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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由郭玉军主编的《网络社会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的贯通，从宏观到微观
，从国内法到国际法，对诸多网络社会中的国际法律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对我国目前实
践中最迫切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研究与建设。
《网络社会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由八章组成，基本涵盖网络社会中的重点、热点国际法律问题。
内容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具体而言包括网络社会与国家主权、网络犯罪的国际法
律控制与国际合作、网络社会电子商务的国际法律规制、网络社会中的国际金融法律问题、网络社会
的国际版权法律问题、网络社会与跨境资料转移中的资料隐私保护、网络社会的国际争议解决机制，
等等。
《网络社会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具有研究视野比较开阔，内容新颖、丰富，资料翔实，论述较为充
实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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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玉军，女，1964年11月出生，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私法教研
室主任、武汉大学艺术法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法、文化产业立法。
现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欧洲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
刊》执行编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
在权威、核心及其他法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国际贷款法》，参加撰写专著或
教材多部，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多项。
2010年荣获湖北省第二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曾于1991至1993年获日本国政府文部省奖学金，作为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在日本国北海道大学法学部
学习；2000年1月至7月获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资助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国际私法与比较法研究
所从事研究工作；2007年10至2008年9月获哈佛燕京奖学金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
曾多次赴日本、葡萄牙、奥地利、荷兰、美国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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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网络社会与国家主权的法律问题研究第一节 互联网与国家主权一、主权的历史发展二、
互联网对国家主权提出的现实挑战三、在互联网背景下对国家主权的几种不同的认识四、互联网与国
家主权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二节 互联网背景下国家信息主权问题研究一、信息主权的基本内涵二、以互
联网为背景的信息化对国家信息主权提出的挑战三、信息主权对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意义四、加强国
际合作是维护信息主权的唯一路径第二章 网络社会安全的法律问题研究第一节 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法
律控制与国际合作一、网络犯罪的概念、类型、特征和晚近发展趋势二、网络犯罪立法的国别考察三
、控制网络犯罪的国际合作机制四、我国应加强关于网络犯罪的程序立法与国际合作第二节 国际反网
络犯罪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网络犯罪公约》为中心一、国际反网络犯罪立法现状与《网络
犯罪公约》的出台背景二、《网络犯罪公约》基本内容解读三、《网络犯罪公约》存在的问题四、《
网络犯罪公约》对我国的启示第三节 国际组织促进互联网内容管制行动一、有关互联网内容管理的全
球性国际组织行动二、有关互联网内容管理的区域性组织行动三、结语第三章 网络社会的电子商务法
律问题研究第一节 电子商务对WTO法律规则的挑战和对策一、电子商务概述二、WTO规制电子商务
的历史考察三、WTO下信息技术产品规制四、WTO下电子商务服务的规制五、WTO下电子商务数字
产品的规制六、结语第二节 电子商务的关税及相关问题研究一、关税问题的基本概述二、电子商务环
境下现行关税体系面临的挑战三、电子商务关税的几个现实问题四、国外应对电子商务关税问题的法
律政策五、我国电子商务关税政策的选择六、结语第三节 网络环境中提单流通性的实现一从基于合并
原则的占有概念体系到基于登记机制的控制概念体系一、流通性含义剖析——基于合并原则的占有概
念体系⋯⋯第四章 《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与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第五章 网络社会的国际金
融法律问题研究第六章 网络社会的国际版权法律问题研究 第七章 网络社会与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问
题研究第八章 网络社会的国际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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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信息主权对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意义根据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可将主权分为政治
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环境主权和信息主权。
在信息化社会，信息主权同其他具体的主权权利如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是紧密相连的。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信息主权已经成为信息时代国家主权的第一主权。
未来国家间的侵略不会仅限于单一的物质财富掠夺，必将更多地指向对信息的侵占和控制，对国家主
权的侵犯会从一个国家的信息主权开始。
信息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信息，信息主权是现代国家主权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
分。
并且正在同传统的国家主权构成因素并驾齐驱，甚至可以说，传统的国家主权的几个因素在国家安全
中的地位，正是通过信息主权的方式体现出来。
没有信息主权的完整，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和完整。
这是因为信息主要是作为一种附属形态存在，也就是说它依附于国家的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
权等而存在。
但是信息时代的物理架构——互联网的产生，使得信息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在全球范围内的成本几乎
是零。
这使得各国的国家意志表达、执行策略以及公民的行为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发达国家、尤其是产品信
息输出国的影响，从而导致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的侵蚀。
一国为维护其国家主权，固然可以对全球的信息输入采取各种方法限制，但信息自由的属性配合全球
联网并迅猛发展的物理架构使得传统观念上的管理与控制失去意义。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没有信息的独立和主权，就没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互联网的出现使信息主权成为国家主权中最重要的权能，传统时代信息主权所依附的政治主权、经济
主权、文化主权甚至已转化为信息主权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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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社会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国际法新视野研究丛书,“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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