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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零售背景下的消费者保护

◆朱凌慧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２０１６００)

【摘要】跨境电商零售因其贸易电子化的特点,近几年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其所产生的电商合同纠纷和消费者无法得

到有效救济的情况,是跨境电商零售发展面临的一大困境,其中以消费者请求权选择、连结点选择最为典型.而我国

作为跨境电商从业者的主要所在地,通过一系列的国内立法,为消费者提供了基本保障,避免了消费者因为跨境电商

的连结点挑选所可能带来的权益减损.同时,我国也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合作,促进了各国间的交流,推动了相关国际

合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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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电商零售作为一种因为依靠于传统电商模式的新业

态，因其贸易电子化的特点，简化了如线下支付、异地仓储

等交易流程和中间配送环节的消耗，并增加了跨境销售渠

道，丰富了销售模式，具备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应用等优

势，故在最近几年间得到了蓬勃发展。 据中国国际电子商

务中心的相关数据显示，跨境电商在２０２３年上半年保持快

速增长，进口额达１．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６％；跨境电商进

出口规模占外贸的比重也由５年前的不到１％上升至５％左

右。 同时，各类跨境电商平台也形成了规模效应，在第一

季度美国各类应用下载量的第一和第五位都被源于我国的电

商平台所占据。 跨境电商平台也作为中国制造的载体，积

极探索出海业务，这有助于积蓄中国制造的发展势能。

在跨境电商零售过程中，因其异地性，极易产生各类基

于电商合同的纠纷。 同时，由于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消

费者需要在选择满足店家和电商平台所设置的格式合同后，

方可购买商品。 在此类格式合同中，往往会减损消费者可

享受的相关救济权利，如合同中明确相关的免责事项，抑或

单方面对合同的连结点进行约定等。 同时，跨境电商纠纷

易导致跨国诉讼，而跨国诉讼不仅诉讼周期较长，而且费用

比较高昂，相关损害赔偿金额可能都无法弥补消费者因为应

诉所产生的费用。 这既与网络跨国购物的便捷性相违背，

也会导致消费者产生抵触情绪，导致很多消费者即使面对跨

境电商的优惠价格、便捷物流、多样款式等众多优势，也会

望而却步，无疑这也成为跨境电商在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一

个难题。

而对相关跨境电商保护的法律难题进行梳理，无疑将有

助于人们抽丝剥茧地发现其背后所蕴藏的共性，同时对相关

跨境消费者保护规定的梳理，也将有助于厘清目前我国法律

发展的现状，并将帮助相关从业者更好掌握其所注重的合规

要点。

一、跨境电商零售的法律适用难题

(一)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问题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４３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４０条第２款均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害的，消费

者可以选择向有合同关系的销售者提出合同违约申诉，向无

合同关系的产品生产者提起侵权申诉。 从民商事理论角度

来看，此类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并不罕见，消费

者针对同一事项，完全可以基于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提起民商

事诉讼。 而其根源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对同样为民商事

问题的违约纠纷和侵权纠纷的统一管理，到后来分开管理的

过程中，所导致的近现代二者分别立法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其制度基础存在相同之处，进而对二者定义的重叠之处便导

致了法律竞合问题的产生，故而此问题普遍存在于各国的立

法体系中。

但是在跨境电商背景下，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

可能存在于三国之中，而由于各国立法体系的差异，以及各

国迥异的经济发展现状，导致消费者很难得知在他国有关合

同违约、侵权纠纷的具体赔偿状况，从而如国内司法过程一

样，轻松地选择对其有利的相关法律规定作为其诉讼的基

础。 因此导致消费者很难享受到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

所能带来的法律选择优势，反而容易因此放弃对其较为有利

的诉讼请求权基础。

(二)案件的连结点界定问题

连结点作为一个国际私法的专有名词，体现的是法律问

题所应指向的相关适用法。 而一个案件可能产生多个连结

因素，针对合同纠纷尤其是如此，合同订立地、合同履行

地、当事人住所地、营业所在地、当事人国籍地、标的物所

在地都可能成为该法律问题的连结点。 除了这些客观性连

结点，当事人也可以选择合同的准据法来全部和部分地适用

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而当事人选择何种连结点，将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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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此后适用的法律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因为各国对损害

赔偿标准也有较大的差异，消费者完全可能因为不同的连结

点选择，导致相差极大的损害赔偿结果。

而由于此类跨境电商合同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

故而在我国对连结点进行选择时，应当依据２０１１年颁布的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所体现出的意思自治原则和最

密切联系原则进行判断，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

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

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

切联系的法律。

这一判断标准固然符合相应的学理标准，但可能无法满

足跨境电商较为不同的现状。 由于合同双方的跨地域性，

且消费者需要点击并同意跨境电商平台的格式合同方可进行

购买，这一行为看似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但实际上由于

各大平台间的格式合同存在高度雷同，导致消费者的可选择

范围有限，同时由于该合同为电商平台单方面所提供的，故

而对消费者的权益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减损。 因此在跨境电

商背景下，合同的双方具备一定的不平等性。 正是基于此

类现状，有学者认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４条有

关于强制性规范的规定，应当作为多元化选择理解点的基

础。 因此，《民法典》第４９６条有关格式合同的规定，即提

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

和义务，并附有相关注意义务，应当被视为《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法》第４条的强制性规范。 故若该格式条款所选

择的地方无法给消费者提供居住地应尽的法律保护，导致其

权益受损，抑或其适用法律地与消费者经常居住地间有极远

的物理距离，导致消费者难以基于此条款获得救济，都会导

致该法律选择条款不发生效力。

(三)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冲突

随着全球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的

冲突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 这种冲突主要源于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和法规之间的差异，同时跨境电商又受

到国际法规的影响，如国际电子商务协定。 各国在数据隐

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立法和标准。 跨境电

商涉及海量用户数据的处理，而国内法规往往强调数据主权

和本国法律适用，而国际法则可能要求对跨境数据流动采取

更开放的态度。 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个人信息的合规性问题

和数据跨境流动的障碍。 电子商务依赖于电子合同的签署

和认证，然而各国对于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和认证要求存在

差异。 国际法往往强调合同的真实意愿和法律效力，但各

国的电子签署法规可能在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等方面存在差

异，进而产生法律适用和合同效力的冲突。 消费者保护在

跨境电商中尤为重要，然而各国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水平

不一致。 退货政策、产品质量标准、消费者维权渠道等方

面的法律差异，可能导致消费者在跨境购物中难以获得一致

的保护，甚至面临法律权益的缺失。

面对上述问题，我国作为重要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

心，通过加强国内相关立法的模式，对相关跨境电商从业者

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消费者保护责任，以实现即使销售者选择

约定其较为熟悉，但对消费者不利的销售者营业地作为连结

点，仍可实现对消费者基本权利的保障，避免因我国的相关

立法漏洞导致消费者因此蒙受损失。 同时还需要加强国际

沟通与合作，明确法律适用。

二、我国跨境电商从业者的消费者保护责任

我国对跨境电商从业者的消费者保护责任集中于《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第 ３７ 号 文，以 下 简 称 “３７ 号

文”)、《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

知》(商财发［２０１８］４８６号文，以下简称“４８６号文”)等，

对跨境电商企业和跨境电商平台的消费者保护责任均作出了

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一划分模式，体现出跨境电商全产业链

都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不应相互推诿，导致消费者的权利

受损。

(一)跨境电商企业及境内代理人的保护责任

“４８６号文”规定跨境电商企业为“自境外向境内消费

者销售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境外注册企业”，在此规定

中，跨境电商应在境外注册，具备很强的境外属性。 这一

立法模式看似会导致立法空白的产生，但考虑到若一电商为

境内注册企业，且会受到《电子商务法》的约束，故此立法

并无缺漏。 而在此“４８６号文”的规定中，创设了“境内代

理人”的概念，即为该跨境电商企业在境内的代表，而因其

境内属性，无疑更加有利于相关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督

管理。

同时，虽然销售者的提醒告知义务以及安全保障义务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上位法律中已经做

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此规定中，监督管理机构仍着重强调了

这两种义务，并做出了细化。 就销售者的提醒告知义务，

应包括对相关原产地标准、技术规范要求的标签，消费者可

通过网站查看该商品的中文标签以获得上述标签信息。 就

安全保障义务，即一旦因原产地有关质量、安全等标准或技

术与我国标准存在差异，可能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

时，应当立即停止销售，并召回已销售产品并妥善处理，避

免其再次流入市场，同时跨境电商企业也应当建立相应的质

量风险控制机制。

除了上述两个突出的问题，随着《数据安全法》《个人

信息保护法》的相继出台，跨境数据安全问题也逐渐成为当

前立法者的关注重点，由于跨境电商一直是消费者个人信息

滥用的一个高发领域，并由于格式条款中往往会伴随对消费



专题聚焦

６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３．１９

者个人信息的强制收集和过度收集。 因此相应的跨境电商

企业及境内代理人应当关注其有关“个人信息的收集、使

用”的相关事项，应满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

法》以及“３７号文”的有关电商经营者信息收集、使用的相

关要求，经营者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一

次概括授权、默认授权，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同意收

集、使用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信息，防止因为自己的强

制收集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所可能导致的合规风险。

(二)跨境电商平台的保护责任

跨境电商平台作为连接交易双方的重要桥梁，此前因为

其较为模糊的定位一直成为跨境电商监督管理中的一大难

题，同时消费者常会因为对某一特定电商平台的信任，而选

择实施电子购物行为，故而跨境电商零售平台因其在交易中

的独特性，也应当承担一定的消费者保护责任。

“３７号文”细化跨境电商零售平台的相关管理义务，跨

境电商平台应当建立平台内的相应管理规则，在消费者注册

及商家入驻前设置合理的服务协议及交易规则，并需要核查

跨境电商企业的身份真实性，并在相关的公示位置对该主体

的身份信息进行公开。 同时，因为跨境电商平台本身是消

费者信赖产生的重要一环，故在“３７号文”中平台被给予了

更高的合规义务，即面对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平台应当

承担“先行赔付”的侵权责任，并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自己

的权益，避免相互推诿的事件出现。 而面对跨境电商平台

的跨境业务和国内业务交织，导致消费者因无法区分和识别

该产品来自哪条业务线，进而可能出现的消费者被误导的现

状，“３７号文”也细化了相关的平台展示模式，即应当建立

相互独立的频道，让跨境电商企业与国内企业提供差异化的

平台服务。

通过上述法律法规，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套较为有

效的消费者保护体系，来应对目前日趋频繁的跨境电商交

易，但国内立法只能有效解决在我国的相关跨境纠纷，无法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有效化解跨境电子零售中的消费者保护

困境。

三、结束语

跨境电商零售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围绕跨境

电商的相关法律难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消费者面临着减损

其权利的格式条款、周期长且费用高的跨国诉讼等影响消费

者消费热情的法律难题，其中以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问

题、叠加各国立法差异所造成的消费者请求权选择难题，以

及连结点选择困境最为典型。 我国作为跨境电商零售产业

链上的重要一环，已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对跨境电商企业

及境内代理人、跨境电商平台的相关消费者保护义务进行了

细化，并给予了其较高的合规责任，旨在避免跨境电商从业

者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与此同时，我国也通过积极开展

双边、多边合作来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以实现各国间的经贸

合作，促进我国与各方的经贸往来和跨境消费。 同时加强

国际沟通与合作，优化法律适用，促进法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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