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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法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 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
教材,由中国政法大学张楚教授主编。本书分为网络法特有制度、网络私法制度和网络公法制度三编，
重点介绍了因特同商业化应用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及其法律解决方案。全书不仅从行政法、
民商法、刑事法、诉讼法、国际法等方面讲解法律对策的新发展，而且从网络运行的框架与机制等特
点出发，阐述了网络法的基本特征，具体讲授、探讨了诸如域名注册与保护、网络身份认证、在线交
易、电子支付、网络犯罪与预防、隐私保护、电子证据收集等新问题。书后附有包含相关法律法规、
案例分析、论文著作摘编、相关网站等教学参考资们的光盘一张。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教
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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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子政务的应用⋯⋯⋯⋯⋯⋯⋯⋯⋯⋯⋯⋯⋯⋯⋯⋯⋯⋯⋯⋯⋯⋯⋯⋯⋯(222)
第二节 国外电子政务发展及其立法状况⋯⋯⋯⋯⋯⋯⋯⋯⋯⋯⋯⋯⋯⋯(223)
一、美国的电子政务与立法⋯⋯⋯⋯⋯⋯⋯⋯⋯⋯⋯⋯⋯⋯⋯⋯⋯⋯⋯⋯⋯⋯(223)
二、英国的电子政务⋯⋯⋯⋯⋯⋯⋯⋯⋯⋯⋯⋯⋯⋯⋯⋯⋯⋯⋯⋯⋯⋯⋯⋯⋯(225)
三、日本的电子政务⋯⋯⋯⋯⋯⋯⋯⋯⋯⋯⋯⋯⋯⋯⋯⋯⋯⋯⋯⋯⋯⋯⋯⋯⋯(225)
四、新加坡的电子政务⋯⋯⋯⋯⋯⋯⋯⋯⋯⋯⋯⋯⋯⋯⋯⋯⋯⋯⋯⋯⋯⋯⋯⋯(226)
五、韩国的《电子政府法》⋯⋯⋯⋯⋯⋯⋯⋯⋯⋯⋯⋯⋯⋯ ⋯⋯⋯⋯⋯⋯⋯ (227)
第三节 我国电子政务立法现状与行动⋯⋯⋯⋯⋯⋯⋯⋯⋯⋯⋯⋯⋯⋯⋯(228)
一、电子政务法律体系不健全⋯⋯⋯⋯⋯⋯⋯⋯⋯⋯⋯⋯⋯⋯⋯⋯⋯⋯⋯⋯⋯(228)
二、正在进行的电子政务立法行动⋯⋯⋯⋯⋯⋯⋯⋯⋯⋯⋯⋯⋯⋯⋯⋯⋯⋯⋯(228)
第四节 我国电子政务的基本法律规范⋯⋯⋯⋯⋯⋯⋯⋯⋯⋯⋯⋯⋯⋯⋯(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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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政务法律规范的含义⋯⋯⋯⋯⋯⋯⋯⋯⋯⋯⋯⋯⋯⋯⋯⋯⋯⋯⋯⋯⋯(228)
二、电子政务法的基本原则⋯⋯⋯⋯⋯⋯⋯⋯⋯⋯⋯⋯⋯⋯⋯⋯⋯⋯⋯⋯⋯⋯(229)
三、我国电子政务的基本法律制度⋯⋯⋯⋯⋯⋯⋯⋯⋯⋯⋯⋯⋯⋯⋯⋯⋯⋯⋯(230)
第十一章 网络犯罪问题⋯⋯⋯⋯⋯⋯⋯⋯⋯⋯⋯⋯⋯⋯⋯⋯⋯⋯⋯⋯⋯(232)
第一节 网络犯罪的基本范畴⋯⋯⋯⋯⋯⋯⋯⋯⋯⋯⋯⋯⋯⋯⋯⋯⋯⋯⋯⋯(232)
一、网络犯罪的观察视角⋯⋯⋯⋯⋯⋯⋯⋯⋯⋯⋯⋯⋯⋯⋯⋯⋯⋯⋯⋯⋯⋯⋯(232)
二、网络犯罪的概念及范围⋯⋯⋯⋯⋯⋯⋯⋯⋯⋯⋯⋯⋯⋯⋯⋯⋯⋯⋯⋯⋯⋯(233)
第二节 网络犯罪的类型和特点⋯⋯⋯⋯⋯⋯⋯⋯⋯⋯⋯⋯⋯⋯⋯⋯⋯⋯⋯(235)
一、网络犯罪的类型⋯⋯⋯⋯⋯⋯⋯⋯⋯⋯⋯⋯⋯⋯⋯⋯⋯⋯⋯⋯⋯⋯⋯⋯⋯(235)
二、网络犯罪的特点⋯⋯⋯⋯⋯⋯⋯⋯⋯⋯⋯⋯⋯⋯⋯⋯⋯⋯⋯⋯⋯⋯⋯⋯⋯(236)
第三节 网络犯罪的表现形态⋯⋯⋯⋯⋯⋯⋯⋯⋯⋯⋯⋯⋯⋯⋯⋯⋯⋯⋯⋯(239)
一、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239)
二、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240)
三、网上诈骗⋯⋯⋯⋯⋯⋯⋯⋯⋯⋯⋯⋯⋯⋯⋯⋯⋯⋯⋯⋯⋯⋯⋯⋯⋯⋯⋯⋯(241)
四、网上盗窃⋯⋯⋯⋯⋯⋯⋯⋯⋯⋯⋯⋯⋯⋯⋯⋯⋯⋯⋯⋯⋯⋯⋯⋯⋯⋯⋯⋯(242)
五、网上侵犯个人隐私权⋯⋯⋯⋯⋯⋯⋯⋯⋯⋯⋯⋯⋯⋯⋯⋯⋯⋯⋯⋯⋯⋯⋯(242)
六、网上侵犯知识产权⋯⋯⋯⋯⋯⋯⋯⋯⋯⋯⋯⋯⋯⋯⋯⋯⋯⋯⋯⋯⋯⋯⋯⋯(242)
七、网上非法交易⋯⋯⋯⋯⋯⋯⋯⋯⋯⋯⋯⋯⋯⋯⋯⋯⋯⋯⋯⋯⋯⋯⋯⋯⋯⋯(243)
八、电子洗钱⋯⋯⋯⋯⋯⋯⋯⋯⋯⋯⋯⋯⋯⋯⋯⋯⋯⋯⋯⋯⋯⋯⋯⋯⋯⋯⋯⋯(243)
九、网上侮辱、诽谤⋯⋯⋯⋯⋯⋯⋯⋯⋯⋯⋯⋯⋯⋯⋯⋯⋯⋯⋯⋯⋯⋯⋯⋯⋯(243)
十、网上色情⋯⋯⋯⋯⋯⋯⋯⋯⋯⋯⋯⋯⋯⋯⋯⋯⋯⋯⋯⋯⋯⋯⋯⋯⋯⋯⋯⋯(243)
十一、网上窃取、泄漏国家秘密⋯⋯⋯⋯⋯⋯⋯⋯⋯⋯⋯⋯⋯⋯⋯⋯⋯⋯⋯⋯(244)
十二、在线赌博⋯⋯⋯⋯⋯⋯⋯⋯⋯⋯⋯⋯⋯⋯⋯⋯⋯⋯⋯⋯⋯⋯⋯⋯⋯⋯⋯(244)
十三、网上传授犯罪方法⋯⋯⋯⋯⋯⋯⋯⋯⋯⋯⋯⋯⋯⋯⋯⋯⋯⋯⋯⋯⋯⋯⋯(244)
十四、非法占用或控制计算机网络资源⋯⋯⋯⋯⋯⋯⋯⋯⋯⋯⋯⋯⋯⋯⋯⋯⋯(244)
十五、网上毁损商誉⋯⋯⋯⋯⋯⋯⋯⋯⋯⋯⋯⋯⋯⋯⋯⋯⋯⋯⋯⋯⋯⋯⋯⋯⋯(245)
十六、网上组织邪教组织⋯⋯⋯⋯⋯⋯⋯⋯⋯⋯⋯⋯⋯⋯⋯⋯⋯⋯⋯⋯⋯⋯⋯(245)
第四节 刑法意义上的网络犯罪⋯⋯⋯⋯⋯⋯⋯⋯⋯⋯⋯⋯⋯⋯⋯⋯⋯⋯⋯(245)
一、网络犯罪的刑法表述⋯⋯⋯⋯⋯⋯⋯⋯⋯⋯⋯⋯⋯⋯⋯⋯⋯⋯⋯⋯⋯⋯⋯(245)
二、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46)
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罪⋯⋯⋯⋯⋯⋯⋯⋯⋯⋯⋯⋯⋯⋯⋯⋯⋯⋯⋯⋯(248)
四、破坏计算机数据和应用程序罪⋯⋯⋯⋯⋯⋯⋯⋯⋯⋯⋯⋯⋯⋯⋯⋯⋯⋯⋯(250)
五、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罪⋯⋯⋯⋯⋯⋯⋯⋯⋯⋯⋯⋯⋯⋯⋯(251)
六、网络工具犯罪⋯⋯⋯⋯⋯⋯⋯⋯⋯⋯⋯⋯⋯⋯⋯⋯⋯⋯⋯⋯⋯⋯⋯⋯⋯⋯(252)
七、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256)
第五节 网络犯罪的预防与控制⋯⋯⋯⋯⋯⋯⋯⋯⋯⋯⋯⋯⋯⋯⋯⋯⋯⋯⋯(258)
一、网络犯罪与刑事立法⋯⋯⋯⋯⋯⋯⋯⋯⋯⋯⋯⋯⋯⋯⋯⋯⋯⋯⋯⋯⋯⋯⋯(258)
二、网络犯罪与网络伦理⋯⋯⋯⋯⋯⋯⋯⋯⋯⋯⋯⋯⋯⋯⋯⋯⋯⋯⋯⋯⋯⋯⋯(260)
第十二章 网络纠纷的解决⋯⋯⋯⋯⋯⋯⋯⋯⋯⋯⋯⋯⋯⋯⋯⋯⋯⋯ (264)
第一节 网络纠纷的司法管辖⋯⋯⋯⋯⋯⋯⋯⋯⋯⋯⋯⋯⋯⋯⋯⋯⋯⋯⋯⋯(264)
一、对网络管辖权问题的基础分析⋯⋯⋯⋯⋯⋯⋯⋯⋯⋯⋯⋯⋯⋯⋯⋯⋯⋯⋯(264)
二、网络管辖权的内国法视角⋯⋯⋯⋯⋯⋯⋯⋯⋯⋯⋯⋯⋯⋯⋯⋯⋯⋯⋯⋯⋯(266)
三、网络管辖权的国际协作⋯⋯⋯⋯⋯⋯⋯⋯⋯⋯⋯⋯⋯⋯⋯⋯⋯⋯⋯⋯⋯⋯(274)
四、我国解决网络管辖权纠纷的发展⋯⋯⋯⋯⋯⋯⋯⋯⋯⋯⋯⋯⋯⋯⋯⋯⋯⋯(279)
第二节 网络纠纷的在线争端解决机制⋯⋯⋯⋯⋯⋯⋯⋯⋯⋯⋯⋯⋯⋯⋯(282)
一、作为解决网络纠纷的ADR⋯⋯⋯⋯⋯⋯⋯⋯⋯⋯⋯⋯⋯⋯⋯⋯⋯⋯⋯⋯⋯(282)
二、从ADR到oDR的发展⋯⋯⋯⋯⋯⋯⋯⋯⋯⋯⋯⋯⋯⋯⋯⋯⋯⋯⋯⋯⋯⋯(283)
三、0DR的具体实践⋯⋯⋯⋯⋯⋯⋯⋯⋯⋯⋯⋯⋯⋯⋯⋯⋯⋯⋯⋯⋯⋯⋯⋯⋯(285)
第三节 网络纠纷的法律适用⋯⋯⋯⋯⋯⋯⋯⋯⋯⋯⋯⋯⋯⋯⋯⋯⋯⋯⋯⋯(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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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纠纷法律适用的立法规制⋯⋯⋯⋯⋯⋯⋯⋯⋯⋯⋯⋯⋯⋯⋯⋯⋯⋯⋯(292)
二、网络纠纷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296)
三、我国解决网络纠纷法律适用的发展⋯⋯⋯⋯⋯⋯⋯⋯⋯⋯⋯⋯⋯⋯⋯⋯⋯(298)
第十三章 网络电子证据⋯⋯⋯⋯⋯⋯⋯⋯⋯⋯⋯⋯⋯⋯⋯⋯⋯⋯⋯(300)
第一节 网络纠纷的证据障碍⋯⋯⋯⋯⋯⋯⋯⋯⋯⋯⋯⋯⋯⋯⋯⋯⋯⋯⋯⋯(300)
一、网络纠纷中的特殊证据问题⋯⋯⋯⋯⋯⋯⋯⋯⋯⋯⋯⋯⋯⋯⋯⋯⋯⋯⋯⋯(300)
二、网络证据障碍的解决途径⋯⋯⋯⋯⋯⋯⋯⋯⋯⋯⋯⋯⋯⋯⋯⋯⋯⋯⋯⋯⋯(302)
第二节 网络电子证据的界说⋯⋯⋯⋯⋯⋯⋯⋯⋯⋯⋯⋯⋯⋯⋯⋯⋯⋯⋯⋯(305)
一、网络电子证据的定性⋯⋯⋯⋯⋯⋯⋯⋯⋯⋯⋯⋯⋯⋯⋯⋯⋯⋯⋯⋯⋯⋯⋯(305)
二、网络电子证据的分类⋯⋯⋯⋯⋯⋯⋯⋯⋯⋯⋯⋯⋯⋯⋯⋯⋯⋯⋯⋯⋯⋯⋯(309)
第三节 网络电子证据的收集⋯⋯⋯⋯⋯⋯⋯⋯⋯⋯⋯⋯⋯⋯⋯⋯⋯⋯⋯⋯(312)
一、网络电子证据的提取⋯⋯⋯⋯⋯⋯⋯⋯⋯⋯⋯⋯⋯⋯⋯⋯⋯⋯⋯⋯⋯⋯⋯(312)
二、网络电子证据的保全⋯⋯⋯⋯⋯⋯⋯⋯⋯⋯⋯⋯⋯⋯⋯⋯⋯⋯⋯⋯⋯⋯⋯(316)
第四节 网络电子证据的认定⋯⋯⋯⋯⋯⋯⋯⋯⋯⋯ ⋯⋯⋯⋯⋯⋯⋯⋯⋯(319)
一、非歧视的基本原则⋯⋯⋯⋯⋯⋯⋯⋯⋯⋯⋯⋯⋯⋯⋯⋯⋯⋯⋯⋯⋯⋯⋯⋯(319)
二、可采性的认定⋯⋯⋯⋯⋯⋯⋯⋯⋯⋯⋯⋯⋯⋯⋯⋯⋯⋯⋯⋯⋯⋯⋯⋯⋯⋯(320)
三、证明力的认定⋯⋯⋯⋯⋯⋯⋯⋯⋯⋯⋯⋯⋯⋯⋯⋯⋯⋯⋯⋯⋯⋯⋯⋯⋯⋯(325)
附录一主要参考文献⋯⋯⋯⋯⋯⋯⋯⋯⋯⋯⋯⋯⋯⋯⋯⋯⋯⋯⋯⋯⋯⋯⋯ (331)
附录二所参考的主要法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 (334)
后记⋯⋯⋯⋯⋯⋯⋯⋯⋯⋯⋯⋯⋯⋯⋯⋯⋯⋯⋯⋯⋯⋯⋯⋯⋯(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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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编写的那个年代还算前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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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网络法学》的笔记-第27页

        将个人域名认为适用民法相关规定，经营者的域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者的规定。这种观点人为将
域名之间割裂，如果是社团使用的域名，是不是还要再适用社团法的规定？政府的域名，要适用行政
法？

2、《网络法学》的笔记-第195页

        所谓“合理的方式提醒”，大多数服务条款都并没做的，有些还刻意隐瞒，就更谈不上显示在页
面上并促使其阅读或浏览了。

其实对于网络内容服务商来说，这里面也有一个风险，如果用户没有使用服务了，哪怕是此时没有登
录邮箱，用户都可以声称自己已经跳出合同，不再承担相应的义务。

3、《网络法学》的笔记-第194页

        在互联网上，用户与ICP的法律关系多是以点击合同为依据，类似于拆封合同（shrink-wrap contract
），拆封合同多用于软件包装，“当您打开包装时，表示您已经愿意接受下列授权条件。”
注册网站也差不多，“您使用本服务，视为依接受以下条款”。这类字句随处可见。

4、《网络法学》的笔记-第20页

        域名的类别现在早已超过.ac/ .com/ .edu/ .gov/ .net/ .org，诸如.biz/.me 之类的域名不断出现，还
有.cn/.us/.asia之类的地域性域名也有不少，而且自定义域名也即将面世。

5、《网络法学》的笔记-第14页

        网络法的四个原则：1，两种规范相互协调、促进的原则；2，可操作原则；3，兼顾全球趋同性的
原则；4，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原则。

6、《网络法学》的笔记-第19页

        IP地址就像是网络世界的经纬度，如果仅凭借经纬度，少有人能够找到正确的地址，而郁闷则提
供了门牌号，让我们可以能够按图索骥。差不多是这个关系。

7、《网络法学》的笔记-第12页

        如何使网络法的价值与网络技术规范的价值相协调，趋利避害，则是网络法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简言之，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的技术优势，是网络的价值所在。而预防、制止那些危害网络构架的
行为，则是网络法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应在保持网络本质属性的前提下，建立适应的网络社区
秩序。如果仅仅为了维护网络社区的秩序，而采取因噎废食的割裂网络的制度，将是不可取的，甚至
是一种倒退。网络技术规范之于互联网就像是物理规范之于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还有些不成熟的想
法，先不写出来了。

后半句可以用来反对网络实名制。

8、《网络法学》的笔记-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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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关于服务条款的一个案例，重要参考：原告制定的《服务协议》，经被告确认后即对双方产
生约束力，故该协议认定为有效，被告未按约支付服务费已构成违约，其应承担支付欠款并赔偿损失
的民事责任。对于被告认为《服务协议》过于冗长，注册时不可能阅读全文，故不受约束，法院认为
经公证的协议和注册程序表明，只有阅读了协议才能成为易趣用户，故没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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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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