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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法律方面 
 
对《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的解释性说明 
 
秘书处的说明 
 
1. 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2005年 7月 4日至 15日，维也纳）上核准了
《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公约”）的最后草案。随后，公约

得到大会核准，并于…开放供签署。 

2. 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上核准最后草案供大会通过时，请秘书处为公
约编写解释性说明，并提交给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3. 本说明附件一载有秘书处按照委员会要求编写的解释性说明的总论部分。
本说明的补编载有对公约的逐条说明。委员会似宜注意本解释性说明，并请秘

书处将其与公约最后文本一起出版。 



 

2  
 

A/CN.9/608  

一. 导言 
 

1. 《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公约”）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编写，并于…得到联合国大会通过。 

2. 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2005年 7月 4日至 15日，维也纳）上核准最
后草案供大会通过时，请秘书处为该文书编写解释性说明。贸易法委员会在其

第三十九届会议（2006年 6月 19日至 7月 7日，纽约）上注意到秘书处编写的
解释性说明，并请秘书处将该说明与公约文本一起出版。 
 

二. 公约的主要特点 
 

3. 公约的目的是为涉及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手段的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办
法。 

4. 公约的目的不是为与使用电子通信没有特别联系的实质性合同问题设立统
一规则。不过，由于在电子商务方面将有关技术的问题和实质性问题严格分离

有时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对于需要实体规则以确保电子通信有效

性的情况，公约载有若干实体规则，不仅仅是重申功能等同原则。 
 

A. 适用范围（第 1和第 2条） 
 
5. 公约适用于“与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或履行合同有关的
电子通信的使用”。“电子通信”包括与合同的订立或履行有关的、经由电子

手段、电磁手段、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的、包括要约和接受要约在内的任

何陈述、声明、要求、通知或请求。公约中的“合同”一词用法很宽泛，包括

诸如仲裁协议和其他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无论这些协议通常是否称为“合

同”。 

6. 公约适用于国际合同，即位于两个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但不要
求这两个国家都是公约的缔约国。不过，只有当缔约国的法律适用于当事双方

的交易时，公约才可适用，如果当事双方未有效选择适用法律，则适用法律由

法院所在地国关于国际私法的规则确定。 

7. 公约不适用于涉及为个人、家人或家庭目的订立的合同的电子通信。不
过，与《联合国销售公约》第 2(a)条下的相应除外情形不同的是，公约绝对排
除这类交易，也就是说，公约不适用于为个人、家人或家庭目的订立的合同，

即使合同的目的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并不明显。此外，公约不适用于在某些金

融市场中受某些特别规则或行业标准约束的交易。排除这些交易是因为金融服

务部门已经有明确的规范管理办法和行业标准，这些管理办法和标准为该部门

在全球范围的活动有效处理了电子商务的相关问题。最后，公约不适用于可转

让的所有权票据或单证，因为很难生成等同于纸面形式可转让性的电子形式的

可转让性，对此需要制订特别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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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事人的所在地和对提供信息的要求（第 6和第 7条） 
 

8. 公约载有关于当事人所在地的规则。公约未规定当事人有义务披露营业地
点，而是作出若干假定，设立若干默认规则，目的是便于确定当事人的所在

地。公约认为，当事人指明自己的相关营业地，这虽然不是绝对重要，但也是

头等重要的。 

9. 公约对信息系统的 IP 地址、域名或地理位置等与电子信息有关的外围信息
采取谨慎的方式，虽然这些信息显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对确定当事人的实际所

在地几乎没有决定性价值。 
 

C. 对合同的处理 
 

10. 公约第八条承认《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11 条所载的原则，即
不得仅以合同系由电子通信形式产生为由而否定其效力或可执行性。公约没有

贸然断定要约和对要约的接受何时产生订立合同的效力。 

11. 公约第 12 条承认，可通过自动电文系统（“电子代理”）的动作订立合
同，即使无自然人复查这些系统进行的每一动作或由此产生的合同。不过，第

11 条解释说，假如一方当事人通过交互式应用程序发出订单的提议—无论该系
统是否完全自动—不应由此推定该当事人打算受通过该系统发出的订单的约
束。 

12. 按照避免为电子交易和纸面交易设立双重制度的决定，并遵循公约的协助
性而非规范性的方式，第 13 条在当事人可能有义务以某种方式提供合同条款等
问题上服从国内法。不过，公约处理了电子通信中输入错误这一实质性问题，

因为在自然人与自动电文系统通信而达成的实时交易或近乎即时的交易中发生

错误的风险较高。第 14 条草案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发生输入错误的一方当事
人可撤回通信中有输入错误的部分。 
 

D. 形式要求（第 9条） 
 

13. 公约第 9 条重申了《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6、7、8 条所载的
关于电子通信和纸面文件—包括“正本”纸面文件—之间以及电子确认办法和
手写签名之间功能等同的标准的基本规则。不过，与示范法不同的是，公约没

有处理保留记录的问题，因为据认为这类事项与证据规定和行政要求的关系较

紧密，与订立和履行合同关系较小。 

14. 应该指出，第 9 条草案为满足适用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设定了最低标准。
第 3 条草案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载于贸易法委员会的其他文书中，如
《联合国销售公约》第 6 条，这一原则不应理解为允许当事人放宽对签名的法
定要求，接受可靠程度低于电子签名的认证办法。据说，一般而言，当事人意

思自治并非是指当事人按照公约有权撇开对合同和交易的法定形式要求或认证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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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发出和收到电子通信的时间和地点 
 

15. 与《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15 条下的情况相同的是，公约也载
有一整套关于发出和收到数据电文的时间和地点的默认规则，其目的是将关于

发出和收到数据电文的国内规则移植到电子环境中，从而对其加以补充。公约

第 10 条和示范法第 15 条之间的措辞区别不是为了产生不同的实际效果，而是
为了通过将相关规则的制订与国内法律下有关发出和收到的定义的一般常用要

件接轨，便利公约在各种法律制度中的操作。 

16. 按照公约规定，“发出”系指电子通信离开发件人所控制的信息系统，而
“收到”系指电子通信能够由收件人检索，按推定是在电子通信到达收件人的

电子地址时。公约区分了将通信发送到特别指定的电子地址和将通信发送到没

有特别指定的地址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通信到达收件人的电子地址

（或如示范法用语，“进入”收件人的“信息系统”）时即为收到。对于不将

通信发送到指定电子地址的所有情况，公约规定的收到仅为以下两种情况：(a)
电子通信（到达收件人的电子地址）能够由收件人检索，(b)收件人实际了解该
通信已发送到该特定地址。 

17. 推定电子通信在当事人的营业地发送和收到。 
 

F. 与其他国际文书的关系（第 19条） 
 

18. 贸易法委员会希望各国可以发现公约有助于促进其他国际文书的运作—特
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文书。秘书处一直在研究现行的国际文书，第 20 条的目的是
为现行文书对电子商务构成的一些法律障碍提供可能的通用解决办法，从而避

免逐一修订国际公约。 

19. 除了为避免疑惑而开列于第 1 款的文书，公约的条文还可根据第 2 款适用
于其他国际公约、条约或协议所涉合同的有关电子通信，除非缔约国已排除此

类适用情况。一些国家似宜先明确公约是否符合其现有的国际义务，考虑到这

些国家可能产生的关切，添加了排除公约如此扩大适用范围的可能性。 

20. 第 20条第 3和第 4 款允许各国在其适用公约条文的国际文书的列表中添加
具体的公约—即使该国已根据第 2 款提交了一份一般声明—或排除其声明中指
明的某些具体公约。应该指出，根据本条草案第 4 款所作的声明会致使公约不
适用于与另一国际公约所适用的一切合同相关的电子通信。 
 

三. 编制工作总结 
 

21. 贸易法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三届会议（2000年 6月 17日至 7月 7日）上就电
子商务领域未来工作的提议初步交换了意见。提出的三个议题是：从《国际货

物销售合同公约》（《联合国销售公约》）1的角度审议电子订约；网上解决纠

纷，以及所有权凭证的非实物化，特别是在运输业。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489卷，第 255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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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委员会欢迎上述提议。委员会大体同意，工作组完成《电子签名示范法》
的编制工作后，预计将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审查上述部分或全部议题和任何

补充议题，以便在 2001 年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就委员会将来的工作提出更
具体的提议。大家商定，工作组要做的工作可以是平行地审议几个议题和初步

讨论上述议题某些方面可能的统一规则的内容。2 

23. 工作组第三十八届会议（2001 年 3 月 12 日至 23 日，纽约）在下述一系列
说明的基础上审议了这些提议：为消除现有国际公约中电子商务障碍而将拟订

的 一 项 可 能 的 公 约 (A/CN.9/WG.IV/WP.89) ； 所 有 权 凭 证 的 非 实 物 化
(A/CN.9/WG.IV/WP.90)；电子订约(A/CN.9/WG.IV/WP.91)。工作组就电子订约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A/CN.9/484，第 94-127 段)。工作组在结束其关于
未来工作的审议时向委员会建议，应在优先基础上开始有关拟订一项关于电子

订约某些问题的国际文书的工作。同时商定，建议委员会委托由秘书处负责编

写关于工作组所审议的另外三个题目的必要研究报告：(a)对国际文书中妨碍电
子商务发展的可能法律障碍的全面调查；(b)对电子手段转让权利特别是有形货
物权利的有关问题和转让行为记录的公布和保存机制或以这类货物设定担保权

益的机制问题的进一步研究；(c)关于讨论《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
法》和《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问题研究，以评估其是否适合网上仲裁的

具体需要（A/CN.9/484，第 134段）。 

24. 在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2001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13 日，维也纳）上，
与会者广泛支持工作组提出的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构成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良

好基础。但是，关于对不同题目所给予的相对优先性，意见各有不同。一种思

路是，旨在消除现有文书中电子商务障碍的项目应优先于其他题目，特别是应

当优先于拟订一项关于电子订约的新国际文书。但是，普遍意见赞同工作组所

建议的优先顺序。在这方面，据指出，拟订一项关于电子订约问题的国际文书

和审议消除现有统一法律公约和贸易协定中电子商务障碍的适当方法并不是互

相排斥的。有与会者提醒委员会注意在其第三十三届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即工

作组拟开展的工作可以是若干议题同时并行审议。3为了给各国留出充足的内部

协商时间，委员会接受了提议，决定工作组应在 2002 年第一季度举行关于电子
订约问题的首次会议。4 

25. 工作组第三十九届会议（2002 年 3 月 11 日至 15 日，纽约）审议了秘书处
的一份说明，其中讨论了所选定的电子订约的若干问题，其中的附件一载有一

份初稿，暂定标题是“由数据电文订立或证明的[国际]合同公约草案初稿”
(A/CN.9/WG.IV/WP.95)。工作组还审议了秘书处的一份说明，其中转呈了由一
个特设专家组拟定的评述意见，该专家组是国际商会设立的，目的是审查

A/CN.9/WG.IV/WP.95 号文件中提出的问题以及在其附件一中提出的条文草案
(A/CN.9/WG.IV/WP.96)。 

__________________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55/17），第 384-388段。 

 3 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56/17），第 293段。 

 4 同上，第 29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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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工作组首先审议了该公约草案初稿的形式和范围(见 A/CN.9/509，第 18-40
段)。工作组决定推迟关于该公约草案不适用情况的讨论，直至它有机会审议关
于当事方所在地和合同订立的条文为止。具体地说，工作组决定在讨论时先讨

论第 7 条和第 14 条，这两条都涉及当事方所在地的有关问题（A/CN.9/509，第
41-65 段）。在完成这些条文的初步审议后，工作组继续审议第 8-13 条内涉及
合同订立的条款（A/CN.9/509，第 66-121 段）。工作组在结束对于该公约草案
的审议时讨论了第 15 条草案（A/CN.9/509，第 122-125 段）。工作组决定在其
第四十届会议上审议关于公约草案适用范围的第 2-4 条以及第 5 条（定义）和
第 6 条（解释）。工作组请秘书处根据这些讨论意见和决定编写该公约草案初
稿的修订本，提交工作组第四十届会议审议。 

27. 此外，工作组在该届会议结束时获悉秘书处对于现有与贸易相关的文书中
可能存在的电子商务法律障碍的调查进展情况。工作组获悉秘书处已开始此项

工作，首先是从交存于秘书长的大量多边条约中选定和审查与贸易相关的文

书。秘书处共选定了 33 项条约，认为其可能适用于此项调查，然后分析了按照
这些条约使用电子通信手段可能产生的问题。秘书处针对这些条约得出的初步

结论，载于秘书处的一份说明(A/CN.9/WG.IV/WP.94)。工作组注意到秘书处在
该项调查中取得的进展，但没有足够时间审议调查的初步结论。工作组请秘书

处征求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家对于该调查以及对其中所提出的初步结论的意

见，并编写一份报告，汇编此种意见，供工作组以后某个阶段进行审议。工作

组请秘书处征求其他国际组织的意见，其中包括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的政

府间组织，以查清在这些组织或其成员国担任交存人的国际贸易文书中是否有

其希望列入秘书处调查范围的文书（A/CN.9/509，第 16段）。 

28.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2002 年 6 月 17 日至 28 日，纽约)审议了工作组的
报告。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工作组开始审议有关电子订约方面若干问题的一份

可能的国际文书。委员会重申其相信就电子订约的某些问题订立一项国际文书

有可能进一步便利使用现代通信手段进行跨国界商业交易。委员会赞赏工作组

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然而，委员会也注意到，关于该文书的形式和范围，它

的基本原则以及某些主要内容方面，工作组内仍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委员

会注意到有人提议，工作组的审议不应局限于电子订约，而应当针对一般的商

业合同，不管其在谈判中使用何种手段。委员会认为，参与工作组审议工作的

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家应有充足时间就这些重要问题开展协商。为此目的，委

员会认为，工作组最好是把关于电子订约中某些问题的可能国际文书的讨论，

推迟到拟于 2003年 5月 5日至 9日在纽约举行的其第四十一届会议审议。5 

29. 关于工作组审议某些与贸易相关的国际文书可能产生的对电子商务的法律
障碍，委员会重申它支持工作组和秘书处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委员会请工作

组在其 2002 年 10 月的第四十届会议上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对秘书处在初步调查
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开展实质性的讨论(A/CN.9/WG.IV/WP.94)。6 

__________________ 

 5 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57/17），第 206段。 

 6 同上，第 20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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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工作组第四十届会议（2002 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维也纳）审查了
A/CN.9/WG.IV/WP.94 号文件中所载关于可能存在的电子商务法律障碍的调查。
工作组普遍同意所作的分析，并赞同秘书处提出的建议（见 A/CN.9/527，第 24-
71 段）。工作组一致同意，要求秘书处采纳关于扩大调查范围的建议，以便审
查由其他组织建议列入调查范围的其他文书中可能存在的电子商务的障碍，并

与这些组织探讨进行必要研究的方式，同时考虑到秘书处因其现有工作量而可

能受到的限制。工作组请成员国协助秘书处开展这项工作，为此而协助找寻有

关国际文书所涉各具体专业领域的有关专家或信息来源。工作组利用第四十届

会议的剩余时间继续对公约草案初稿进行了审议（见 A/CN.9/527，第 72-126
段）。 

31. 工作组第四十一届会议（2003 年 5 月 5 日至 9 日，纽约）继续审议公约草
案初稿，就公约草案初稿的目的和性质进行了一般性讨论（见 A/CN.9/528，第
28-31 段）。工作组注意到，由国际商会建立的一个工作队提交了关于公约草案
的范围和目的的评论（A/CN.9/WG.IV/WP.101，附件）。工作组普遍欢迎私营部
门代表所做的工作，如国际商会，认为这些工作是对工作组拟订一项国际公约

的工作的有益补充。工作组关于公约草案的决定和审议情况见工作组第四十一

届会议报告第四章（见 A/CN.9/528，第 26-151段）。 

32. 根据工作组第四十届会议的一项决定（见 A/CN.9/527，第 93段），工作组
还初步讨论了从公约草案中排除知识产权的问题（见 A/CN.9/528，第 55-60
段）。工作组商定，应当请秘书处征求有关国际组织的具体意见，如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以便了解如果将涉及知识产权许

可证签发的合同纳入公约草案范围，以明确承认在这些合同中可以使用数据电

文，那么，在这些组织看来是否会对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则产生不利的影响。工

作组商定，这种排除是否必要将最终取决于公约的实质性范围。 

33. 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2003 年 6 月 30 至 7 月 11 日，维也纳）注意到秘
书处就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文书中可能存在的妨碍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障碍所作

调查取得的进展。委员会重申相信这一项目的重要性并支持工作组和秘书处在

这方面的努力。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曾建议扩大调查的范围，以审查其他组

织提议列入这一调查的其他文书中可能存在的妨碍电子商务的障碍，以及与这

些组织共同探索进行必要的研究的方式，同时考虑到秘书处因目前自身的工作

量而可能受到的限制。委员会呼吁各成员国协助秘书处执行这一任务，方法是

邀请有关国际文书所涵盖的各种特定专门知识领域的适当专家或资料来源方面

人士参与。7 

34. 委员会还赞赏地注意到，工作组已继续审议一项关于电子订约选定问题的
公约草案初稿，并重申相信，正在审议的文书将有助于推动在跨国界商业交易

中使用现代化通讯手段。委员会指出，工作组迄今使用了国际公约的形式作为

__________________ 

 7 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58/17），第 2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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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假设，但这并不排除在工作组审议的以后阶段为该文书选择另一种形式的

可能。8 

35. 委员会获悉，工作组就公约草案初稿同工作组为消除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国
际文书中可能存在的妨碍电子商务的法律障碍所作努力之间的关系交换了看

法，工作组同意保留该条供今后进一步审议（见 A/CN.9/528，第 25 段）。委员
会表示支持工作组为同时处理这两方面的工作所作的努力。9 

36. 委员会获悉，工作组初步讨论了从公约草案中排除知识产权的问题(见
A/CN.9/528，第 55-60 段)。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的以下谅解，即其工作不应旨
在为涉及“虚拟货物”的交易提供一个实质性法律框架，而且也不涉及《联合

国销售公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涵盖了或应当涵盖“虚拟货物”问题。工

作组要讨论的问题是，正在公约草案初稿范围内审议的电子订约解决办法是否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也可适用于涉及知识产权许可证的交易和类似的安排。请秘

书处征求其他国际组织对这一问题的意见，特别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意见。10 

37. 工作组第四十二届会议（2003 年 11 月 17 日至 21 日，维也纳）开始审议
时，首先就公约草案初稿的范围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工作组注意到，除其他以

外，国际商会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负责拟订暂称作“2004 年电子商务术
语”的有关电子商务法律问题的合同规则和指导方针。工作组对国际商会所开

展的工作表示欢迎，这种工作被视为是对工作组为拟订国际公约而开展的工作

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工作组认为，这两种工作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尤其是因为

公约草案所涉要求通常载于立法之中，由于这些法律障碍属于法规性质，因此

通过合同条文或非约束性的标准无法逾越。工作组对国际商会有兴趣同贸易法

委员会合作开展其工作表示赞赏，并确认工作组愿意就国际商会准备编写的草

案发表评论意见（见 A/CN.9/546，第 33-38段）。 

38. 工作组接着审查了秘书处的说明的附件所载公约草案初稿修订本第 8 至 15
条（A/CN.9/WG.IV/WP.103）。工作组商定在这些条文中作出若干修改，并请秘
书处编写一份修订草案供今后审议（见 A/CN.9/546，第 39-135段）。 

39. 工作组第四十三届会议（2004 年 3 月 15 日至 19 日，纽约）在载有公约草
案初稿修订本（A/CN.9/WG.IV/WP.108）的秘书处的说明的基础上，继续就这一
议程项目开展工作。工作组的审议着重于第 X 条、第 Y 条和第 1 至 4 条草案
（A/CN.9/548，第 13-123 段）。工作组商定，将努力完成有关公约草案的工
作，以期使公约草案能够由委员会于 2005年审查并核准。 

40. 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2004 年 6 月 14 日至 25 日，纽约）注意到工作组
关于其第四十二届会议和四十三届会议的工作报告（分别为 A/CN.9/546 和
A/CN.9/548）。委员会获悉，工作组第四十二届会议已对公约初稿修订案文的
第 8 至 15 条进行了审查。委员会注意到，工作组第四十三届会议已经审议了公

__________________ 

 8 同上，第 212段。 

 9 同上，第 213段。 

 10 同上，第 2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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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草案的第 X和 Y条以及第 1至 4条，工作组就第 5条至第 7条之二的草案进
行了一般性讨论。委员会表示支持工作组努力在该公约草案中列入有关条款，

以便消除根据现行有关贸易的国际文书会产生的对电子商务可能的法律障碍。

委员会获悉，工作组一致认为其应努力完成其有关公约草案的工作，以便使公

约草案能在 2005 年由委员会进行审查和核准。委员会对工作组的努力表示赞
赏，并一致认为，应把工作组及时完成公约草案的审议作为一项重要事项来处

理，从而有理由核准工作组于 2004年 10月举行的第四十四届会议为期两周。11 

41. 工作组继续审议了秘书处的说明 A/CN.9/WG.IV/WP.110 附件一所载经最新
修订的公约草案初稿。工作组审查并通过了公约第 1 至 14、18 和 19 条。工作
组第四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A/CN.9/571，第 13-206 段）反映了其相关决定和
审议。同时，工作组还就公约的序言和最后条款，包括在第四章添加条款的提

议，初步交换了意见。工作组鉴于其对公约草案第一、二和三章及第 18 和 19
条所作的审议的情况，请秘书处对第四章中的最后条款草案作相应的修改。工

作组还请秘书处将所提议添入工作组审议的案文（A/CN.9/WG.IV/WP.110）的条
文草案置于方括号内嵌入拟提交委员会的最后草案中。工作组请秘书处将此公

约草案修订本分发给各国政府征求意见，以期委员会 2005 年第三十八届会议审
议并通过公约草案。 

42. 若干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交了对公约的书面意见（A/CN.9/578 及增编 1-
17）。贸易法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2005年 7月 4日至 15日，维也纳）
上审议了公约和所收到的意见。贸易法委员会一致同意对案文草稿作几处实质

性的修订。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A/60/17，第 12-167 段）反
映了其审议情况。 

43. 大会 2005 年 11 月 23 日第 60/21 号决议通过了公约，定于 2006 年 1 月 16
日至 2008年 1月 16日开放供签署。决议内容如下： 

 大会， 

 回顾其 1966 年 12 月 17 日第 2205(XXI)号决议设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其任务是促进国际贸易法的逐渐协调和统一，并在这方面念及各国人

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国际贸易广泛发展中的利益， 

 考虑到在国际合同范围内电子通信的法律效力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问题构成

对国际贸易的障碍， 

 深信采用统一规则消除在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的障碍，包括消除现有国

际贸易法文书在执行上可能产生的障碍，将加强国际合同的法律确定性和

商业上的可预见性，有助于各国获得现代贸易途径， 

__________________ 
11 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59/17），第 7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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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委员会在 2001 年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决定拟订关于电子订约问题的国际
文书，目的是消除现行统一法公约和贸易协定对电子商务造成的障碍，并

责成第四工作组（电子商务）拟订一个草案，12 

 注意到工作组从 2002 年到 2004 年以六届会议拟订《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
信公约》草案，委员会则在其 2005 年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对公约草案进行了
审议，13 

 意识到所有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都获得邀请，在工作组所有届会上并在委

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上以成员或观察员身份参加公约草案的拟订工作，并

有充分机会发言和提出建议， 

 满意地注意到公约草案文本在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前已予分发，请各国

政府和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委员会和工作组会议的国际组织提出意见，

收到的意见已提交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14 

 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决定将公约草案提交大会审议，15 

 注意到委员会核可的公约草案，16 

 1. 感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拟订《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

草案；
5 

 2. 通过本决议所附《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并请秘书长

开放公约供签署； 

 3. 吁请各国政府考虑成为公约缔约方。 

 

2005 年 11 月 23 日 
第 53 次全体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1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和更正（A/56/17 和 Corr.3），第 291 至

  295段。 
13 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60/17），第三章。 
14 A/CN.9/578和 Add.1至 17。 
15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60/17），第 167段。 
16 同上，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