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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法》

内容概要

《电子商务法》可作为电子商务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概括介绍电子商务主客
体及其与基础运营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二篇详细阐述电子商务法律如何规范和调整电子商务基本
行为；第三篇是对前两篇的具体应用，教师可根据教学课时部分选择或调整顺序。《电子商务法》旨
在为学习者提供有关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使其初步掌握用法律手段来规范电子商务行
为，解决电子商务纠纷，保护个人或组织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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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电子商务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广泛的概念，而狭义的电子商务法的任务是
，在电子通信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上，建立一个使之顺畅运行的法律平台，亦即要从法律上造成一个使
各种通信技术，都能畅通无阻地应用于其中的商事交易活动的环境。它本质上是电子网络精神在法律
上的实现。从广义上来理解，电子资金传输、电子化的证券交易等，都属于电子商务关系，但这些具
体的商事交易关系，却并不单纯由狭义的电子商务法来调整，而同时亦属于证券法、金融法的调整范
围。因为这类关系中的数据电信，并不是仅仅作为交易手段而应用的，它同时也表现为证券、货币等
交易标的，即是作为交易内容而应用的。电子商务法是商法在计算通信环境下的发展，是商事法新的
表现形式，它必然以商事关系为其调整对象，但是该种商事关系又有以下一些特点：（1）它是以数
据电信为交易手段的商事关系。换言之，凡是以口头或传统的书面形式所进行的商事关系，都不属于
电子商务法的调整范围。（2）它是由于交易手段的使用而引起的，一般不直接涉及交易方式的实质
条款。因为交易手段只是交易行为构成中的表意方式部分，并非法律行为中的意思本身，亦不充当交
易标的物。（3）它并不直接以交易的标的为其权利义务内容，而是以交易的形式为其内容，即因交
易形式的应用而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诸如对电子签名的承认、对私用密钥的保管责任等，均属此类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分类都是相对的。当数据电信既作为交易手段又成为交易内容时，这种狭义电
子商务法调整对象的确定，就显得不够准确，甚至是很别扭了。此时，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对象与手段
在数据电信上似乎合而为一了。即便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狭义电子商务法的概念也仍然是有用的，
因为作为交易手段的数据电信的规范方法，它与作为交易对象的电子信息的规范制度，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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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商务法》：高等院校电子商务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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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发货速度太慢！！要是在快点更好~
2、不过送货很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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