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了

7%

，与此同时，伴随互联网
“野蛮生长” 的许多问题也逐渐进入公
众的视野。

在前不久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电子商务
法草案正式被提请审议。

此次电子商务法立法着手解决大
量过去未处理过的难题：微商、网约车
等新兴业态的法律地位如何界定，消费
者碰到假货怎么在网上维权，平台上的
卖家遭遇恶意差评如何应对……此次
立法中的热点，与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

开网店要不要工商登记和纳税？

电商需不需要做工商登记？需不
需要纳税？这是此次立法中关涉到大
量商家切身利益的问题，也因此受到
极大关注。

此次草案规定，电子商务经营主
体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 但是，依
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以个人技能提供
劳务、家庭手工业、农产品自产自销
以及依照法律法规不需要进行工商
登记的除外。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
定。与此同时，草案也规定，电子商务

经营主体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
有依照专门税收法律规定享受税收
优惠的权利。

“起草过程中， 对自然人工商登
记问题有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沟通协
调，各方面均认同工商登记是电子商
务经营者的法定义务。” 全国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祖善在
向常委会作草案说明时表示，同时考
虑到我国国情和电子商务发展实际，

为有利于促进就业，可以对部分符合

条件的小规模经营者免予登记。

“对待线上与线下的经营活动
应该公平、一致。 ”薛军认为，任何组
织或个人当其行为符合经营行为的
特点时， 其身份也就自然转化成了
经营者———这一点并不会因为其经
营活动发生在线上或线下而有所区
别。因此，要求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办
理工商登记并非是特别的管制措
施， 而仅仅是其作为经营者需要履
行的基本义务。

聚焦电子商务立法四大热点

网约车、微商

算不算电子商务？

近年来，各种互联网新兴业态不断
出现，其中哪些要纳入这部法律规范的
范畴？这是电子商务法立法中受到较多
关注的问题。

电子商务法调整对象和范围的确
定，直接关系到促进发展、规范秩序、保
障权益的立法目标能否实现，同时还要
考虑我国电子商务实际、 与国际接轨、

与国内其他法律法规相衔接等因素。

草案将电子商务定义为“通过互联
网等信息网络进行商品交易或者服务
交易的经营活动”。同时草案也明确，法
律、行政法规对商品交易或者服务交易
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涉及金融
类产品和服务、利用信息网络播放音视
频节目以及网络出版等内容方面的服
务，不适用该法。

“对于什么叫电子商务， 目前对于
有形的商品交易的认识比较一致，分歧
主要集中在无形的服务交易方面。 ”北
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表示，当下舆论
关注度较高的网约车服务应当被纳入
到电子商务的范围之内，同理的还有在
线租房、在线旅游等网络服务。

在此次电子商务法草案的讨论中，

许多人也提出：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微
商是否属于电子商务？ 专家们普遍表
示， 微商的确利用网络进行了商品交
易，因此判断的关键要落脚到如何理解
草案中规定的“经营活动”。许多专家认
为应该从连续性、反复性、持续性的角
度对其加以衡量，从而排除个人偶尔利
用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进行商品交易的
行为。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认为，当线下的经营
活动搬到了线上时，以往熟悉的判断标
准就难以完全套用到新兴的业态上，因
此需要重新确立时间的标准与规模的
标准进行判断。

网上投诉无门的问题怎么解决？

不光是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时常
常会遇到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的烦心
事，事实上大量在电商平台上开门做
生意的卖家，也在遭遇诸如职业差评
师之类的问题时投诉无门。

除消费者之外，此次电子商务法
草案对电子经营主体区分了一般电
子商务经营者和电子商务第三方平
台， 重点规范第三方平台这类新型
电子商务主体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草案在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方
面，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知识产
权保护、平台责任、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禁止、信用评价规则；在消费者权
益保护方面，规定了包括商品或者服
务信息真实、 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保
证、交易规则和格式条款制定，并规
定了设立消费者权益保证金，电子商
务第三方平台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
义务；在争议解决方面，在适用传统

方式基础上， 根据电子商务发展特
点，构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其实在我们国家的立法和政策
中，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是鼓励
创新，另一个是保护权益。”阿拉木斯认
为，草案一方面需要鼓励技术和商业创
新、政府治理创新，另一方面也要注
重保护包括消费者、电子经营主体在
内的各方的权益，在各种权益保护之
间取得平衡。 （据《人民日报》）

个人信息怎么才能不再“裸奔”？

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知不知道
自己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商家暗中收
集？你是否经常因为莫名其妙收到的
短信、接到的电话不堪其扰？ 近年由
于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案件频发，个
人信息的“裸奔”现象也因此被纳入
到此次立法的视野之内。

草案规定了对电子商务数据信
息的开发、利用和保护，鼓励数据
信息交换共享，保障数据信息的依
法有序流动和合理利用。 同时草案
也强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收集用

户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原则，事先向用户明示信息收
集、处理和利用的规则，并征得用
户的同意。 电子商务经营主体不得
以拒绝为用户提供服务为由强迫
用户同意其收集、处理、利用个人
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法律与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薛虹教授认为， 由于中
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全面的个人信息保
护法， 此次电子商务法草案的一个重
要贡献就体现在个人信息的保护上。

“企业是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重
灾区，问题虽出现在少数工作人员身
上，但根子在于制度不完善。 ”在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的分组审议
中，韩晓武委员认为，草案单辟一节
专门对电子商务数据信息作出规
定，可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但韩晓
武也认为还应进一步完善， 特别是
在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害后的维
权、 起诉、 索赔等方面的制度设计
上，应该有更加明确具体、具备可操
作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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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给我差评，我就泄露你的个
人信息，天天电话骚扰死你！

你敢威胁买家，最高罚款
50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