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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海淘族权益：应建立信用卡拒付制度

国人的“买买买”已至少延伸到68个国家，通过跨境电商购物（“海淘”）已成为
更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据跨境电商“洋码头”的大数据显示，2015年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中，有几
百万人次参与购物，人均消费超过1500元。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淘”市场。有数据显示，我国内地“海淘”人数早已
突破2000万，成交规模超过1400亿元。预计到2018年，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
万亿级别。

然而，跨境电商疯狂崛起后，其在贸易政策、海关监管模式及税收体系等方面仍存
在诸多问题，尤其是跨境零售类电子商务的消费纠纷所面临的举证难、维权难，便
是广大消费者挥之不去的阴霾。人们纷纷将希望寄托在了电子商务立法。

“爆炸式”发展背后存隐忧

2016年，国务院首次常务会议即瞄准跨境电商。

会议部署新设一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用新模式为外贸发展提供新支撑。

商务部预测，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将达6.5万亿，未来几年跨境电商占我
国进出口贸易比例将会提至20%，年均增速30%。

跨境电商凭借其低价、快捷的特点，正进入我国主流消费市场。然而，与其日渐庞
大的市场规模相反，当下的行业状态因存在诸多问题，并不被业内看好。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比如，跨境电商与传统跨境贸易如何区别监管、如何探索出符
合跨境电商特点的监管体系就是问题。再比如，作为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相结
合的产物，跨境电商虽然能够有效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和特殊化需求，但涉及的关税
、外汇、质检等方面特殊对待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还比如：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未明确进口跨境电商与一般贸易进口的区别，导致企业
面临被诉讼风险；海关总署现行的保税区监管办法无法满足工商总局的退货制度，
也无法满足企业对区内商品自由调拨的要求；各试点城市监管方式不统一，不仅造
成重复建设，而且增加企业对接成本；伴随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很多小包裹夹带
一些植物种子等进入国内，存在质检空白，不但有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甚至会有
疫情风险等。

跨境电商立法不宜过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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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比较有中国特色，很多贸易行为已经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现在的问题是
应想出更好的措施来规范跨境电商。”负责起草电子商务法专家意见稿的北京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薛军介绍，我国正在推进的电子商务立法中，会有专门一章内容是关
于跨境电商的，相应与之有关系的各个部委也都会出台配套措施。最终，在各个监
管部门之间建立起一个高效的协调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商品高效通关。

“目前的立法，原则性的规定较多，比较粗线条。因为毕竟涉及到多个部门，主要
是通过法律来确定一些协调机制等内容，只是一个框架。电子商务立法的层级比较
高，不太可能规定得过细，海关、税务、检验检疫等部门应互相协调。”薛军说，
电子商务立法从总体上说，并不属于很原则的立法，但是唯有“跨境电商”这部分
规定得较为原则，其主要为了各部门出台配套细则提供上位法的依据。

“跨境电商这部分在电子商务立法中，还是少写为妙。”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刘春泉认为，关于跨境电商的立
法，不宜写得过多过细。

刘春泉说，跨境电商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地方
的法律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层面就很难写清楚。“立法一般都是总结现
有的问题，解决现有的矛盾，如果矛盾不充分，立法的条件就不具备，所以，还是
少写为妙。立法写得多了，反倒容易有问题。规定得较为原则，留一些开口性的条
款，一旦将来出现新问题，就可以由国务院单独出台专门的跨境电商条例等，这种
立法方式较为灵活，也符合跨境电商发展规律。”刘春泉说。

立法时可设定仲裁条款

讲到跨境电商，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问题——税。

目前，跨境进口方面存在两大类税种：一类是传统贸易中以货物形式进口的一般贸
易税，包含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一类是以个人物品名义进口的行邮税。

“实际上，现在很多跨境电商都是在套政策红利。通过一般贸易的方式进口货物税
会很高，也不会有免税优惠。目前跨境电商的商品都是征收行邮税，会享有很多优
惠。”薛军说，跨境电商这种政策红利只是暂时的。

跨境电商在立法方面还存在一个难点，就是境外层面如何对境外商品或服务提供者
进行监管。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博士、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叶森分析认为，法律的适用范围较
难跨越法域而直接适用到境外，虽然跨境电商平台可以监管，但如果让平台直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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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商品或服务瑕疵的责任则会造成平台责任过重，不利于跨境电商的发展。

叶森建议，对于跨境电商的立法，应更注重事后的监督，而非事前的监管。“当然
，对电商平台运营数据进行监控是必要的，也是事后监督和宏观管理的需要。”

而对于境外层面，叶森认为，立法时可以通过在平台上设定仲裁条款，即要求通过
平台进行交易的买卖双方对于纠纷同意由平台调解，如对调解结果不满意则可向特
定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的优点包括律师费、仲裁费等可由仲裁庭裁决败诉方承
担，在执行仲裁裁决方面可以跨法域申请执行。

首先要明确消费者范围

大到空气净化器、安全座椅，小到奶粉、零食、化妆品，北京的刘女士是一名标准
的海淘族。“我从2010年就开始尝试‘海淘’，现在‘海淘’的到货速度越来越快
，很多时候，跟在国内买差不了几天，确实很方便。”

但是，即便是“海淘”高手，刘女士还是遇到了一件闹心事。去年圣诞节，趁着美
国一个著名网站打折搞活动，她为家人购买了一双鞋，折合人民币1200多元，但是
到手后发现，商家发错了鞋号。

刘女士跟网站进行了多次交涉，好在最终商家承认是自己失误，答应重新给刘女士
寄来正确尺码的鞋。但直到春节，刘女士也没有收到新鞋，订单始终显示商品仍在
运输途中。

“我现在除了等，也没有别的办法。钱已经花了，打折商品对方又不同意退货。”
刘女士颇感无奈。

跨境交易首先要考虑的是外国法律问题，由于各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不一样，同时又
都倾向于保护本国的消费者，极易产生法律冲突，因此，我国跨境电商立法尤其应
当将消费者保护作为重要部分予以考虑。

据了解，我国电子商务体系包括B2B、B2C和C2C三种方式，通常所定义的电子商
务消费者合同的范围是指B2C合同。从字面上来说，C2C是指消费者对消费者，根
据我国有关规定，此类合同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范围。然而，目前由于
很多网店都没有注册法人资格，所以政府及某些网络平台就将其归为消费者，但实
际上这些网店从事的是经营者的业务。

“我国电子商务消费者合同应当包括现有的B2C和C2C两类合同，这两类合同中的
消费者都应该属于我国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制度所针对的保护对象。”牛津大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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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系研究员于颖认为，此类C2C合同也应当属于消费者合同，不能因为经营者不具
备合法的法人资质，就因此免除他们本应该向消费者承担的责任。因此，跨境电商
立法首先要对消费者的范围作出必要的明确。

应建立信用卡拒付制度

为了更好地保护跨境电商中的消费者权益，世界各国都纷纷出台保护机制。以美国
为例，对于远程消费合同中的消费者，主要有两种保护措施，即远程购物的3天冷
却期制度与电子支付的拒付退款制度。

“拒付退款制度是美国保护远程消费最有效的保护机制。电子商务的推动力主要来
自消费者，跨境交易的消费者法律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首要问题。”于颖说，我国消
费者保护程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成正比。

“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已成为提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
心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网上争议解决中心专家胡钢律师说，建立
健全高效、全面、廉价的消费争议预防与化解的体制机制，是消费者权益保障的核
心内容。而建立信用卡拒付制度，并落实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将是解决跨境零售电
商病灶的“快刀”。

胡钢建议，针对跨境电商维权，应从立法层面作出规定。首要是要建立信用卡拒付
制度。事实上，信用卡拒付是国际主流银行及信用卡机构的通行做法。拒付一般指
持卡人在支付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因为盗卡、货不对板或未收到货等原因，向金融
机构申请拒付账单上的某笔交易。

“拒付制度能够快速高效地解决绝大多数跨境网络消费纠纷。”胡钢说，我国金融
消费者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持有中国信用卡的消费者保护低标准现象亟待作出改
变，而加快建立信用卡拒付制度应是立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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