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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意见汇编 
 
A. 国家 
 
7. 阿根廷 

[原件：西班牙文] 
[2005年 4月 28日] 

 
1. 所审议的公约草案中使用“当事人”一词指受合同约束的人，但该词可
能与条约法中用来指受国际公约约束的国际法主体的“当事方”的概念混

淆。为此，使用“合同当事人”的提法比较妥当。 

2. 在公约草案解释性说明 D 节（形式要求）中作了以下说明：“当事人意
思自治并不意味着公约草案应使各方当事人有权不考虑关于合同和交易的形

式或认证的法定要求。” 

应当指出，妥当的做法是将这段解释的实质内容放在公约的案文中，可能的

话放在第 3条或第 9条中。 

3. 关于当事人意思自治或已具体纳入公约草案第 9 条中的形式自由原则，
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如果用来确认某一国际合同的作者身份和完整性并防止

否认其存在的方法不足以提供法律行为的证据，法院可以对该国际合同的有

效性提出质疑。以电子通信方式订立的合同是一种满足了书面形式要求的数

字文件，但同时还可能有必要以某种认证程序来证明其存在。 

但是，从阅读上述文件得出的印象是，建议不以电子签名要求作为电子通信

有效性的条件。此处似可作这样的解释，如果对合同形式不提出任何要求，

单凭一项适当的声明即足以使有关的行为具有法律后果。 

但是，当事各方就这一点达成约定并不能使所要求的法定形式归于无效，这

就是说，即使法律没有作出这方面的规定，或者即使当事各方决定不通过增

列对合同当事各方具有效力和约束力的条件的办法来加强或增加形式要求，

这些当事人可能仍需受形式自由原则的约束。 

因此，如果当事人没有签名，而且未签名或者使用不大严格的机制来证明作

者身份或完整性往往会造成对某一通信或合同的否定，那么许多交易都有可

能被视为无效。 

对于此种情形，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处理的是一项国际合同，那就有必要确

立一种可靠的方法，用它来查明是谁发出了某一电子通信，这样就可以有把

握地确定有关的通信是否来自该发件人。 

然而，公约草案只提及使用一种既“可靠”又适合生成电子通信的目的的方

法；这有可能造成混乱，因为，如果一方当事人可以使用一种他认为适当的

可靠方法，这种差异将意味着另一订约方可能受一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的管

辖，其保护标准可能更高也可能更低。从逻辑上来说，上述规定的后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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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不确定性可能增加，而且可能造成国际合同在商

业上的不可预测性。 

我们认为，电子签名是最可靠的认证要求，因此不应当使这种制度过于宽

松，而采用其他或被证明不大可靠的方法。 

因此，为了防止否定某一电子通信，建议加强对作者身份和完整性的要求，

办法是用以下词语取代第 9条第 3款： 

“凡法律要求一项通信或一项合同应当由当事人签字的，或法律规定了

未签字的后果的，对于一项电子通信而言，如果使用了一种可靠的电子

签名，以便对该电子通信所含信息的撰写人身份和完整性提供保障，该

项要求即得到满足。 

“电子通信可满足以下条件的即认为是可靠的电子签名： 

“(a)  签名生成数据与签名人有关联，而与其他任何人无关联； 

“(b)  签名生成数据在签名时处于签名人而非其他任何人的绝对控制
之下； 

“(c)  签名是可验证的；和 

“(d)  签名时间过后对电子通信内容的任何更改是可显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