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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私人密码在电子商务中是一个关健性的 系统控制要素
,

其技术性和法律性

应 当受到同等的重视
。

私人密码具有私有性
、

唯一性和秘密性特点
。

应 当设立私人

密码一经使用 即认为其进行 了交易并应承担相应责任的原 则
,

但应 以软件密级程度

过低
、

及时挂失或者系统遭黑客攻击为例 外
。

在特定情形下
,

应适用公平责任
。

关键词 电子商务 私人密码 法律责任

我们正在走进电子商务时代
。

事实上
,

我们早已习惯于信用卡存取款
、

证券自动委托交易

以及其他种种利用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而完成的 自动交易
。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

一方当事

人通常通过其私人密码的设密和运用进人 自动交易系统从而完成交易
。

由此经常引发关于私

人密码的法律地位和作用的争议和纠纷
。

最简单的例子是
,

在人工 自动取款机输人持卡人私

人密码后取款
,

但持卡人既不承认取过款
,

也不承认泄露私人密码与他人
,

这样的纠纷应如何

处理 现行法律对此没有规定
,

司法部门各有不同的理解
。

如广西仅存取款业务中就有此类

纠纷上百起
,

涉及标的达数千万元
。

如何看待私人密码
,

几乎都是争议的焦点
。

因此
,

在理论

及实践上研究私人密码在电子商务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

是当务之急
。

一
、

私人 密码的概念
、

特点及基本功能

一 私人密码的概念

所谓私人密码
,

又称私人密钥
, 〔’〕它是密码技术中与公共密钥相对应的一种密钥

,

它由

本人生成并所有且只有本人知悉
,

其作用在于辨识文件签署者身份及表示签署者同意电子文

件内容并对数据电文进行保密
。

二 私人密码的特点

私人密码有如下特点

, 孟勤国
,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生国
,

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
。

〔 〕所谓钥
,

其实就是数字
。

例如当发送的信息为 ,’
、 、 ”

时
,

在这些数字上加
“ ” ,

便变成
“ 、 、 ”

而发送出来
。

接

收者对这
“ 、 、 ”

减以“ , ,

便可得到原来的信息
“ 、 、 , , 。

在这里
, “ ”

便是钥
。



私人 密码在电子商务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私有性
。

从理论上讲
,

私人密码属个人数据
,
〔“ 〕而个人数据

、

个人私事和个人领域是

构成隐私权的三种基本形式
,
〔 〕故私人密码具有隐私权的属性

。

依此属性
,

公民对因其生成

的包括私人密码在内的个人数据拥有无可争议的专有权
,

并享有拒绝
、

排斥任何未经法律批准

的监视
、

窥探及披露的权利
。

任何人非法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收集
、

存储
、

传播
、

使用包括私人

密码在内的个人数据
,

均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
。

唯一性
。

在 自动交易系统中
,

私人密码结合其他要素如帐号
,

能够识别出交易者身份
。

以牡丹卡提款系统为例
,

本人在银行开立牡丹卡帐户后
,

其存款和取款都须输人本人在开立帐

户时设定的密码才能进行 除非在 自动交易系统中有修改密码的记录
,

根据存取款业务的事实

可以肯定私人密码的使用
,

从而识别出存取款者即为本人或知晓本人密码的他人
。

秘密性
。

私人密码由本人生成且为其持有
,

除非本人泄密
,

他人不得知晓
。

实践中
,

一

些法官和当事人常误以为私人密码能为交易对方如银行的操作人员所知晓
,

其实
,

在规范的自

动交易系统中
,

私人密码不仅在操作员的电脑中看不出来
,

即使到中心机房
,

也无法查到
。

私

人密码的技术价值就在于私人密码一旦设定和输人
,

非经复杂的破译程序不可再现
。

私人密

码的数字在技术上破译不仅相当困难
,

而且往往因为破译时间可能需要几十年而不具有现实
」

性
。

三 私人密码的功能

私人密码最初是为保密而设
,

但其在电子商务中的功能不限于此
,

正象有的学者所述
“

加

密技术为电于贸易提供了三个重要服务 鉴别 包括进行身份确认
,

不可否认行为确认以及秘

密性
。

身份确认
,

是鉴别的一种
,

用来确认消息的发送者是否与他所声称的身份一致
。

鉴别
,

则更进了一层
,

它不仅仅确认消息发送人的身份
,

而且确认发送的消息是否被修改
。

不可否认

行为确认在电子贸易中有很大需求
,

它能防止某些人否认他们曾经接收或发送过某些特殊性

文件或数据
。

最后
,

秘密性是对未授权的访问进行拒绝
。 ” 〔 〕具体说来

,

我们认为
,

私人密码

在电子商务中有如下功能

私人密码的使用表明对交易者身份的鉴别及对交易内容的确认
,

从而起到数字签名 电

子签名 〔 〕的功能
。

在传统的交易中
,

因其是直接或间接面对面的纸面上的交易
,

交易当事人就交易的内容商

定后
,

可以书面签字或盖章
。

在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电子交易中却很难做到
,

但
“

在现代技

术下
,

要达到这一 目的
,

并不是不可能
。

公钥加密技术和认证中心系统的产生己为我们妥善地

〔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隐私权保护制度的完善
,

近年来
,

不少国家和地区将个人数据明确为隐私权的对

象
,

并对个人数据作出了法律界定
。

如瑞典在 年制定的《数据法 》
、

美国在 年颁布的《个人隐私法 》
、

英

国在 年制定的《数据保护法 》
、

年通过的《欧洲联盟数据保护规声》对个人数据皆有明确的规定
。

以上

资料参见汤啸天 《网络空间的个人数据与隐私权保护 》
,

《政法论坛 》 年第 期
。

〔 」同上引
,

汤啸天文
。

〔 〔美 」 日 《电子贸易 》
,

陈曙浑等译
,

清华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统一电子签名法规草案《 卜 玉 爪〕 》第

一条 款规定
,

电子签名 。 是指一种电子形式的签署
,

这种签署或者是被包含在一个数据电

文中
,

或者是附带于该数据电文
,

或者是同该数据电文有逻辑联系
,

而且该数据电文是被一个人或以该人的名义

用来确定其身份
,

并且表明其对该数据电文所包含内容的认可
。

以上转引 自陈凌 《电子商务若干法律问题研

究 》
,

载第二届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电子商务立法论文集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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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当事人签名的独特性及当事人身份认证问题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 ” 〔“ 〕这就是数字签

名
,

其功能等同于书面签字
,

私人密码正是数字签名的基本方式
,

即通过加密技术而设定的包

括私人密码在内的电子密码等数据电文
,

对交易者身份及对交易内容予以确认
。

首先
,

私人密

码的使用证明了交易者身份
。

因为据密钥加密的原理可知
“

你是知道私人密钥的唯一人员
,

这

样你在电子文件中使用私有密钥就如同你在纸上签名一样
。 ” 〔 〕在应用私人密码的场合

,

因

私人密码由本人生成并持有
,

只有本人知道
,

因此
,

能读出加密信息的只有他本人
。

由此起到

了鉴别当事人身份的作用
。

例如在证券 自动委托交易中
,

除非本人泄露私人密码与他人
,

他人

不知交易密码
。

因此
,

凭私人密码打开交易帐号从事交易的
,

当然是本人从事了交易
。

其次
,

私人密码的使用表明对交易内容予以确认
。

在传统的纸面交易中
,

交易双方通过在书面上签

名或盖章
,

确定交易内容
,

并预防抵赖行为的发生
。

电于商务同样要求交易的各个环节都是不

可否认的
,

对交易的文件内容是不可被修改的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私人密码的使用
,

即表明交

易主体对交易内容的确认
。

正因为私人密码在电子商务中起到以上所述鉴别交易主体身份及确认交易内容的作用
,

故在 目前有关国家
、

地区及国际组织的立法中将包括私人密码在内的数据电文的使用视为一

种数字签名
。

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 年 月通过的《电子商务示范法 》第 条规

定
,

如果数据电文的发端人使用了一种既可鉴定该人的身份
,

又表明该人认可了数据电文内容

信息的方法
,

且从所有各种情况 包括任何相关协议 来看
,

他所用的方法是可靠的
,

对生成或

传递电文的目的来说也是适当的
,

即满足了签字确认的要求
。

〔“ 〕不过
, “

电子签名与传统的手

书签名虽然都叫签名
,

但二者的差别非常大
,

甚至没有多少内在联系
。

此处只是借传统签名对

签署人的辨认功能
,

来指称在电子商务中对交易人进行识别的电子鉴别手段
。 ” 〔”〕

私人密码的使用表明本人进行了交易行为
。

由电于商务的特点所决定
,

在交易中
,

信息发送和接收者都不能对此予以否认
,

即电子商

务行为的
“

不可抵赖
”

性
,

这就要求系统具备审查能力
,

以使交易一方不能抵赖已发生的交易行

为
。

从这个角度讲
,

私人密码的使用是审查当事人是否从事交易行为的有效手段
,

就是说
,

凡

是使用私人密码从事的交易即为本人进行了交易行为
,

本人不得抵赖
,

不得否认曾经接收或发

送某些特殊的文件或数据
。

私人密码的使用表明交易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
,

任何第三者都不知交易内容
。

电子商务是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网络环境中进行
,

因此如何保障信息的保密性
、

安全性是电

子商务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

就安全手段来说
,

私人密码可 以说是 目前较为重要的安全手段之

一
。

因私人密码由私人生成并由私人专用
,

除非本人泄密
,

他人不得知晓
,

故私人密码的使用

表明本人是在保密状态下使用
。

〔 〕黎希宁
、

梅绍祖 《电子商务网上合同的合同形式间题 》
,

载第二届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电子商务立法论

文集 》
,

第 页
。

〔 前引〔 〕
,

美 书
,

第 页
。

〔 〕参见姚立新 《新世纪商务 》
,

中国发展出版社 年 月版
,

第 页
。

〔 〕张楚 《美国电子商务法评析 》
,

《法律科学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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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私人 密码 的使用效力规则

一 私人密码使用即为本人行为的原则 以下简称本人行为原则

所谓本人行为原则
,

是指只要客观上在交易中使用了私人密码
,

如无免责事由
,

则视为交

易者本人使用私人密码从事了交易行为
,

本人对此交易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

确立以上原则的理由在于

这是由私人密码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
。

私人密码的使用
,

只能是本人或者知晓私人密码的人
。

实践中
,

在本人不承认使用私人密

码同时声称不曾泄露过私人密码而私人密码已被使用时
,

经常有法官要求交易对方如银行举

证证明本人使用 了私人密码
,

或者以开户申请书不是本人填写为由
,

撇开本人是否使用或泄露

私人密码
。

这是对私人密码缺乏了解的缘故
。

私人密码由本人生成而且在保密状态下由本人

持有和使用
,

如果不是本人的原因
,

他人从何处得知 这是一个不容忽略而且必须由本人予以

合理说明的关键问题
。

本人或许有意无意地将私人密码告知了他人
,

或许在操作时不注意防

范为他人窥视了私人密码
,

甚至可能就是 自己使用 了私人密码
,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
,

是本人的

行为所致
,

与交易对方无关
,

因而应由本人承担私人密码使用的责任
。

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需要这一原则
。

当前
,

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因特网的迅速普及
,

极大地改变了人

类数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
。

电子商务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一种全新的商业机制
,

以

高效率
、

无疆界
、

无时限和低成本等特点获得迅速发展
,

将成为 世纪初全球经济最大增长点

之一
。

电子商务是通过数据电文而进行的无纸化交易
,

在这种交易下
,

如何鉴别交易者身份
,

如何确认交易内容以及如何对交易的内容进行保密等是电子商务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

而包括

私人密码在内的电子密码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
,

可 以说是 目前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办法
。

事

实上
,

在有电子商务的领域
,

必有包括私人密码在内的电子密码的应用
。

就 目前的技术条件而

言
,

没有包括私人密码在内的电子密码的应用
,

电子商务无从谈起
。

然而
,

使用私人密码必须

有一定的规则
,

否则电于商务的
“

游戏
”

就无法进行
,

这个规则首先是使用私人密码即为本人行

为
。

不然
,

谁都可以凭私人密码在 自动取款机取款或凭私人密码从事证券委托交易后矢 口抵

赖
,

电子商务根本不可能开展
。

现有技术完全可以做到其安全性超过传统交易方式
。

在传统的纸面交易中
,

双方当事人的认证是通过书面签字来完成的
。

当事人对签字而生

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

当事人签字后即应对所签内容负责的理由在于签字意味着当事人对交

易主体及交易内容的确认
,

那么通过私人密码等数据电文的形式而完成的数字签字
,

同样达到

书面签字的认证功能
。

通过私人密码完成的数字签名只要能做到 除收发双方外别人无法

知道信息内容 隐私性 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不被篡改 真实性、 发送方能确信接收方不

是假冒的 非伪装性 发送方无法否认 自己的发送行为 不可否认性 等安全要求
,

当事人

当然应对其通过私人密码认证后的交易承担责任
。

从 目前的情况看
,

为保证以上安全要求
,

在

技术上主要采用两类技术手段
, “

一种是为防止数据 信息 被盗窃篡改而使用的加密技术
。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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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用以确认正在打交道者确实是本人的认证技术
。 ” 〔‘”〕这些技术从理论上说均有严密的体

系
,

具有较强的保密及认证功能
,

从实践应用来看
,

已起到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
。

故通过私人

密码而完成的数字签名意味着同书面签字一样
,

完成了认证功能
,

因而通过私人密码的数字签

字
,

本人亦应对此承担责任
。

二 私人密码使用即为本人行为原则的例外

私人密码的使用
,

原则上视为本人行为
,

本人应对此行为负责
,

但在下列情形下
,

该原则不

予适用
。

私人密码使用涉及的软件密级程度过低
。

适用私人密码使用即为本人行为原则的基础之一
,

是私人密码使用所涉及的软件秘级达

到足够安全的程度
。

如软件的密级程度过低
,

他人可轻易破译私人密码
,

则无私人密码的私有

性
、

唯一性
、

秘密性可言
。

在此情形下
,

如仍适用私人密码使用即为本人行为原则
,

对本人极为

不利不公
。

失窃
、

失密后及时向交易对方挂失
。

本人当对 自己的私人密码妥加保管
,

如发生私人密码失窃
、

失密
,

应从速向交易对方挂失
。

在本人办理了挂失手续之后
,

有人仍凭此私人密码从事交易
,

此种情形
,

不适用为本人行为原

则
。

因本人已履行了 自己应尽的挂失义务
,

他人所以能凭此密码从事交易
,

是由于交易对方的

过失所致
。

操作系统受到黑客攻击
。

操作系统受到黑客攻击作为本人行为原则例外的情况是指
,

操作系统的软件密级程度达

到相关标准
,

且本人无过错的情况下
,

操作系统受到黑客攻击
,

致使黑客获取私人密码并从事

交易的情形
。

在此情形下
,

不适用本人行为原则
。

因交易双方均无过错
,

故对本人所造成的损

失应按公平责任原则由交易双方分担
。

三
、

私人 密码使用的风险防范与法律责任

一 风险防范

在现有条件下使用私人密码从事交易
,

原则上说是可 以保证交易安全的
。

但因私人密码

毕竟是在开放性的网络中使用
,

这样
,

在使用中仍有一些风险隐患
,

这就须有更强的防范意识
、

得力的防范措施
,

防止和减少不必要的使用私人密码的风险损失
。

本人管好 自己的私人密码
。

依私人密码使用的效力规则
,

只要客观上在交易中使用了私人密码
,

如无免责事由
,

则视

为本人使用私人密码从事了交易行为
,

本人对此交易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依此效力规则
,

如本人对私人密码保管不善
,

造成私人密码失窃或失密
,

并且有人在本人挂失之前已从事了交

易
,

对交易的相对方而言
,

这也是本人的行为
,

本人应承担相应
,

的法律责任
。

故本人应对其私

人密码严加保管
,

以防失窃失密
。

操作系统的设计和使用应严格分开
。

私人密码不仅对任何第三人是保密的
,

而且对经营使用和设计该操作系统的有关方也应

〔 〕参见陈幼松 《数字化浪潮 》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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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密的
。

现实中经常有经营使用者与设计者关系密切的情形
。

因设计者对操作系统十分熟

悉
,

有可能破译私人密码
,

对私人密码的保密大为不利
,

因为这里不能排除操作人员和设计人

员相互串通的可能
。

故在实践中
,

操作系统的设计和使用应当严格分开
,

做到使用者不知是谁

设计
,

设计者不知是谁使用
,

如银行系统
,

应由总行甚至 由人民银行总行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

委托设计操作系统软件
,

下发各行和分支机构使用
,

以确保私人密码的保密性
、

安全性
。

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认证中心
。

认证中心是指在电子交易中作为中介人
,

保管公共密钥
,

证实某一公共密钥确实是某一当

事人的
,

从而保证交易的对象是真实的
。

私人密码要结合公共密钥才能进人交易
,

管好公共密

钥对私人密码的安全使用有积极的作用
。

在颁布了有关数字签名法律的国家中
,

通常对认证

中心也进行相应的规范
。

如德国
、

日本
、

美国各州
、

加拿大等许多国家颁布了各 自的有关数字

签名的法律
,

也同时对认证中心的作用及公共密钥的管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

我国 目前存在

的问题是对认证中心的设立和密钥管理没有统一的政策进行指导
,

导致各个机构
、

各个行业建

立 自己的认证中心
,

重复建设
,

管理混乱
,

从而不利于长远发展
,

也不利于安全保密
。 〔川 因此

,

我们建议
,

我国也应着手制定这方面的法律
、

法规
,

在有条件的地方
,

设立统一的认证中心
,

对

公共密钥进行统一管理
。

操作系统达到一定的密级程度
。

电子商务是通过数据电文的传输来完成的无纸化交易
,

为保障交易的安全
,

加密技术得以

应用
。

从某种意义上
,

电子商务之所以得以发展
,

实赖于加密技术的应用
。

但在交易中如操作

系统没有达到一定的秘级程度
,

纵使交易者 自己设密
,

也可能因操作系统的密级过低
,

致使私

人密码被他人破译
。

因此
,

为防范私人密码的使用风险
,

操作系统须达到一定的密级程度
。

具

体需达到何种密级程度
,

应借鉴电于商务发达国家的有关规定及考虑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实

际情况
,

由国家作出统一规定
。

二 举证责任

此处所说的举证责任是指私人密码的使用者及其相对方对私人密码的使用主张不承担责

任或主张应由相对方承担责任
,

需举证证明
。

交易一方如要本人对私人密码的使用承担责任
,

需证明

操作系统是符合保密安全等级的
。

操作系统密级程度过低
,

私人密码容易被破译
,

此

情形不适用本人行为原则的效力规则
。

故交易一方如银行需证明其操作系统是符合保密秘级

程度要求的
,

从而排除本人主张适用效力规则例外的可能
。

交易一方如银行只须证明交易是凭私人密码完成的
,

至于私人密码是否为本人使用
,

不负举证责任
。

因据本人行为原则
,

只要客观上使用私人密码即可
,

私人密码是本人委托
,

出

借
、

转让他人使用
,

抑或是在失窃
、

失密挂失前被他人使用
,

对交易一方如银行而言
,

在所不问
。

本人主张其对私人密码的使用不承担责任
,

需证明

证明泄露密码后 己向交易对方挂失
,

如私人密码失窃
、

失秘挂失后
,

有人仍凭私人密码

从事交易
,

则交易对方具有过错
,

故交易对方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

当然
,

如有人在本人挂

失前已从事交易
,

则当然适用本人行为原则
。

证明操作系统被他人破译
。

因为若操作系统的密级过低
,

致私人密码被破译并从事交

〔 〕参见唐应茂 《认证中心的作用和公共密钥的管理 》
,

《金融法苑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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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

本人可主张不适用本人行为原则
。

若操作系统是在符合有关保密秘级程度的情况下被破

译
,

处理上虽不适用本人行为原则
,

但据公平责任原则
,

本人亦应承担一定的损失
。

三 法律责任

私人密码作为一种交易控制的关键要素
,

通过其应用
,

可达到对交易者身份鉴别及对交易

内容予以确认等 目的
,

最终促成交易的完成
。

交易完成必生一定法律后果
。

现就私人密码使

用的法律责任承担分以下情形说明
。

使用私人密码由本人承担责任的原则
。

这一原则其实是本人行为原则的必然结果
,

因

按本人行为原则
,

凡使用私人密码从事交易
,

即视为本人从事交易
,

那么本人对本人行为承担

责任则理所当然
。

私人密码是由操作系统秘级过低而被破译
,

并依其从事交易
,

或私人密码失窃
、

失密挂

失后从事的交易
,

则不适用本人行为原则
。

对此所生之后果
,

应由交易相对方如银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

操作系统的秘级程度虽达到要求的标准
,

但私人密码仍被破译
,

并依此从事交易
。

对此

情形
,

因交易双方对损失的造成均无过错
,

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

在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

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
,

由双方共同分担损失
,

经济实力强的当事人应当适当多承担一些损

失
。

道理很简单
,

电子商务是现代社会带来的文明成果
,

我们每个人既然都在享受现代文明的

利益
,

理所当然应承担一定的风险责任
。

如果有谁不愿为此承担丝毫的风险
,

只能选择不涉足

电子商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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