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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空间统一合同法与我国网络交易的立法及实践》立足于民法和国际法的基础理论，致力于将理
论构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对网络交易法律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地研究。
从传统交易法律制度在网络空间面临的冲击入手，《网络空间统一合同法与我国网络交易的立法及实
践》对网络空间国际立法的特点、基本原则进行归纳和总结，对《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的重
要条款从程式和实体规则两个方面进行规范和比较分析，结合我国网络交易的发展现状、网络交易中
的法律问题及法院的司法判例，探讨公约规则在我国网络交易实践中的可行性，对我国网络交易现有
法律规则的完善、网络交易纠纷的解决以及网络交易法律体系的构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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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琼琼，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现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湖北省国际法学会理
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法、网络与电子商务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空间统一合同法与我国网络交易>>

书籍目录

引 言 第一章网络空间的特性及对传统合同法律制度的挑战 第一节网络空间概述 一、网络空间的界定 
二、网络空间的特性 第二节传统合同法律制度在网络空间面临的挑战 一、传统合同法的形式要求在
网络空间面临的冲击 二、传统合同法的实体规则在网络空间下的突破 三、传统法律规范体系在网络
空间下的改变 第三节 网络空间统一合同立法的必要性 一、国家立法在网络空间面临挑战 二、冲突规
范调整网络空间的弊端 三、“示范法”立法的局限 四、现行国际合同统一实体法的缺失与不足 小结 
第二章 网络空间统一合同立法的现状与最新发展 第一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示范法” 一、
《电子商务示范法》 二、《电子签名示范法》 第二节《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网络空间
统一合同法的新发展 一、《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制定的背景 二、《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
公约》的适用范围 三、《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的主要内容及重要意义 第三节 网络空间统一
合同立法的主要特点 一、国际立法先于国内立法 二、以传统法律为基础，根据网络空间的特性立法 
三、以法律问题为中心开放式立法 四、加强国际合作协调立法 小结  第三章 网络空间统一立法的基本
理论 第一节网络空间统一立法的主要原则 一、功能等同原则（functional—equivalent） 二、技术中立
原则（technology／media neutrality） 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principle of party autonomy） 第二节 网
络空间统一立法的规范构成 一、网络空间的技术规范 二、网络空间的社会规范 三、网络空间规范体
系的重构 小结  第四章 网络空间统一合同法中的程式性规则 第一节书面形式规则 一、纸质环境下书面
形式的要求 二、网络环境下书面形式问题的解决方法 三、网络空间统一合同法中的书面形式规则 第
二节原件规则 一、《电子商务示范法》关于原件问题的规定 二、有关原件规则的国内立法 三、网络
空间统一合同法中的原件规则 第三节电子签字 一、电子签字的概念和类型 二、电子签字的技术模式 
三、电子签字的证据价值 小结 第五章 网络空间统一合同法中的实体性规则 第一节 电子通信的法律承
认 一、现有国际立法与实践：电子通信法律承认统一规则的基础  二、不歧视和意思自治：电子通信
法律承认统一规则的具体内容 第二节要约和要约邀请 一、要约抑或要约邀请：理论上的不同主张 二
、国际司法实践：基于三种合同下的考察 三、要约与要约邀请国际规则的统一：背景、内容与评述 
第三节当事人所在地的确定 一、确定当事人所在地的必要性 二、《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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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及司法实践 第二节网络空间统一合同法对我国网络交易立法的启示 一、我国网络交易形式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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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各个法律体系对签名与认证的功能也认识不同。
所以，为了减少使用这些现代化技术所可能产生的法律效力上的不确定性，《公约》以法律上的协调
一致和技术上的通用性作为其可行的目标，希望通过拟定国际公认并在各国执行的规则和标准，以助
于各国的立法和决策机关解决国际使用电子认证和签名方法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电子签字的概念和类型 （一）电子签字的概念 在纸质环境中，“认证”和“签名”这两个术语
及其功能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有着不尽相同的含义，有时认证可能泛指所有对信息的来源和完整性所
做的任何保证，但某些法律体系可能会对这些要素加以区分。
根据普通法对民事证据的规定，有证据表明文件或记录“为其提出者所主张的”，记录或文件即被视
为“真实的”。
这种确定文件作为证据并将文件与人、地点或物联结在一起的过程称为“认证”。
“签署”是一份文件“认证”的常态，但并非唯一，某些具体情况下，“签署”等同于“认证”。
“签名”是“一方当事人未使用的以构成其签名为目的的任何名称或符号。
”在英国的《防止欺诈法》中，法定签名要求是某些行为具备有效性的先决条件，但是，随着后来的
发展，普通法也开始对该法作宽泛的理解，认为严格遵守格式要求可能会毫无必要地剥夺合同的法律
效力。
因此，后来对“签名”概念的理解从最初的强调格式转变为重视功能。
大陆法国家的立法则不尽相同，签名的范式是手写签名，在商业合同订立格式自由的背景下，大陆法
国家仍倾向于对评估私人文件证据价值实施严格的标准，对无法根据签名立即辨认其真实性的文件持
排斥态度。
 在电子环境下，电子签名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用笔签署自己姓名的行为，它也不是亲笔签名的数字图
像化，不是对亲笔签名扫描后经过复制后粘贴在电子合同中的，它与亲笔签名没有形式上的联系，只
不过是使用的目的和功能相同而已。
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开发了以电子形式将信息与特定的人或特定实体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手段以确保信息
的完整性或表明人们有资格，或得到授权，以利用某信息服务或访问信息。
有些国家将这些功能通称为电子签名方法或电子认证，但有些国家则对电子签名或电子认证加以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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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空间统一合同法与我国网络交易的立法及实践》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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