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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主体登记制度在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者行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电子商务市

场主体制度也涉及商事主体登记制度，二者的良好衔接，有利于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对此，本文

主要讨论了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具体规定与商事主体制度的衔接问题。首先，基于《市

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公司法》的规定，介绍了商事主体登记制度。其次，介绍了《电子商务法》

关于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内容和具有特色的登记豁免制度。最后，提出了衔接电子商务

市场主体登记制度和商事登记制度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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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ket entity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e-commerce operator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regulating 
the behavior of e-commerce operators. Meanwhile, the market entity system for e-commerce also 
involves the commercial entity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smooth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s con-
ducive to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mainly dis-
cusses the connection issues between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the market entity registration sys-
tem for e-commerce operators and the commercial entity system. Firstly, based on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of Market Entities” and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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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of commercial entities is introduced. Secondly, the contents of the E-
commerce Law regarding the market entity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e-commerce operators and the 
distinctive registration exemption system were introduced. Finally, measures for connecting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of e-commerce market entities and the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are pro-
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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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国内电子商务行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各类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凭借更方便快捷的购物方式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然而，电子商务发展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也随其发展而显现，如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市场主体登记问题。毋庸讳言，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主体登记

对于规范电子商务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具有深远意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

子商务法》)立法过程中，对于电子商务主体注册登记制度的确定产生了巨大争议，即工商登记是否应成

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成立的法定程序 1。最终，2018 年制定并且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电子商务法》

第 10 条 2 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以及不需要登记的例外情形。但是，

《电子商务法》仅对市场主体登记制度作了框架性规定，并没有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市场主体登记制度

作出具体规定，以及其与传统的商事登记制度是否存在差异，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差异等问题。 

2. 商事主体登记中的市场主体登记规定 

商事主体登记统一立法是完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举措[1]。近

年来，我国关于商事主体登记制度呈现碎片化现象，缺乏统一立法。2021 年 7 月 27 日公布的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商

事主体登记制度规定碎片化现象。此外，2022 年 3 月 1 日公布的部门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为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实施作出了

更加明确规定。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新增第二章

公司登记，为公司在市场主体登记上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2.1.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2 条为“市场主体”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即在我国境内以营利为目的

而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都要办理登记，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全国市场主

体统一登记管理工作，并正在积极推进登记全程电子化和网上便捷办理，推进市场法治化建设，优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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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的说明》“三、主要内容和重点问题”的“(二) 电子商务经营主体”。 
2参见《电子商务法》第 10 条：“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是，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

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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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境 3。同时，对登记事项、登记规范、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了相对明确的规定。在《市场主体登记管

理条例》的基础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其规定进行了细化，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2.2. 《公司法》关于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 

公司登记制度是商事主体登记制度的核心，其内容的完善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和良好营商环境的构建。

《公司法》新增第 29 条至第 41 条，且独立为第二章“公司登记”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公司登记事项的重

视程度的提高。该章节规定公司的设立、变更、注销都需要登记，以及明确了具体的登记事项，具体包

括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

名或者名称。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应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公司的基本信息进行公示。 

3. 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概述 

《电子商务法》第 2 条第 2 款明确将电子商务定义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

务的经营活动”，这表明电子商务也是一种经营行为，与线下实体经营的区别在于经营的方式不同，电

子商务需要以互联网等网络信息为媒介，而线下实体经营则是经营者和消费者面对面开展经营行为。二

者经营模式存在差异是否会导致相应的市场主体登记制度产生差异？ 

3.1. 《电子商务法》关于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 

《电子商务法》作为调整我国境内电子商务活动的特别法，对比作为市场主体登记有关的行政法规

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电子商务法》关于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主体登记的特别规定具有更高

的效力。《电子商务法》第 10 条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这一规定和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相统一。 
从文义解释角度理解，《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市场主体”包括《电子商务法》第 9 条第 1

款中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在《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 7 条中则将其称之为“网络交易经营者”，

即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其本

质也是经营活动。如此，尽管电子商务经营者在电子商务这一虚拟的市场上进行经营行为，但是其也是

现实的商事主体，理应进行市场主体登记[2]。 

3.2. 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主体登记制度的豁免规则 

《电子商务法》第 10 条但书部分规定了豁免登记的范围，即“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

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除外”。《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 8 条对该规定进行了补充，个人通过

网络利用自身的技能从事一些无法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也不需要进行登记，如保洁、缝纫等，值得

注意的是，免于登记需要同时满足“利用自己技能”、“无法取得许可”和“便民劳务活动”三个条件。

同时规定，年度交易额累计不超过 10 万元的，属于“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也不需要进行登记。 
然而，电子商务经营者属于豁免登记的范围，并不意味着可以免于纳税，而是在首次纳税义务发生

后，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如实申报纳税 4。遗憾的是，并没有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如何纳税作出完善的

规定，又因电子商务具有虚拟性、隐蔽性和数字性，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3]。 

4. 衔接电子商务市场主体登记制度与商事主体登记制度 

电子商务经营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一种类型，适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一般性规定，同时也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2 条和第 3 条。 
4《电子商务法》第 10 条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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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电子商务法》对其特殊性的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具体分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

以及其他电子商务经营者，也可能会同时拥有电子商务经营者和公司两种身份，如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

司和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也是知名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因此，在电子商务盛行的趋势下，

更应顺畅衔接电子商务市场主体登记制度与商事登记制度，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蓬勃发展。 

4.1. 厘清登记、备案与公示的关系 

登记制度兼具公法功能和私法功能，公法功能主要体现在便于行政机关对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私

法功能主要体现在向外部传递信息，主要依靠信息公示制度实现[4]。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登记、备案、

公示常常混淆，因此，需要厘清三者关系。 
市场主体登记是指市场主体针对法律规定的登记事项向对应的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登记，登记机关对

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依法办理登记手续。在《现在汉语词典》中，备案则是指向主管机

关报告事项，存案以备查考，是一种程序性的事实行为，主要目的是信息收集和存档备查。所谓公示，

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团体用以事先预告群众周知，征询意见、改善工作的一种应用文

体 5，该解释也贴合电子商务中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公示义务。由此可见，三者的定义和适用场景存在明

显的差异，也不能将其混淆使用。同时，三者也存在密切的联系，登记的事项一般都需要公示，但公示

的事项不是必须登记或者备案[4]。 

4.2. 强化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登记和公示义务 

《电子商务法》第 10 条明确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义务和免于办理登记的例外

情形，第 15 条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公示义务 6。电子商务经营者履行登记和公示义务的履行，同时

也是在履行自身的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5]。但是，纵观淘宝网、京东

等各种电子商务平台，并不是所有的店铺都将其营业执照信息进行公示。在淘宝 APP 中，在部分未公示

营业执照信息的店铺中，只有一个店铺声明，具体内容是《电子商务法》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关

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具体情形，但是并未明确说明店铺属于哪一种情形。同时，此类店铺往往

同其他知名品牌店铺拥有相似的名称，使消费者无法辨别店铺及商品。 
尽管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 2018 年颁布了《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办法(试行)》，优化了电子营业执照的

办理程序，但是从现实反应的实施情况来看，实施效果有待提高。对此，应该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对于平台内经营者的登记监管与协助义务，同时，也应加强平台内经营者登记与公示义务的履行，尤其

是属于豁免登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共建高标准的电子商务平台信息公示体系[6]。 

5. 结语 

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主体登记制度是《电子商务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对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经

营行为与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电子商务法》只是对其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即电

子商务经营者应进行市场主体登记与登记豁免规则的适用情形，存在规则适用上的模糊性。电子商务经

营者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其登记应符合《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电子商务经营者也可能兼具

公司的身份，应受《公司法》的调整，应进行商事主体登记。研究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主体制度，不仅需

要明确制度本身的规定，也需要清楚其与其他登记规则的关系，如以公司为代表的商事登记制度，这不

仅有利于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5参见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7%A4%BA/1263061。 
6参见《电子商务法》第 15 条“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

息、属于依照本法第十条规定的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前款规定的信息发生变更的，电

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及时更新公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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