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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电子商务 

第 13.1 条 一般条款 

缔约双方认识到电子商务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机会，促进

电子商务应用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

协定对影响电子商务的措施的适用性。 

 

第 13.2 条 与其他章节的关系 

若本章与其他章节有不一致之处，该处以其他章节为

准。 

 

第 13.3 条 海关关税
1
 

各缔约方将保持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
2
，不对电

子传输征收关税
3
。 

 

                                                             
1 本章电子商务条款，不影响双方对于电子交付属于货物贸易或是服务贸易的立场。 
2 现行做法将与巴厘世贸组织部长决定（WT/MIN(13)/32-WT/L/907）电子商务工作计划第 5 段内容保持一

致。 
3 如世贸组织部长决定对相关规定有所变动，双方可保留调整相关做法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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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4 条 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 

一、任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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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缔约方实施的国内电子签名法律应允许： 

（一）电子交易双方共同确定合适的电子签名和电子认

证方法
45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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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缔约方应努力使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互认。 

四、各缔约方应鼓励数字证书在商业部门中的应用。 

 

第 13.5 条 电子商务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各缔约方认识到在电子商务中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

应采纳或实施措施以保证电子商务用户的个人信息得到保

护，并就电子商务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交流信息和经验。 

 

                                                             
4 对于中方，根据其国内法律规定，电子签名需要第三方认证的，必须由经政府主管部门许可批准的电子

认证服务者提供认证服务。 
5 对于韩方，根据其国内法律规定，可以要求认证方法满足一定的业绩标准或由法律授权的权威机构进行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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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6 条 无纸贸易 

一、各缔约方应努力将贸易管理文件以电子形式提供给

公众。 

二、各缔约方应探索接受以电子形式递交的贸易管理文

件具有与纸质版文件同等法律效力的可能性。 

 

第 13.7 条 电子商务合作 

一、缔约双方同意就电子商务相关问题交流信息和经

验，包括法律与法规、规则与标准，及最佳实践等。 

二、缔约双方应鼓励在研究和培训方面的合作，促进电

子商务发展。 

三、缔约双方应鼓励企业间的交流、合作活动和联合电

子商务项目。 

四、缔约双方应以合作的方式积极参与地区及多边论

坛，以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第 13.8 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 

电子认证指在电子通信或交易中，为保障电子通信或交

易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为电子签名相关各方提供真实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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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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签名人认可其信息的数据。其中，数据电文指以电子、光

学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受或者储存的信息。 

贸易管理文件指在进出口货物贸易中，必须由或为进口

商或出口商填报的由一缔约方签发或管理的表格。 

 

第 13.9 条 争端解决不适用 

对于本章下产生的任何事项，任何一缔约方不得诉诸本

协定第二十章（争端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