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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商务法，是主要调整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行进的民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本书从分析传统法律在网络经济务件下的种种窘境及其根源入手，结合对个案的实证研究，在尊重传
统法律的一贯性与稳定性的同时寻求革命性的突破，力图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电子商务法体系。
这其中听收了国内外比较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并在一些具体制度方面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认识与见解
。
    本书确实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其中有两点比较突出。
一是体例有所创新。
全书形成了电子商务的主体制度、财产权制度、法律行为制度、宏观调控制度、侵权犯罪和法律适用
六部分，这一体例为商法介入电子商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切入点。
二是研究有所突破。
至今，电子商务法的研究多从技术范畴和规则出发，大量的技术性文字充斥其间，使得法律的内容相
对单薄，而本书着眼于从法律的角度看等技术问题，不纠缠于技术细节，以权利、义务和责任作为贯
穿全书的主线，从而使本书比往任何一本电子商务法书籍更像一本法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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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电子商务法的诞生——网络经济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冲击与挑战第一章  网络经济的参与者—
—网络经济法律主体  第一节  虚拟社会的形成与网络经济法律主体的产生  第二节  网络经济自然人用
户    一、自然人用户的身份登记与认证制度    二、自然人用户的网络形象与人身权  第三节  网络经济
的法人用户    一、网络经济法人用户的产生与市场准入    二、法人用户的组织结构和横向联合    三、
法人用户的形象设置及人格权  第四节  网上合伙  第五节  在线服务供应商（On-Line Service Provider）   
一、网络经济中的几类特殊主体    二、Internet服务供应商ISP第二章  网络产权  第一节  网络产权的定
性与特征    一、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财产权形态    二、财产性信息地位的凸显——
从知识产权到信息产权    三、网络经济中信息产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第二节  网络商业秘密    一、商业
秘密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二、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及其认定    三、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形式  第三节  网
络信息版权    一、网络版权信息——网络作品    二、网络版权主体及其权利归属    三、网络版权内容  
第四节  网络中的商业形象标志权    一、网络中的商标权    二、商号权    三、商品化权及其网上保护    
四、商誉权及其网上保护  第五节  网络专利信息    一、专利信息垄断权概述    二、因特网对专利法的
影响    三、软件程序的专利权保护  第六节  网络中知识产权的综合保护与域名权    一、网络中知识产
权的综合保护    二、域名权的保护与权利冲突第三章  网络商行为（网上数字化交易）  第一节  网络商
行为的缘起    一、电子商务的勃兴    二、电子商力的类型与表现    三、电子商务的法律含义与规范  第
二节  电子商各合同泛论    一、电子合同概述    二、电子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三、电子信息合同的履行
与责任  第三节  网上交易与电子划拔（数字化支付）    一、电子划拔、电子支付的概述    二、电子资
金划拔的基本原理与类型    三、电子资金划拔各方的法律关系    四、电子资金划拔完成的法律认定    
五、电子资金划拔面临的证据法上的问题第四章  网络经济的监控  第一节  网络经济的利益冲突与秩序
协调  第二节  网络的基础运营管理  ⋯⋯第五章  网络经济中的侵权与犯罪第六章  网络经济中的法律适
用不是结语的结语：网络经济的法律对策——现行法的扩张与立法建议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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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书                摘    在大部分历史中，知识产权法各分支的保护对象之间是独立的，尤其
是在工业产权法与版权法之间更是如此。
而且，多数国家的工业产权法与版权法的行政管理机关又相应分立着。
但是，自从如何有效保护工业品外观设计、半导体芯片掩膜和计算机程序的问题提出来后，专利法、
版权法和商标法之间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被打破了。
近年来，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和商业秘密权的交叉保护问题成为产业界、法律界和学术界人士热衷
讨论的主题。
另一方面，人们对各种智力成果形式有了一个趋于一致的、集成化的认识，即这些智力成果实质上就
是信息。
如果彻底分析，知识产权法可以称为信息保护法。
因为信息产权是站在信息经济的角度，对信息产品投资的合理回报，对脑力劳动成果的财产权性质的
确认。
如专利可以解释为“反映发明创造深度的技术信息”，把商标解释为“贸易活动中使人认明产品标志
的信息”，把版权解释为“信息的固定的、长久存在的形式”。
但实际上，很多财产性信息却难以生硬地划到某一类去，如多媒体、软件程序等。
    可见，在传统知识产权的外延扩展之时，其内部机制也需重构。
如类似的观点认为，信息经济的主要产品是由作为知识产权法分支的和信息保护法的中心的版权法来
保护的。
在电子商务中，可以通过因特网直接提供的在线产品，也主要是受版权法保护的数字化作品。
这很容易给人一个直觉印象，就是在因特网带来的巨大的、节省交易成本的市场上，成为电子交易对
象的内容和材料，其法律保护模式是版权法的保护模式。
这样看来，似乎版权法在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内部，可以对通过因特网传播的主要的财产性信息提供相
对周到的保护，但是，也无庸讳召‘，版权法对信息的保护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是作品与非作品的界限判断问题。
在信息经济时代，不构成作品的信息，也会有财产性价值。
其次，“思想形式二分法”带来的版权弱保护，使其对一些复合性客体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
第三，当信息量非常大时，使用者很难判断所接触的局部信息有无版权。
如何确定支付费用的根据也存在难题。
支付费用与其说是版权使用费，不如说是信息使用费。
即使是享有版权的作品，只利用其作品的一小部分的情况逐渐增加，其中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以比特为
单位来使用。
对此，版权法想不出什么对策，因为这最小单位的信息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我们一如既往地、从容
地区分思想与表达，并且判断其表达的独创性。
而对于非作品的信息，如对数据库给予法律保护，以保证投资者的投入能够得以回收，是有正当理由
的。
    总之，新技术条件下，知识产权的内涵与外延亟待改变。
就保护智力成果而言，在网络信息社会条件下，知识产权应进一步拓宽其保护范围，主动适应社会发
展的要求寻求扩张。
另一方面，改变其内部单纯以保护“创造”为出发点的制度模式，进行内部重构，重视对投资的回报
。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信息产权或许比知识产权更准确一些，但这又不仅仅只是概念表述的变化。
在信息经济时代，考虑到为财产性信息提供全面法律保护的需要，不仅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对
策性研究，而且还要从信息产权的角度，全面地衡量相应的法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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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序    人类已进入网络经济时代，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电子商务在各个领域的蓬勃发展，对传统民商法乃至整个旧有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虚拟的主体、虚拟的财产、虚拟的市场，最终都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品、货币和权利义务。
这产生了以往没有的冲突和矛盾，需要确立许多相应的利益机制和行为规则。
传统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因而面临着如何寻求应变之道的现实压力。
    在电子商务法这个全新的领域，两位年轻的作者写出了体系较为完整的著作，相当不易。
作为导师，我不能说这本《电子商务法原理与实务》有多了不起，将里程碑之类的评价送给青年人在
客观上无异于扼杀。
我想说的是，这本书确实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其中有两点比较突出。
一是体例有所创新。
至今，电子商务法的研究多遵循《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法范本》(后面简称《电子商务示
范法》)之立法思路，集巾于电子贸易行为的规制之上，而本书选择了相对宽广的视野，将电子商务法
定位于调整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进行的民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于是，全书形成了电子商务的
主体制度、财产权制度、法律行为制度、宏观调控制度、侵权犯罪和法律适用六部分，这一体例为民
商法介入电子商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切人点。
二是研究有所突破。
至今，电子商务法的研究多从技术范畴和规则出发，大量的技术性文字充斥其间，使得法律的内容相
对单薄，而本书着眼于从法律的角度看待技术问题，不纠缠于技术细节，以权利、义务和责任作为贯
穿全书的主线，从而使本书比以往任何一本电子商务法书籍更像一本法律著作。
当然，学术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本书也同样存在着缺憾，但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经常出现的
现象，对之不应过于苛求，相信成熟终将走到我们的面前。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西大学法学院院
长孟勤国                                                             庚辰年于珞珈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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