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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数字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合同已经成为现代商业交易活动的主要载体。但是，在电子商务快速

发展的同时，渐渐暴露出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与传统合同不一样的是，电子商务合同会涉及到多元

的法律问题，比如跨境交易、在线支付等等。本文对电子商务合同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及提出

相应的优化路径，为电子商务平台以及相关用户提供指导，旨在减少相关法律纠纷，以此达到交易效

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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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e-commer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business transac-
tions in modern times.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 series of related legal 
issues have gradually been expos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egal problems of e-commerce con-
tract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path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e-commerce plat-
forms and related users, aiming to reduce the relevant legal disputes, so as to achieve the improve-
ment of transaction efficiency. 

 
Keywords 
Data Protection, Electronic Contracts, Legal Issue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352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352
https://www.hanspub.org/


崔冰菲 
 

 

DOI: 10.12677/ecl.2025.141352 2810 电子商务评论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关键的数字化交易载体，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占据重

要位置。传统的纸质合同处理流程复杂、效率低下而且极其容易出现人为失误等弊端，而电子商务合同

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1]。通过电子商务贸易往来的不断加强，全球范围内的政策支持是

推动电子商务合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我国推出了关于电子签名、电子合同合法性的法律法规，

得以使企业在数字化合同管理中的合法性得到充分的保障。美国和欧盟等地区也纷纷发布了类似政策，

以支持数字化合同的应用。技术创新，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方面，也成为电子商务合

同行业的核心推动力量。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使电子商务合同变得更加安全和透明，而人工智能的应

用则使得电子商务合同管理流程更加智能化。随着电子商务合同的广泛应用，行业对合同格式、管理流

程和技术要求的标准化需求不断上升。标准化对于提高合同的执行效率和降低企业的合规风险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下电子商务合同的背景是多方面的，涉及技术发展、法律支持、政策推动以及

市场需求等多个层面，这些因素对于电子商务合同的发展和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 

2. 数字背景下的电子商务合同概述 

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电子商务合同是由当事人之间通过电子方式进行的合同。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

务的发展，电子商务合同已经成为商业交易中常见的一种形式。 

2.1. 电子商务合同的定义 

电子商务合同是指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以电子数

据交换、电子邮件、电子签名等方式在互联网上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它与传

统书面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电子商务合同标的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实物商品；二是各类服务包括

传统以及提供劳务的方式进行的服务、软件服务、信息服务、推广服务、金融服务等；三是虚拟商品，比

如游戏、游戏衍生产品、游戏道具，电子代币、流量等。 

2.2. 电子商务合同的特点 

电子商务合同具有便捷性。这主要体现在合同的签订、修改和履行都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快速完成。

由于电子商务合同可以通过电子签名和在线平台快速完成签署，无需面对面交流，这也将大大提高了合

同签订的速度。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访问电子合同，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它可以存

储在云端或电子数据库中，便于检索和管理，提高了合同管理的效率。电子商务合同的便捷性不仅提高

了商业交易的效率，还增强了交易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适应了快节奏的商业环境。 
电子商务合同的无纸化特性不仅降低了资源消耗，还通过简化流程、降低错误率等方式提高了企业

运营效率，使企业更具竞争力。纸质文档需要通过快递、邮寄等方式传递，增加了运输成本和包装废弃

物的产生，与其不同，电子商务合同平台实现合同的在线签署和交付，节约了运输成本，减少了包装废

弃物。无纸化的电子商务合同减少了对纸张的需求和纸质文件的使用，不仅提高了效率，还对环保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符合环保理念，有助于环境保护，是推动无纸化办公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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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合同具有全球性[2]。电子商务合同的技术化和标准化，这使得合同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之间以统一的格式和流程进行。它不受地理位置限制，可以跨越国界进行交易。电子商务合同使得企

业能够轻松地将业务扩展到全球市场，增强了全球市场的可达性。 
电子商务合同通过加密技术和电子签名得以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多因素身份验证增加了安全性，用

户在登录或签署合同时，除了输入密码外，还需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进行额外身份验证，

有效防止账户被盗用。生物识别技术如指纹识别、面部识别也被用于身份验证，提高了电子商务合同的

安全性和用户体验。 

2.3. 电子商务合同的表现形式 

电子商务合同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线上合同文本、在线制度文本、其他辅助性文件。其中线上合同

文本通常是由互联网商务平台的运营方式事先拟定的格式合同，在平台用户进行注册、入驻、购买等特

定活动时，操作页面会出现提示框，用户须点击“我同意”(I agree)或者类似意思表示的选项后才可以进

行相关活动，线上合同文本比较常见，比如服务条款、商家入驻协议、购买订单等，都属于线上合同文

本。在线制度文本则是一般包括用户注册制度、平台交易规则、信息披露与审核制度、隐私权与商业秘

密保护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广告发布审核制度、交易安全保障与数据与备份制度、争议解决机

制、不良信息及垃圾邮件举报处理机制等。其他辅助性文件是平台根据需要补充制订，修改线上合同文

本或制度文本后，在平台进行公示的公告、声明，或按照用户提供的联系方式发送的通知、说明等都属

于辅助性文件。 

2.4. 电子商务合同的种类 

根据商业模式区分，可以分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合同[3]、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合同、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合同、企业、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电子商务合同等；根据合同标的区分，电子

商务合同主要可以分为互联网购物合同、互联网服务合同、以及互联网金融借款合同，其中互联网购物

合同是指出卖人将标的物在互联网上展示并发出要约，买受人通过互联网检索信息并做出购买承诺，双

方形成合意而订立电子买卖合同。互联网服务合同是指网络服务商给消费者提供途径以使消费者与互联

网连线的中介服务或者提供内容服务的合同。互联网金融借款合同是指因合同签订及履行均完成于互联

网的，因借款人向金融机构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借款合同。 

3. 电子商务合同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 

电子商务合同在法律层面存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法律问题。 

3.1. 格式条款滥用问题 

电子商务合同中经常出现格式条款的滥用问题[4]。格式条款是指由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能接受的

合同条款。当我们浏览网页、电子购物、下载软件以及进入某网站是立即在网页上呈现的格式合同，即

时要求访客作出相应选择，这种条款，法律上称为电子商务合同格式条款。它常常表现为违反法律规定、

免除合同提供方责任、加重相对人责任，忽略提醒相对人注意，让相对人放弃某些权利，限制相对人寻

求法律救济的途径和手段，保留最终解释权等方面。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由于消费者往往只能选择

接受或拒绝，这可能导致不公平的条款强加于消费者，损害其合法权益。 

3.2. 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争议 

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时间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九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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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经营者发布的商品或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用户选择商品或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合同即

成立。但实践中，对于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时间点存在不同理解和争议。 对于电子商务合同，有争议的是，

原则上应以提交订单时的时间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还是在发货时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有观点认为，

消费者提交订单时合同就应当成立，这与《电子商务法》第 49 条“用户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

成功，合同成立”之规定相契合。 

3.3. 电子密码信息泄露问题 

电子密码在电子商务合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身份认证的手段，也是确保交易安全

的关键技术。电子签名技术通过赋予当事人特定的电子密码，确保身份的验证和资料内容不被篡改。电

子商务合同的成立和履行过程中，涉及到电子密码的使用，这带来了电子密码信息泄露的风险。如何安

全地保护电子密码信息，防止泄露，是电子商务合同中的一个重要法律问题。合同内容泄露可能导致企

业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包括营业额下降、市场份额丧失、品牌信誉和商誉损失等。此外，泄露行为

可能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3.4. 争议解决机制不完善 

一是统一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缺失。我国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结构比较单一，没有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多格局的纠纷解决体系[5]。电子商务纠纷的解决主要是依靠电商平台的内部 ODR 进行，民间建

立的 ODR 网站处于起步阶段，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二是平台监管失位。电子商务合同的政府监管体系

不健全，行政机关对于电子商务活动的监管存在职权不清、职能交叉，导致监管不力和“踢皮球”现象

出现。三是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规范不足。《电子商务法》虽对电子商务平台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有了初

步规定，但是并未说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建立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是否需要一定资质，在解决机制具体

规则、必要程序、执行效力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均为空白。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义务积极协助消费者维

权，并可以建立争议在线解决机制。这种机制应当公平、公正地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并根据自愿原则进

行。 
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电子商务合同争议解决机制存在诸多不足，电子商务合同在法律层面需要更多

的明确性和规范性，需要从立法、监管、平台自律等多个层面进行改进和完善，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电子商务市场的健康发展。 

4. 电子商务合同问题解决优化路径 

针对电子商务合同存在的问题，以下是一些优化路径的建议。 

4.1. 加强对电子商务合同格式条款的规制 

要求电商平台提供方加强对格式条款信息的披露，确保消费者充分了解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避免

纠纷[6]。需要明确格式条款中的提示义务，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进行完善，以促进电商行业的

健康发展。电子商务合同中格式条款的规制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此确保合同的公平性和透明

性，同时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行为进行约束。 

4.2. 加强相关法律规制 

电子商务立法应做到不断对现行法律进行调整、修正，以此顺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7]。理应完善

《电子商务法》相关条款，我国《电子商务法》已对电子商务纠纷采用在线解决机制予以明确表示，但

需要进一步详细规定电子商务纠纷处理方式，并制定与其相关的单独法规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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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要完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及平台规则。在《电子商务法》的基础上制定司法解释，进

一步细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建立主体资格要求、建立标准和具体程序等内容。行业协会或代表性电商企

业可以协助政府部门开展行业标准制定，促进电商行业有序发展。 

4.3. 利用严格的《保密协议》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 

保护用户个人信息，避免因信息泄露导致的法律风险。首先，要明确保密信息范围。保密协议应明

确界定保密信息的范围，包括商业、营销、技术、运营数据等所有与合作相关的资料。其次，要明确规定

双方权利与义务[8]。双方应保证保密信息仅用于合作相关用途，妥善保存对方提供的保密信息，并采取

与保护自己保密信息相同的保护措施。再次，书面确认保密信息。任何一方在提供保密信息时，如果是

书面形式，应注明“保密”等相关字样；如果是口头或可视形式透露，应在透露前告知接受方为保密信

息，并在告知后 5 日内以书面形式确认。最后，遵守法律法规。电商企业应建立全面的合规体系，专门

设立合规团队，负责跟踪和解读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电子商务

法》。通过上述措施，电子商务合同中的《保密协议》可以有效地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确保信息安全和

隐私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 

4.4. 建立统一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平台 

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在线纠纷解决平台，采用统一规范或标准处理纠纷，确保公平公正有效率。加

强对平台内部的监督，合法合规地解决电子商务纠纷。也要巩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中立性，提高纠纷

处理人员的专业性，制定纠纷处理人员行为守则，确保纠纷可以得到公平解决。设置大众评审门槛，引

入第三方机构监督，如消费者权益协会，以保障纠纷解决的中立。还可以优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程序。

拓宽电商平台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查明事实的渠道，与鉴定机构相衔接，提高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和事实判

断的准确性。在大众评审模式中，鼓励大众评审员说明判断的依据，让处理过程透明化，并在纠纷处理

结果做出后，设置申诉渠道。还要提高纠纷处理结果的执行效率，通过优化流程和提高效率，确保纠纷

处理结果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通过上述优化路径，可以提高电子商务合同的法律效力，减少民事法律风险，促进电子商务市场的

健康发展。 

5. 结论 

在数字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电子商务交易的核心环节，电子商务合同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通过深入探讨研究电子商务合同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为此提出优化建议对于推动电子商

务活动的健康发展，维护稳定的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起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电

子商务合同格式条款滥用问题，可以加强对电子商务合同格式条款的规制；在实践中，合同成立与生效

时间争议，需要加强相关法律规制予以明确；当电子密码信息泄露时，需要利用严格的《保密协议》保

护用户的个人信息；针对争议解决机制不完善问题，可以建立统一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平台来予以解决。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合同也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为此，要从实践经验中着手，通过更加完善

科学的法律法规来解决问题，以促进电商交易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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