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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电子合同订立的特殊法律问题电子合同订立中的一些特殊法律问题，主要涉及自动交易或电子代
理人、点击合同等问题。
(一)电子自动交易及相关问题电子自动交易，是指当事人通过事先设置的程序，根据需求状况自动发
出和接收信息，并作出判断而订立合同。
自动交易的应用大致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当事人双方各自拥有自己的交易系统，通过该系统进行
交易。
例如，A公司是生产商，B公司是原料供应商，两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并在合同中约定，A公司需要
原料时可以通过。
EDI向B公司订货；B公司收到订货信息后会直接发货。
上述程序均由两公司电脑自动进行，无需人力干预。
另一种是自动竞价系统。
例如在网络证券买卖中，当事人向证券自动交易系统发出要约，由系统寻找相同报价的买方和卖方，
达成交易。
此自动交易系统即是当事人双方共同的电子代理人。
电子自动交易早期应用在EDI贸易中，但这种电子交易需要专用的网络和统一的标准格式，成本很高
，仅局限在大企业之间。
随着因特网的推广，EDI也以因特网为信息传输平台，费用大大降低，电子自动交易得到普及。
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法律问题。
商业界把在电子自动交易中能全部或部分独立地发起某种行为、能够应对电子记录或履行计算机程序
电子手段或其他自动化手段称为电子交易代理人。
其最大特点是具有智能，能完全或部分独立进行判断，自动完成交易，不需要当事人的干预。
但在实质上它不具有自己独立的意思能力，仅仅是系统设立一种智能化工具，其行为即是当事人的行
为。
因此，它的功能类似于自动售卖机，当购买方投入规定数量的货币后，它会自动交付所购物品。
由于电子交易代理人只是交易当事人的交易工具，所以，电子自动交易中所发出的数据电文应归属于
该自动交易程序的设立人，①信息的发出人不得以所发送的信息未经自己审查为由而对之否认。
从表面上看，在电子自动交易系统中似乎只有当事人的要约而没有承诺，承诺是由系统完成的。
实际上这种要约在理论上称为交叉要约，只要双方当事人互为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内容一致即可，
要约和承诺的区分意义已经不大了。
只是双方(系统设立人)必须接受这一行为结果--达成的合同。
因此，在自动竞价系统中的要约和承诺，说到底仍然是由人来进行的，电子代理人不过是一种形象的
说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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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法学》是教育部&ldquo;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rdquo;的研究
成果，是画向ZI世纪课程教材。
《网络法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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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不仅从行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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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诸如域名注丹与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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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据收集筹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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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法学》可作为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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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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行为的类型四、网络服务商违约责任的免责事由第四章　网络身份认证及其制度第一节　网络认
证概述一、认证的意义二、认证的含义及其思路三、认证的功能第二节　认证机构的设立与管理规范
一、认证机构概述二、认证机构的条件及许可规范三、认证机构的管理规范第三节　认证机构的证书
业务规范一、证书概述二、认证机构在证书颁发中的职责三、认证机构在证书管理中的职责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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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网络安全法中存在的问题四、我国网络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第二编　网络私法制度第六章　网络环
境下的知识产权第一节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一、作品数字化问题二、网络传播权三、技术措施和权
利管理信息四、著作人身权(精神权利)的保护五、权利的限制与例外六、侵权与法律救济第二节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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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二、网络服务商的网络隐私权保护规则三、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制度概论第二节　网络隐私权保
护的中介机构一、网络信息中介机构的产生二、网络中介机构的特征及发展趋势三、网络中介机构法
律地位与行为规范第三节　网络隐私权保护制度中的政府行为一、政府收集网络个人信息资料行为的
合法性与必要性原则二、网络隐私权保护制度中的政府查询权三、网络隐私权保密义务的例外情形四
、网络隐私权保密的例外情况必须由法律规定五、区分行政机关直接查询权与间接查询权六、明确规
定行政机关动用查询权的具体情形和前提条件七、非法行政查询网络隐私的救济手段第四节　网络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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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关对查阅网络个人信息资料要求的处理七、网络个人信息资料的修正、更新与请求删除八、
网络个人信息资料的展示九、网络个人信息资料使用中的安全要求及相应的保护措施十、网络个人信
息资料的保留期限第八章　网络中的电子商务制度第一节　电子商务概述一、什么是电子商务二、电
子商务基本类型三、电子商务的主体第二节　电子商务法的产生与定位一、电子商务对法律的挑战二
、应对方法三、电子商务法的特性四、电子商务法框架或体系五、在线交易法律规范体系的建立第三
节　电子合同的基本法律问题一、电子合同第三编 网络公法制度第九章 网络与有害信息的控制第一
节 有害信息概述第二节 国外控制有害信息的概况第三节 我国对有害信息的控制第十章 电子政务及其
法律规范第一节 缎子政务概述第二节 国外电子政务发展及其立法状况第三节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及其
立法状况第四节 我国电子政务发的基本法律规范第十一章 网络犯罪问题第一节 网络犯罪的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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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网络犯罪的类型和特点第三节 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第四节 刑法意义上的网络犯罪第五节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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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系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种，由张楚担任主编，高富平、刘品新担
任副主编。
全书分工：张楚，绪论、第四章、第十章第四节，高富平，第一章、第二章、第八章；李德成，第三
章、第七章；安永勇，第五章、第十一章；张小勇，第六章；王敬波，第九章、第十章第一、二、三
节；孙晔，第十二章；刘品新，第十三章。
本书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以便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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