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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意见汇编 
 

A. 国家 
 

1. 拉脱维亚 
[原文：英文] 

[2005年 4月 19日] 
 
1. 公约草案的某些条文可能会证明难以与第 2000/31/EC 号指示的规定协
调： 

– 公约草案第 14 条与该指示第 11 条有可能在共同体的规定与公约之间
造成不一致。要求在出现输入错误时提供纠正这些错误的手段的义

务，可能与赋予电子合同更大确定性的目的更一致。一种事后纠正条

款可能损害合同的稳定性。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1980 年关于合同义
务适用法律的《罗马公约》试图增加使合同订立具有效力的可能性，

以图避免当事人欺诈性地质疑合同有效性以逃避其实质性义务而采用

的拖延战术。 

– 该指示第 5 条规定必须提供某些信息，对于某些受到规范的职业来
说，这一要求得到加强。根据欧盟法律，公约第 7 条似乎是一种简单
的脱离关系的条款。它将启动该指示关于适用共同体内部贸易的规

定。非共同体的当事人将没有义务向其共同体的联合承包商提供任何

信息。 

– 营业地的定义有所不同，当事人的所在地所依据的假设是一方当事人

指明的地点具有有效性。关于既定服务提供商的概念，该指示规定欧

洲法院的判例法必须被考虑进去。象“营业地”或“非短暂性营业

所”等其他用词，根据欧盟法律也会造成问题。 

–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措词方式将允许减损公约的任何规定。 

– 所排除的某些合同并不涵盖该指示中的清单，而且将取决于每个国家

提出的保留意见。 

2. 由于声明和保留制度而使各国在公约适用范围上产生的巨大差异会削弱
电子合同的法律确定性。公约草案适用范围的变化将给这一部门造成法律上

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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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里求斯 
[原文：英文] 

[2005年 4月 5日] 
 
 (a) 在第 4 条“信息系统”一词的定义中，建议在“储存”一词之后加上
“显示”一词，尤其是考虑到第 9(4)(b)条规定信息必须能够被显示； 

 (b) 在第 4 条“自动电文系统”一词的定义中，使用“或执行”这几个字
使该定义不明确。“执行”系指何物并不明确； 

 (c) 在第 6(2)条中提及第(1)款是不必要的，因为它是指当事人指明其营业

地而第(2)款则涉及未指明营业地的情形； 

 (d) 在第 8(1)条中必须明确规定，通信或以电子通信形式存在的合同不得

被否定法律效力。因此，建议在“不得被否定”一词之后加上“法律效力”： 

 (e) ㈠ 在第 10(1)条中，委员会似应考虑使用“sending”一词，而不是
“dispatch”一词； 

 ㈡ 此外，即使考虑到第(1)款中载列的一般原则，当事人仍可为其以电
子方式达成约定的目的而在他们之间就发出和收到电子通信的时间和地点达

成约定。因此，建议在第(1)款中“……的时间”这一句之前加上“除非发端
人与收件人之间另有约定，”。 

 (f) 在第 12款中，建议在“不得被否定”一词之后加上“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