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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

也对国际经济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电子商务的全球性特征使得其在面临经济制裁时呈现出复

杂性。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国际经济手段，旨在通过限制贸易和金融往来迫使某国改变其政策或行为。当

经济制裁与电子商务相遇时，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国际贸易、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全球市场秩序都可

能产生重要影响。电子商务法的制定和实施，旨在规范电子商务活动，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健康有序

的电子商务市场环境。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子商务法与经济制裁的交互效应显得尤为重要。本文

将从消费者和企业经营者角度出发探讨电子商务法如何影响经济制裁的实施，并分析经济制裁对电子商

务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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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It has not only changed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s, but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However, the glob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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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mmerce make it complex when facing economic sanctions. Economic sanctions, as an interna-
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ool, aim to force a country to change its policies or behavior by restrict-
ing trade and financial exchanges. Whe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e-commerce meet, their interaction 
ma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and global market 
orde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mmerce Law aims to regulate e-commerce 
activities, protect consumer rights, and promote a healthy and orderly e-commerce market envi-
ronment.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e-commerce law 
and economic sanction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how e-commerce laws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and analyz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economic sanc-
tions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commerce operators and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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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跨境电商市场发展现状和法律问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入实施，加之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与应用，我国电子商务

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然而，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也日益凸

显，形势严峻。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监测报告指出，2014 年网络购物投诉占总投诉量的 47.55%，

2015 年这一比例为 43.74%，跨境网购(海淘)投诉占比达 7.53%。2016 年上半年，涉及电商的网络消费投

诉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4.16%。1 
尽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个人

信息安全受到侵犯，尽管有 2013 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14 条，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享有法

律保护，网络经营者必须履行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安全保护的义务这一类法律规定。但数据

显示，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14 年度消费者个人信息网络安全状况报告》揭示：80%的受访消费

者在网络购物之后遭到了邮件、短信或电话的骚扰，而 33%的受访者甚至因此遭受了人身或财产的损

害[1]。 
更甚，经济制裁背景下，跨境信息壁垒和信息不对称是电子商务跨境中突出和严重的问题，也是本

文探讨的核心。2013 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在网络购物方面提出了更高的信息披露标准，但

网络购物的虚拟性特点使得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往往只能通过网站上的图片、文字描述和用户评价

等有限信息来了解商品。这限制了消费者全面了解商品的功能、效用、质量和潜在缺陷的能力。某些国

家发起经济制裁时，会对跨境平台商品实施高关税，并且在平台上并未做出明确标注。此外，境外一些

网站提供的商品信息不完整或不充分，导致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可能发现与宣传不符或存在未被披露

的新特点[2]。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网络经营者可能会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尤其是在跨境电子商

务领域，消费者的知情权实现起来更加困难。同时，由于交易主体的虚拟性，消费者在网络交易平台购

物时，有时难以确定网络经营者的真实身份，一旦发生纠纷，维权过程也面临诸多挑战[3]。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2014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2015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2016 年(上)中国电子商

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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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制裁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 

2.1. 《电子商务法》中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内容分析 

与传统购物相比，网络购物具有交易范围全球化、交易方式虚拟化和交易手段电子化的特点，这无

疑增加了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难度。尽管国外电子商务立法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做得较为充分，但

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亟需加强。《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自 2019 年实施以来，为电子商务活动中的消费者权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保护。2

该法律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义务，包括信息披露、交易安全、售后服务等方面，确保消费者在电子

商务交易中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要内容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知情权：消费者有权获得商品或

服务的全面、准确信息。《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

露商品或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第二，选择权：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

不受不当限制。第十七条中强调，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

费者，从而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3 第三，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有权在交易中得到公平对待，不受歧视。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九条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提供消费者信用评价义务，保障消费者对平台内销售

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权利。4 第四，安全权：消费者有权要求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包括个人

信息保护。《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在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时，应遵守有关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并确保信息安全。5 第五，求偿权：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有权获得赔

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的赔偿权，虽然这不是直接来源于《电子商务法》，

但在电子商务领域同样适用。此外，根据《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6：消费者在网络购

买商品后，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有权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退货，进一步保障

了消费者的权益。7 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电子商务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基础，确保消费者在电

子商务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2.2. 经济制裁对跨境商务平台的影响 

电子商务法旨在规范网络交易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当经济制裁实施时，

可能会对受制裁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运营造成限制，影响其正常业务活动。例如，制裁可能包括对特定

电子商务平台的资金冻结、交易限制或技术出口管制，从而限制其服务范围和市场准入。从以下这几个

方面来分析： 
第一，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电子商务涉及大量用户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传输，而经济制裁措施可

能涉及对特定国家或实体的数据访问限制。电子商务法中的数据隐私保护措施需要确保在实施经济制裁

时仍能有效保护用户数据，并遵守国际数据保护标准。根据 European Parliament (2020)，欧盟《通用数据

 

 

2来源于中国人大网，2018 年 8 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http://www.npc.gov.cn/zgrdw/npc/lfzt/rlyw/2018-08/31/content_2060827.htm。 
3来源于中国人大网，2018 年 8 月 31 日，http://www.npc.gov.cn/zgrdw/npc/lfzt/rlyw/2018-08/31/content_2060827.htm。 
4来源于：中国市场监管报，2019 年 9 月 19 日，《电子商务法》框架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问题探析， 
https://www.samr.gov.cn/fgs/fzxc/art/2023/art_4adb1e159551420385b1ba9fee1629e4.html。 
5来源于：中国市场监管报，准确把握《电子商务法》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关系， 
https://www.samr.gov.cn/wljys/gdjl/art/2023/art_e696c4444edf4670a976700b837079a5.html。 
6来源于：中国市场监管报，准确把握《电子商务法》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关系， 
https://www.samr.gov.cn/wljys/gdjl/art/2023/art_e696c4444edf4670a976700b837079a5.html。 
7来源于：市场监管总局，2020 年 11 月 3 日，网络购买商品七日退货暂行办法，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03/content_55571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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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条例》(GDPR)等法规为用户数据的合法收集、处理和传输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和法律保护。一方面，

在经济制裁的背景下，电子商务法需要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确保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例如，电子商务平台需要明确告知消费者哪些商品或服务受到经济制裁的影响，以及可能对消费者

权益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法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依法进行市场主体登记和税务登记 8，这增

强了交易的可追溯性，为监管机构提供了监管和执行经济制裁的法律基础。 
第二，跨境支付和金融交易限制，电子商务的本质使得跨境支付和金融交易成为常态，而经济制裁

措施可能会限制特定国家或个人的金融交易和支付渠道。电子商务法的跨境支付规定和金融监管框架需

要与制裁法律保持一致，确保在实施制裁时不影响合法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根据Gupta和Thakur (2020)，
跨境支付系统在受制裁国家中的影响通常是通过金融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的。我国电子商务法需要明确在

国际贸易中如何适用，特别是在涉及跨国交易时，如何处理不同国家间经济制裁的差异性问题[4]。 
第三，电子合同和合法性认证，在电子商务中，电子合同的合法性认证是保护参与方利益的关键。

经济制裁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行和支付条件，电子商务法需要提供对于受制裁国家和实体的特别规定和

执行机制。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电子商务合同无法正常履行，例如支付问题、物流配送问题等。电子商务

法需要对此类情况提供解决方案，包括合同变更、解除以及赔偿等问题的处理机制[5]。根据 UNCITRAL 
(2020)，国际商法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电子合同认证和跨境争议解决的指南，为电子商务法在处理跨境合同

问题中提供了法律框架和解决方案。 
第四，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子商务法需要与国际法律，特别是 WTO 规则、国际人道法等进行有效衔

接，确保在实施经济制裁时，既能遵守国际规则，又能保证国内电子商务行业的稳定发展[6]。经济制裁

可能导致电子商务平台上的某些商品或服务受限，影响经营者的正常经营活动。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对

另一个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禁止与其进行贸易往来，那么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相关商品可能需要下架，这

直接影响到经营者的商业利益[5]。 

2.3. 经济制裁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合规性要求的影响 

经济制裁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合规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经营者必须重新评估其供应链、客户群体以

及交易方式，确保不违反国际制裁规定。例如，如果一个电商平台的供应商位于受制裁国家，那么该平

台可能需要寻找替代供应商，以避免违反制裁法规。 
这种影响体现在贸易流动、经济稳定等方面。首先是贸易流动和供应链中断，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目

标国家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中断或减少，尤其是在制裁措施涉及关键商品和技术时，全球供应链可

能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7]。其次是经济稳定性和市场信心，经济制裁对目标国家的经济稳定性和市场信

心产生不利影响，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等经济问题，同时也可能扰乱全球金融市场

的稳定性。线上贸易的流通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但是也使得通货膨胀、市场变化的的速度加

快，没有办法预料经济制裁对经济形式变化的情况。再者是现有的国际贸易法规与制裁冲突，经济制裁

有时也可能与国际贸易法规发生冲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和协定可能会限制成员国对特定

国家的制裁措施，这需要在国际法律和政治层面进行平衡和调整。 
结合上文提及的经济制裁实施机制，在国际法律层面，电子商务法作为国内法律的一部分，需要与

国际法律规范保持一致。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经济制裁决议时，这些决议需要通过国内立法程序转

化为国内法律，电子商务法也应遵循这一原则，确保国内电子商务活动不违反国际制裁规定。 
从电子商务经营者角度来看，在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活动时，一方面，必须遵守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

 

 

8来源于：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24 年 5 月 28 日， 
http://www.npc.gov.cn/zgrdw/npc/lfzt/rlyw/2018-08/31/content_20608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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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另一方面，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遵守进出口监督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这意

味着电子商务平台需要建立相应的合规机制，对商家和交易进行审查，防止违反制裁措施。9 电子商务法

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监管责任，包括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监管。在经济制裁的背景下，平台经营

者需要加强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管，防止涉及制裁对象的交易发生。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经济制裁可能影响消费者从特定国家或地区购买商品和服务。电子商务法强调

保护消费者权益，因此在经济制裁实施期间，电子商务平台需要向消费者明确传达相关限制，确保消费

者知情权。 

3. 经济制裁背景下的国际电子商务法律比较 

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在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实践和案例，可以为中国的电子商务法

律完善提供借鉴。例如，欧盟的电子商务指令、美国的《统一电子商务法》等，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存在。 
第一，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广度和深度：比较各国法律对消费者权利的具体保护措施和法律实施效

果，详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national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laws 
表 1. 各国对消费者权利保护措施和法律比较 a 

国家 主要法律框架 实施效果 

中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强调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电子商务法》 规定电子商务平台和商家在信息披露、合同订立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责任。 

欧盟 
《电子商务指令》 详细规定消费者在电子商务中的权利，包括合同条款的透明度和退货权。 

GDPR 强化个人数据在电子环境下的保护，增强消费者的数据隐私保护。 

美国 
《统一电子商务法》 确立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和电子交易的基本规则。 

州际法和联邦法 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消费者保护网络，促进市场竞争和消费者选择。 

加拿大 
《电子商务保护法》 设立反垃圾邮件和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定，保护消费者在电子交易中的权益。 

《个人信息保护 
与电子文件法》 强调个人信息在电子环境下的保护，增强消费者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a 笔者搜集数据分析所得。 
 

中国的电子商务法律框架主要包括《电子商务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规定

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注册、合同订立、信息披露、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强调了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10 
欧盟的法律框架主要包括《电子商务指令》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 
第一，《电子商务指令》：详细规定了消费者在电子商务中的权利，包括信息披露、合同条款、退货

权等，强调消费者保护的全面性和明确性。《GDPR》：虽然主要关注数据保护，但也对电子商务中的个

人数据处理有重要影响，提升了消费者数据隐私保护水平。11 
美国的法律框架包括《统一电子商务法》和《电子签名法》等州际法和联邦法。《统一电子商务法》：

规定了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和电子交易的基本法律框架，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电子签名法》：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简化了电子商务交易的法律程序，提升了消费者在电子

 

 

9 来源于：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4 年

6 月 28 日，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1905/t20190521_281578.html。 
10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2018). E-commer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1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Directive on Consume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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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的法律保障。 
加拿大的法律框架主要包括《电子商务保护法》和《个人信息保护与电子文件法》。《电子商务保护

法》：设立了反垃圾邮件的严格规定，防范了在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欺诈行为。《个人信息保护与电子

文件法》：强调了个人信息在电子环境下的保护，提升了消费者的数据隐私保护水平。12 
第二，从电子合同和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看，笔者分析了各国法律对电子合同和电子签名的认可程

度和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详见表 2。 
第三，数据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研究各国在电子商务中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措施和法律框架的异同，

详见表 3。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legal effects of electronic contracts and electronic signatures 
表 2. 电子合同和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分析 a 

国家 主要法律框架 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 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 

中国 
《电子商务法》 确定电子合同的成立、变更和履行等事项，明确电子合同的法

律地位。 
确定电子签名与手写 
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电子签名法》 确认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和使用规则。 

欧盟 
《电子商务指令》 规定电子合同的法律地位和相关要求，包括合同条款的透明度。  

《电子签名指令》 确定在欧盟境内的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和跨境交易中的 
使用规则。  

美国 
《统一电子交易法》 确认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和电子交易的基本规则。 确立了电子签名的 

法律效力和合法性。 《电子签名法》 规定电子签名在跨州电子交易中的法律效力和适用条件。 

加拿大 
《电子商务法》 确定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和电子交易的基本规则。  

《个人信息保护 
与电子文件法》 

强调电子签名在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件管理中的合法性和有

效性。  

a 笔者搜集数据分析所得。 
 

Tabl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表 3. 各国个人数据保护比较分析 a 

国家 主要法律框架 个人数据保护措施和法律规定 

中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 
(修订草案)》 

规定了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处理和保护原则，要求企业必须取得用户明示

同意后方可收集其个人信息，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电子商务法》 强调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采取

措施防范数据泄露和滥用。 

欧盟 《一般数据保护 
条例(GDPR)》 

强化了个人数据在所有情况下的保护，包括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规定了数据

主体的权利、数据处理者的义务和违规处罚等。 

美国 

《加州消费者 
隐私法(CCPA)》 

加州颁布的法律，要求企业提供消费者关于其个人信息的访问权和删除权，并

限制了个人信息的销售。 

《HIPAA》 用于保护个人健康信息的法律，适用于医疗行业，规定了健康信息的保护标准

和数据处理程序。 

加拿大 

《个人信息保护与电子

文件法(PIPEDA)》 
适用于私营部门和联邦机构，规定了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和披露的法律标

准，确保在电子环境下的合法性和透明度。 

《电子商务保护法》 设立了反垃圾邮件和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定，保护消费者在电子交易中的权益，

其中包括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 

a 笔者搜集数据分析所得。 

 

 

12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 Electronic Commerce Protecti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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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个人数据保护方面分析包括：法律框架的完备性，欧盟的 GDPR 为个人数据保护树立

了全球标杆，通过强化的法律框架确保了数据主体的权利和数据处理者的义务，追求高标准的数据安全

和透明度；地区性法律的补充，美国的州际法律如 CCPA 和特定行业法规如 HIPAA 补充了联邦法律的不

足；强调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和数据安全的重要性，加拿大的联邦法规范，PIPEDA 作为加拿大的

主要个人数据保护法律，确保了全国范围内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和保护措施的规范性。 

4. 我国电子商务法立法与实践的完善建议 

4.1. 采取以完善自身法规为主和遵守国际制度为辅的双重方式 

上文中，我们对在经济制裁背景下，各国电子商务法律进行比较分析，基于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电

子商务法进行比较分析和借鉴。 
首先，从法律框架的完备性看，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全球个人数据保护设立了高标准，

强化了法律框架，确保了数据主体的权利和数据处理者的义务，追求高标准的数据安全和透明度。参考

GDPR 的高标准，加强我国电子商务法中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规定，确保数据主体的权利得到充分保护，

同时明确数据处理者的责任。 
其次，在美国，州际法律如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和特定行业法规如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

(HIPAA)补充了联邦法律的不足，提供了更具体的数据保护规定。基于此，我国可以细化地区性法规，借

鉴美国州际法律的做法，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更为细化和具体的数据保护法规，以补充

和完善中央层面的法律。 
再者，加拿大的个人信息保护与电子文件法(PIPEDA)作为加拿大主要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强调了

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和数据安全的重要性，确保了全国范围内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和保护措施

的规范性。可以参考加拿大 PIPEDA 的做法，加强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提高消费者对电子商务

平台的信任度，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再考虑到跨境电商的特点，制定明确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规

则，确保数据在国际间传输时的安全性和合规性。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推动建立多边电子商务监管框架，

以减少政策冲突和提高制裁措施的一致性，同时细化跨境电商监管规则，明确经营者在不同司法管辖区

应遵守的法律法规。 

4.2. 制定符合中国市场的法律制度以及信息保护 

实施电子商务的要求要从主体、客体和法律制度角度来看，加强对国际制裁法规的了解和遵守。建

立和完善内部合规体系，包括风险评估、合规培训和审计。在供应链管理中加强尽职调查，避免与受制

裁实体进行交易。电子商务法要求跨境电商遵守更为复杂的法规要求，这可能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

同时，电子商务法对平台经营者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要求其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承担一定的监督责任，

这在执行经济制裁时可能会对平台经营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此外，要实现电子商务法在经济制裁中的监管框架与平衡，在制裁发起国执行经济制裁的过程中，

政府部门应完善电子商务法，提供一个监管框架，旨在规范电子商务活动并保护消费者权益。然而，跨

境电商的特殊性要求更需要国家和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其独特需求和挑战[8]。 
第一，通过分析电子商务法在实际经济制裁案例中的应用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已经在探讨法律如何

影响具体制裁措施的执行，并评估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实施效果[9]。基于此，分析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发

展趋势，对电子商务法在未来经济制裁中的角色进行展望，包括可能的修订和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国际经济环境。 
第二，强化国际合作与协调是应对经济制裁国际性质的关键。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推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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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电子商务监管框架，以减少政策冲突和提高应对制裁措施的一致性[10]。同时，细化跨境电商监管规

则，明确经营者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应遵守的法律法规，降低合规风险。提升监管技术能力，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监管效率和准确性，实现对电子商务活动的实时监控和动态管理。 
第三，从消费者角度看，在经济制裁背景下，电子商务法应确保消费者在交易中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提高消费者对电子商务平台的信任度[11]。建立灵活的法律适应机制，使电子商务法能够快速响应国际形

势的变化。更新电子商务法内容，根据国际经济制裁的最新趋势和国内电子商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定期

修订法律，确保其适应性和前瞻性。 
第四，明确平台经营者责任与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多元共治，在电子商务法中进一步明确平台经营者

在经济制裁中的责任，包括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监督责任和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责任[12]。设立特殊经济制

裁条款，规定在经济制裁情况下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措施。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提高违法成本，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最后，推动多元共治，鼓励政府、行业组织、平台经营

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电子商务治理，形成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提高治理效能。 

5. 结语 

结合前文对电子商务法与经济制裁交互作用的探讨，可以看出，在保障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同时，

也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制裁的国际影响。一方面，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细化监管规则、提升监管技术能力

等措施，可以在确保电子商务经营者合规的同时，有效执行国际经济制裁。另一方面，根据第三部分各

国电子商务法规比较借鉴，有助于我国电子商务法律快速发展，更好适应国际市场。 
电子商务法与经济制裁的关系处理是当前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本研究的政策建议和法

律完善措施，可以在保护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同时，适应经济制裁的国际环境，实现法律的平衡和有效

执行。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将为全球电子商务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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