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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子商务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但由于电子商务与既存的其他商务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特点，因此，如何规制电子商务就成为人们所共
同关心的问题。
本文主要从冲突法的角度，对电子商务案件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外国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的承认
和执行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并对其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思路和方案。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七章，约240000字。
　　文章的绪论主要对本文所称的“电子商务”出于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界定，并概括了电子商务与其
他商务相比所具有的不同特点，以及电子商务的运行平台－－互联网对现行法律制度所带来的冲击。
文章第一部分即第一章至第三章讨论的是电子商务与管辖权问题。
　　第一章主要分析了互联网对现行管辖权体制的挑战。
互联网不仅动摇了现行的管辖权标准，而且针对互联网的特点，目前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独立管辖体
制理论。
文章通过对这些理论的分析，论述了国家对网络案件管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二章通过对大量电子商务案件和相关立法的讨论，揭示了目前各国有关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实
践的困境。
作为电子商务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法院的众多案例成为笔者考察的重点。
之后，文章又就欧盟及其一些成员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初
步的探讨。
并通过比较认为，美国法院的弹性管辖权标准更有利于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的解决。
　　第三章针对电子商务管辖权所面临的挑战，就适合于电子商务的管辖权模式进行了探析。
文章首先对一些新的管辖权根据如“网络服务器所在地”、“网址”等进行了博弈，并认为这些管辖
权根据可以作为行使管辖权权衡因素之一，但不能单独构成一个司法管辖权的根据。
鉴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目前就电子商务管辖权方面达成国际条约的努力，文章对其在1999年的日内瓦
会议和2000年加拿大渥太华会议上的讨论进行了详细地介绍。
在此基础上，文章对管辖权基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反思，并通过对美国管辖权模式和欧洲管辖权
模式的比较，认为管辖权基础从传统的领域体制向“联系说”的发展，是管辖权规则为适应社会发展
的不断扬弃，也是解决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问题的出路所在。
在“联系说”的标准下，笔者认为确立电子商务管辖权所要权衡的因素有：物理位置的关联性、目的
性、损害相关性、权利衡平、契约选择、管辖权与中间人实体责任的交合、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当然，在确立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标准时，还要注重整体上的国际协调。
通过整合，文章认为电子商务管辖权将呈现如下趋势：（1）协议管辖将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
（2）消费者住所地这一管辖标准将会得到许多国家的首肯；（3）弹性管辖权标准将会得到更多国家
认可；（4）传统属地性管辖权标准含义将多样化，许多新的管辖权标准将得以确立。
　　文章第二部分即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的是电子商务的法律适用问题。
　　第四章主要讨论的是电子商务对冲突法的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电子商务对现行连结点的挑战、电子商务下准据法的落空和公法冲突的普遍性
。
在理论上，针对网络空间的特点，一些学者提出了网络空间自治的理论，但文章认为这种理论存在着
明显的误区。
　　第五章则就电子商务的法律适用以及冲突法即将发生的变化作以讨论。
在电子合同的法律适用方面，文章分别从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进行了讨论。
在电子合同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方面，文章认为：（1）意思自治原则仍将是调整电子合同法律适用
的首要原则，对其的限制逐渐减少；（2）在当事人没有进行法律选择时，最密切联系原则将是支配
电子合同法律适用的主要原则；（3）在具体的连结点的确定上，对电子合同的不同方面进行分割将
进一步细化，对电子合同的不同部分或不同环节将会规定不同的连结点；（4）以消费者保护法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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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各国强行性法律，将在电子合同的法律选择上得以直接适用；（5）公共秩序保留依旧是各国
在电子合同法律适用中的安全阀。
　　对于电子商务中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文章分别对侵权行为地法、法院地法、原始国规则、当事
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进行逐个分析，并认为，考虑到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得到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不排除许多国家通过扩大对侵权行为地的解释，来适用侵权行为地法。
而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将会在电子商务案件申得到越来越多地体现和适用。
　　鉴于有学者提出的准据法“落空“问题，文章进行了反驳，并认为在准据法的发展趋势上，趋同
化和统一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电子商务的自治规则将在电子商务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另外，在准据法的选择中，公法适用的可能性增加。
　　至于冲突法对电子商务的回应与变革，文章认为，电子商务冲突法立法基础在从国家本位向国际
社会本位的转换过程中，国际社会本位的观念将得到大大提升；在其价值取向方面，实质正义将备受
关注；在冲突规则的发展趋向上，将会出现在现代灵活的法律选择方法内发展定型化的电子商务冲突
规则；而且由于国际合作的加强，电子商务冲突规则的统一将会加强。
考虑到因特网上查询资料的方便与快捷，外国法查明上将更加容易，“结果选择”的可能性增加。
　　文章第三部分即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讨论的是电子商务与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
　　第六章论述的是电子商务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有：如何界定“外国法院判决”，Internet技术、消费者保护以及公法冲突法所带来的判决承
认与执行问题。
在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上，最主要的考验来自于执行管辖权和诉讼程序公正的要求。
对于前者，文章认为最好通过制定有关国际条约，达成统一的标准。
在具体的判断上，被请求国法院应对原审法院的管辖权进行核实，但应受原审法院所依据事实的约束
，除非是缺席判决。
对于后者，文章主要讨论的是对当事人的电子送达问题，并认为，对于电子送达合法有效性，原则上
应以原判决国法律进行判断。
被告未被及时有效地通知参加诉讼，各国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该判决。
但如原审国法律允许被告就未被及时通知提出异议，而被告并未表示反对意见且出庭答辩的除外。
另外，即使被告及时得到参加诉讼的通知，但通知方式与通知地法律或相关的国际条约的规定相违背
的，被请求国也可拒绝承认与执行。
　　在外国电子商务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程序上，文章主要就请求书的数据电文形式及请求书的电子送
达进行了讨论，并认为通过一定的国际安排，这些并非构成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障碍，相反还能够
提高国际合作的效率。
　　第七章主要讨论的是电子商务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文章首先就在线仲裁的含义、技术支持和现状等进行了介绍，在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文章
主要讨论的是电子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问题、在线裁决的形式和国籍问题。
　　文章的结论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就电子商务立法（实体法和冲突法）进行了讨论，认为电子商务
立法应注意发现与创制、国际化和本土化、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及技术规范的互动关系。
就现行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文章认为不要盲目《追赶“立法潮流，仅在必要的范围内方才进行
修订或新增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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