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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电子商务 

 

第一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数字证书指为确定电子通信或交易相关方的身份而向其

出具或与其关联的电子文档或文件； 

电子认证指在为保障某一电子通信或交易的完整性和安

全性，为电子签名相关方提供真实性、可靠性验证的过程或

行为； 

电子签名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于或与数

据电文逻辑相关，可用于识别签名人与数据电文的关系并表

示签名人认可其所含信息的数据; 

数据电文指以电子、光学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

或储存的信息； 

文件的电子版本指一方规定的电子格式文件，包括通过

传真传输的文件；  

贸易管理文件指一方政府发布或管控的，必须为或由进/

出口商填写的与货物进出口有关的表格。  

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指出于商业或营销目的，未经接收

人同意或接收人已明确拒绝，通过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向

一电子地址发送的电子信息； 

电子传输或以电子方式传输指使用任何电磁手段，包括

光子手段进行的传输； 

个人信息指关于一已确认或可确认的自然人的任何信息，

包括数据。 

 

第二条  一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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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缔约双方认识到电子商务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机会，

以及根据本协定避免给利用和发展电子商务造成不必要壁垒

的重要性。 

二、本章旨在促进缔约双方之间的电子商务以及全球范

围内电子商务的更广泛使用。 

三、考虑到电子商务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工具的潜力，

缔约双方认识到以下方面的重要性： 

（一）国家监管框架的明确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以尽

可能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二）通过行业准则、示范合同、行为守则和信任印章等

措施，鼓励私营部门进行自我监管，以提高对电子商务的信

心，同时顾及用户的利益； 

（三）交互操作性，以促进电子商务； 

（四）电子商务的创新和数字化； 

（五）确保国际以及国家电子商务政策考虑参与者的利益； 

（六）促进小型和中型企业（本章以下简称中小企业4）

开展电子商务；以及 

（七）保障电子商务用户的安全，及其个人数据保护的权

利。 

四、缔约双方原则上应致力于确保通过电子商务进行的

双边贸易所受的限制不超过类似的非电子商务进行的双边贸

易。 

 

第三条  透明度 

一、每一缔约方应当尽快公布与本章实施相关或影响本

章实施的一般适用的所有相关措施，或如上述情况不可行，

                                                      

4 就本章而言，对于厄瓜多尔，“中小企业”根据厄瓜多尔国内立法定义，包括

微型企业、社会和团结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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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方式使公众获悉，包括在可行的情况下在互联网上公

布。 

二、每一缔约方应当尽快答复另一缔约方关于特定信息

的相关请求，该信息是关于该缔约方与本章实施相关或影响

本章实施的一般适用的任何措施。 

 

第四条  国内电子交易框架 

一、每一缔约方应维持符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电子商务示范法（1996 年）》原则的电子交易管理法律框架。 

二、每一缔约方应在下列原则基础上采取或维持监管电

子交易的措施： 

（一）不应仅基于一项交易，包括一项合同，是以电子通

信形式而否认其法律效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以及 

（二）缔约双方不应任意歧视不同形式的电子交易。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不妨碍一缔约方在其国内法中

作出与第一款和第二款所列原则不一致的例外规定。 

四、每一缔约方应努力： 

（一）将电子商务的监管负担最小化；以及 

（二）确保监管框架支持的电子商务发展。 

 

第五条  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 

一、任一缔约方采纳或实施的电子签名法律，不得仅基

于签名是电子形式而否认其法律效力。 

二、每一缔约方实施的国内电子签名法律应允许： 

（一）除非有相反的国内或国际法律要求，电子交易双方

共同确定合适的电子签名和电子认证方法；以及 

（二）电子交易中的电子认证机构有机会向司法或行政主

管部门证明其对电子交易的电子认证符合法律对电子认证的

要求。 



 58 

三、每一缔约方应努力使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互认。 

四、每一缔约方应鼓励数字证书在商业部门中的应用。 

 

第六条  在线消费者保护 

一、每一缔约方应尽可能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采用或维

持措施，为使用电子商务的消费者提供保护。这种措施应至

少与对其他商业形式的消费者提供保护的措施相当。 

二、缔约双方认识到采取和维持透明及有效的电子商务

消费者保护措施以及其他有利于发展消费者信心的措施的重

要性。 

三、每一缔约方应当采取或维持法律或者法规，以保护

使用电子商务的消费者免受欺诈和误导行为的损害或潜在损

害。 

四、缔约双方认识到各自负责消费者保护的主管部门为

增强消费者保护而在电子商务相关活动中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第七条  线上个人信息保护 

一、每一缔约方认识到保护电子商务中个人信息的重要

性，应采取或维持国内法和其他措施，确保电子商务用户的

个人信息保护。 

二、缔约双方应鼓励法人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公布其与个

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政策和程序。 

三、缔约双方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合作，以保护从一缔

约方转移的个人信息。 

 

第八条  无纸化交易 

一、每一缔约方应努力接受另一缔约方使用的贸易管理

文件的电子版本具有与纸质文件同等的法律效力，除非： 

（一）有相反的国内或国际法律要求；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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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此操作将降低贸易管理程序的有效性。 

二、每一缔约方应努力发展政府单一窗口，在贸易管理

中纳入有关国际标准，但同时也认识到各缔约方可有其独特

的要求和条件。 

 

第九条  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 

缔约双方应采取或维持措施保护用户免受非应邀商业电

子信息侵扰。 

一、每一缔约方应就非应邀商业电子通信采取或维持以

下措施： 

（一）要求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的提供者向接收人提供阻

止继续接收此类消息的能力，或 

（二）根据每一缔约方的法律制度，要求获得接收人对于

接收商业电子通信的同意。 

二、每一缔约方应努力建立阻止未遵守根据第一款采取

或维持的措施的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提供者的机制。 

三、缔约双方应努力就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的监管，在

符合共同利益的适当案件中开展合作。 

 

第十条  网络设备 

一、缔约双方认识到网络设备和电子商务相关产品对保

障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二、缔约双方应努力为公共电信网络、服务提供商或增

值服务提供商自主选择网络设备、产品和技术创造有利环境。 

 

第十一条  合作 

一、缔约双方应鼓励开展研究和培训活动的合作，以推

动电子商务发展，包括分享电子商务发展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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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缔约双方应鼓励开展促进电子商务的合作活动，包

括提升电子商务有效性和效率的合作活动。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提及的合作活动可包括但不

限于： 

（一）分享关于管理框架的最佳实践； 

（二）分享关于线上消费者保护的最佳实践，包括非应邀

商业电子信息； 

（三）合作帮助中小企业克服使用电子商务的障碍；以及 

（四）缔约双方商定的更多领域。 

四、缔约双方应努力采用基于国际论坛现有合作倡议但

非重复的合作形式。 

五、缔约双方应努力提供技术援助，分享有关电子商务

领域法律、法规和计划的信息和经验，包括与下列相关的： 

（一）保护个人信息，以便参与电子商务的自然人行使每

一缔约方立法中所设定的保护个人数据的权利和资源，特别

是加强国际机制方面合作同时遵守每一缔约方的个人数据保

护立法； 

（二）保护在线消费者； 

（三）电子通信安全; 

（四）电子认证;以及 

（五）数字政府。 

六、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法律，努力分享和传播市场警

报，以阻止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欺诈性商业行为。 

 

第十二条  网络安全合作 

一、缔约双方认识到下列各项的重要性： 

（一）增强负责网络安全事件应对的国家实体的能力；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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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现有合作机制，在识别和减少影响缔约双方电

子网络的恶意入侵或恶意代码传播方面开展合作。 

二、缔约双方应努力加强行动，预防和防范各类网络安

全事件。 

 

第十三条  数据创新 

一、缔约双方认识到数字经济中的数字化和数据使用促

进了经济增长。为支持通过电子方式进行的跨境信息传输，

促进数字经济中数据驱动的创新，缔约双方进一步认识到需

要创造一个能够支持和有利于实验和创新的环境。 

二、缔约双方应努力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数据创新： 

（一）开展数据共享项目合作，包括涉及研究人员、学术

和产业的项目； 

（二）合作制定数据迁移的政策和标准；以及 

（三）分享与数据创新相关的研究和行业实践。 

 

第十四条  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一、缔约双方认识到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在保持数字经

济活力和提高竞争力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二、为增加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中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缔约双方应努力： 

（一）交流信息和最佳实践，旨在利用数字工具和技术提

高中小企业、初创企业的能力及市场范围； 

（二）鼓励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参与在线平台和其他机制，

以帮助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与国际供应商、采购商和其他潜

在商业伙伴建立联系；以及 

（三）促进数字领域的紧密合作，帮助中小企业和初创企

业在数字经济中适应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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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不适用争端解决 

对于本章项下产生的任何事项，任一缔约方均不得诉诸

本协定第十三章（争端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