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私法中互联网管辖权制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际私法中互联网管辖权制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1532751

10位ISBN编号：756153275X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厦门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智

页数：33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私法中互联网管辖权制度�>>

前言

国际经济法是发展中的边缘性法学学科。
在世界范围，国际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已有近60年的发展史。
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际经济法已成为法学各学科中理论研究最活跃、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
一。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下，国际经济法更呈现其鲜明的时代性和蓬勃
的生命力。
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厦门大学在我国较早开展国际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
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厦门大学于1981年和1985年在全国率先招收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生和本科生
，1986年开始招收国际经济法专业（1997年后调整扩大为国际法专业）博士生。
1987年成立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1995年，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及台港澳法研究”学科点被列为全国高校“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
2002年，厦门大学国际法专业由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
长期以来，厦门大学国际法专业学术群体秉承“自强不患，止于至善”的校训，囊萤映雪，开展了一
系列国家急需的国际经济法理论和实务研究工作，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学科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同时，经过不断探索，本专业逐渐形成“出人才”和“创成果”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研究生培养模
式，培养了大批“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的国际经济法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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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通信手段甚至是一种新的空间和生活方式，给传统
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相应的，作为调整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的法律，也面临着互联网所带来的挑战。
在互联网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确定中，由于互联网无边界性和虚拟性的特点，使得以地域和国别为基础
的传统管辖规则在适用中遇到困境。
本书指出了互联网行为给传统管辖权确定规则带来的冲击，分析了现有的理论和实践，并提出了可能
的应对之策。
    除前言外，本文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分析了互联网技术以及互联网行为的特点，指出，互联网的
无边界性、跨国界性、全球性、虚拟性以及高度自治性给现有的以国家管理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管理模
式带来了冲击。
同时，以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为基础的传统管辖规则在适用互联网案件时，在连结点寻找和管辖根据
确定上，均遇到困难。
    第二章探讨了面对互联网的特点，以网络自治理论为基础所提出的网络独立管辖理论，以及依托网
络技术所进行的网络纠纷自律解决的实践。
重点分析了国际空间论、网络空间自治论以及管辖权相对论，并对现有的网络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分
析和展望。
    根据目前国际社会的状态，考虑到互联网技术及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互联网行为与现实世界的关
联，网络行为的结果与价值往往需要在物理世界中得到最终实现。
因此，当前解决互联网案件管辖权问题的基础方法仍是传统管辖规则在互联网环境下的调整适用，本
文第三章、第四章及第五章分章对传统管辖权确定方式在互联网案件中的适用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研究了互联网环境下普通管辖规则的适用。
本章的核心议题在于：在互联网环境下，普通管辖规则中的被告身份和住所地管辖根据如何确认。
在现有的法律规定和技术支持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法律规则和技术手段的配合，确定网络服务商
、用户以及公共信息服务者的协助义务，辅之以技术识别手段，以实现对被告身份和住所地的寻找和
确认，从而使普通管辖规则得到正确适用。
    第四章研究了互联网环境下特别管辖规则的适用，重点分析了网上履行合同纠纷和网络侵权纠纷中
特别管辖规则的适用。
对欧盟、美国以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有关此方面内容的讨论、规则以及司法实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无论是信息传送地、信息接收地标准的适用，还是侵权行为地的确认，以及依“最低限度联系”标准
来确定管辖权，都需要在网上行为与地理位置之间寻找恰当的连结点，并对网络行为与现实行为进行
综合分析。
    第五章研究了互联网案件中的协议管辖规则，在被告地理位置以及诉因发生地于互联网环境中难以
确定的情况下，协议管辖无疑是较好的确定管辖权的方法，它有利于实现管辖权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
但管辖协议各当事方对网络资源占有的不均衡，又使得协议管辖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本文在强调协议管辖重要性的同时，重点分析了对协议管辖的限制，认为协议管辖应定位为互联网案
件管辖权确定中的有益补充，并在此基础上对协议管辖的有效性进行判断。
    第六章总结了我国互联网案件管辖权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当前，我国采取的方法是在互联网案件中
寻找可以依托的连结点，从而使传统管辖规则得到适用，这一理念在相关的立法及司法中已得到较全
面的诠释。
网络服务器和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成为重要的确定管辖权的连结因素，法院也尝试对网络行为进行分析
，访问或接触网站成为确定管辖权时所考察的重要行为。
由于我国涉外民商事诉讼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依互联网技术确定管辖权能力的欠缺，使得我国互联
网案件管辖规则在强调确定性的同时，缺少灵活性和自由度，调整和适用的能力不足。
    第七章即结论部分对传统管辖规则在互联网案件中所做的调适，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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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互联网给现行管辖权制度带来根本性的冲击，回应这一冲击无疑应加强法律规范的力度，但法
制的加强又会对互联网的自由发展造成影响，二者之间的张力是互联网案件管辖规则形成过程中，必
须面对和协调的。
在此基础上，提出互联网案件管辖规则应以促进网络良性发展为目标，并充分考虑技术的因素，坚持
技术中性原则，积极适应技术的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使互联网案件管辖规则具有稳定性和较强的适应能力。
最后，本书还特别就中国互联网案件管辖权确定方法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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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互联网对传统管辖权基础的挑战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巨大的技术进步总是从根
本性上改变着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和生活方式，互联网所带来的技术革命同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巨大的变化。
网络不是建立在某一个确定地域的固定结构，而是依靠数字技术的集合而建立起来且日益普及的一个
虚拟空间。
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的通信方式，而且将我们生存和生活的空间由现实的物理世界扩展至虚拟的网络空
间，并全方位地改变着人们的交流、生活和工作方式。
在商业上，网络因其快捷的特性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利用，人们可以利用它完成电子商务交易；在生活
方式上，人们通过互联网进行联系，即时聊天，发表言论，并逐渐形成虚拟的网络社区，而长期的网
络参与者则形成新的群体——网民。
同样，新兴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对传统的管理规范模式产生冲击和影响，尤其在互联网状态下，给
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司法主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从而衍生了诸多的法律问题。
而对于国家司法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行使，由于网络的跨国性和全球性
的特征，其所受到的冲击更是根本性的，传统管辖规则在涉互联网案件适用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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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面对自己完成的这些文字，可以说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不仅怕贻笑大方，甚至连自己都难以置信
。
回想高中毕业考取大学乃至四年后大学毕业之时，我根本无法想象日后我会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也有不少同学和同事问及为什么工作后，还不停地花如此多的精力去读书。
而今，当我的博士论文已通过答辩并将付梓之时，我也不禁会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推动和支持着我
走上法学的研习之路，并可能以此作为我今后工作生活的主题？
我想，应该是源于自己对自由幸福人生的探索和追求。
一个无限接近幸福的人应该是有远大目标又不忘记自己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是敢于对自己的潜能进行
挑战的人；学业上的不懈努力源于我对学识的追求，以及对法学这一学科的热爱。
本科毕业后多年的司法实践工作，使我对法律有了直观的认识，具备了法律逻辑思维模式和运用法律
的能力；而研究生阶段的理论深造，更使我感受到了法学的美妙之处。
法律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但在工作和学习中的点滴进步，偶然所得，常常使我乐
在其中。
在不断地学习之中，使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幸福感，这也许正是我敢于将这些幼稚的文字付梓成书的原
因吧。
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一件清苦和孤独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一种单纯且祥和的生活状态。
夜深人静之时，于清灯之下轻敲键盘，是多么艰辛而又愉悦的时刻；每每与老师同学谈古论今，分享
人生感悟，也总是那么令人如坐春风，心绪激扬，回味良久。
对专业的热爱、对学识的追求既是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又成为一种自己向往和满足的生活方式。
学而有此所得，我深感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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