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PTPP第14章(電子商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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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PP協定完整資訊，請參照CPTPP官方公告之內容，本簡報係本單位初步
研究，倘有疏漏之處，歡迎各界不吝指正。



壹、本章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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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文架構

第

14

章

定義、適用範圍等
(§14.1-§14.2)

實質義務
(§14.3-§14.14及§14.17)

合作
(§14.15-§14.16)

爭端解決程序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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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範圍(1/2)

1. 本章涵蓋措施

適用於一國所採行或維持影響透過電子方式進行貿易之措施。

2. 重要事項

涉及投資、跨境服務貿易、金融服務等章之措施另有規定。

非歧視性待遇、電子跨境移轉資訊、計算設施位置及原始碼
等義務應與CPTPP相關章節之規範一併解讀。

3. 排除範圍

政府採購。

政府持有或處理之資訊或與之相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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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適用爭端解決

2. 例外規定

在本協定對馬來西亞生效後2年內，馬來西亞的既存措施不適用
爭端解決，包含第14.4條（數位產品非歧視性待遇）及第14.11

條（以電子方式跨境移轉資訊）。

在本協定對越南生效後2年內，越南的既存措施不適用爭端解決，
包含第14.4條（數位產品非歧視性待遇）、第14.11條（以電子
方式跨境移轉資訊）及第14.13條（計算設施之位置）之義務不
適用第28章（爭端解決）之爭端解決規範。

5 三、適用範圍(2/2)



貳、重點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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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稅及其他歧視性措施

1. 電子傳輸免關稅 (§14.3)

不得對電子傳輸及所傳輸之內容課徵關稅。

2. 數位產品非歧視性待遇(§14.4)

對該數位產品之待遇，不得低於對其他同類數位產品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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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交易與貿易便捷化
1. 國內電子交易架構(§14.5)

應維持符合 1996 年「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務示範法」或
2005 年「聯合國國際契約使用電子通訊公約」之電子交易管理法律架
構，並避免不必要之電子交易監管負擔。

2. 電子驗證與電子簽章(§14.6)

不得僅因簽章為電子形式而否認該簽章之法律效力。

應鼓勵使用可交互操作之電子驗證，且不得禁止電子交易當事人決定適
合之驗證方法。

3. 無紙化貿易(§14.9)

應致力於以電子形式公開貿易行政文件，並接受以電子方式提交之貿易
行政文件，使其具有與該等文件之紙本相同之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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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保護,隱私權,垃圾郵件

1. 線上消費者保護(§14.7)

應採行或維持消費者保護法，以禁止欺詐及欺罔商業活動對線
上消費者造成危害或潛在危害，並重申跨國合作的重要性。

2. 個人資料保護(§14.8)

應採行或維持規定電子商務使用者個人資料保護之法律架構，
且應考量相關國際機構之原則與準則。

應致力於採用非歧視性之作法以保護電子商務使用者，並公布
個人如何尋求救濟、事業如何遵守法律規定等資訊。

各國得採取不同法律途徑以保護個人資料。

3.未經同意之商業電子訊息 (§14.14)

應就未經同意之商業電子訊息採行或維持下列措施：要求取得
收件者同意、免於持續接收之能力、盡可能減少該等電子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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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境資訊移轉
1. 電子商務接取與使用網路之原則(§14.10)

肯定消費者具備下列能力之效益: (1)接取與使用其選擇之網
路服務及應用程式、(2)選擇終端用戶裝置連結至網路、(3)

取得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之網絡管理實務資訊。

2. 以電子方式跨境移轉資訊(§14.11)

應允許以電子方式跨境移轉資訊。

為達到正當公共政策目標，可採取不符合措施，但不應構成
專斷或無理之歧視或變相貿易限制，及逾越所需限制程度。

3.網路互連費用分攤(§14.12)

尋求國際網路連接之提供者，應能夠與他國之提供者在商業
基礎上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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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施位置及原始碼(1/2)

1. 計算設施之位置(§14.13)

不得以使用境內之計算設施或將計算設施設於境內，作為執行
業務之條件。

除非為了達到正當公共政策目標，但不應構成專斷或無理之歧
視或變相貿易限制，且不應超過達成政策目標所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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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施位置及原始碼(2/2)
2. 原始碼(§14.17)

不得要求移轉或取得軟體原始碼，作為該軟體或包含該軟體之
產品於其領土內進口、經銷、銷售或使用之條件，但不包括使
用於重大基礎建設之軟體。

例外:

本條並未禁止於經商業談判之契約中，納入或執行與提供原始碼
相關之條款與條件、要求對軟體原始碼進行必要修改，以使該軟
體符合未違反本協定之法律或規定。

本條不應被解釋為影響有關專利申請或專利許可之要求，包括司
法機關針對任何專利爭議所做之命令，前提為遵循締約一方對保
護未經授權揭露之法律或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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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性的合作(§14.15)

應努力協助中小企業克服使用電子商務之障礙、資訊及經驗
分享、積極參與區域及多邊場域推廣電商發展、鼓勵私部門
研擬促進電商之自我管理方法。

2. 網路安全問題合作(§14.16)

咸認以下事項之重要性：

建構各國回應電腦安全事件之能力。

合作辨識及減輕惡意入侵或惡意碼傳播對各國電子網絡影響。

13 六、合作



參、對政府及人民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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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的好處

有助建構健全的電子商務法規環境，並促進電子商務發展

合作減少惡意程式對電子網路的影響

對人民的好處

保障人民財產權益及個人資料

保障人民自由介接網路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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