理人未能提供机会避免或纠正错误，或消费者在知道电子信息出现
错误时采取如下行为。 ①及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电子信息出现错误，并告知本人不愿受错误电子信
息的约束。 ②采取合理措施，如遵照对方合理指示将所有的信息拷贝返还给对方，或根据对方指示取
消收到的信息拷贝等。 ③未使用或从该信息产品中获利，或使信息产品所有人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如
将该信息产品转让给他人使用等。 电子错误或变动未被双方当事人检测到的，直至合同履行或履行完
毕，原则上合同应有效，除非该错误构成有影响力的错误，动摇了合同成立的基础。基于电子错误或
变动致使合同或某一条款无效或被撤销的，当事人应当返还因错误或变动所带来的利益，不能返还的
，应当给予补偿；因电子错误或变动致使一方受损失的，若该错误或变动可归责于一方，则由该方赔
偿损失；不可归责于一方的，该损失由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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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系列教材:电子商务法》适合学习电子商务、法学、贸易、管理、信息技术等专业
的本专科学生作为教材，也适合政府及企业各部门管理人员、信息技术人员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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