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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是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

通过电子行为设立、变更和消灭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 , 是政府调整、企业和个人以数据电文为交易手

段，通过信息网络所产生的，因交易形式所引起的各种商事

交易关系，以及与这种商事交易关系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

政府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018 年 8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 微信商业模式的介绍
在厘清何为微信商业模式之前，应辨明以下两个概念。

第一，何为微信。微信（WeChat）是腾讯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推出的一款面向智能终端的及时通讯软件，可以为

用户提供聊天、朋友圈、微信支付等功能和服务。在微商模

式中，泛指以微信为代表的一系列互联网社交平台。第二，

何为电子商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条规定：

“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和服务的

经营活动。”

微信商业模式就是从电子商务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类业

务活动，目前对其界定尚未统一。但从共性上看，微商是指

企业或者个人利用微信、微博等互联网社交平台进行商品或

服务销售的营销模式 [1]。

3 微商模式下出现的问题
3.1 消费者法治意识淡薄，易受误导

年轻的网民普遍喜欢创新、热情、好奇，喜欢自由、热

衷探索新事物。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用户的

消费水平及规模居高不下，消费需求旺盛，消费观念增强，

但法治意识相对薄弱，大部分都缺乏维权意识。受各种因素

的影响，一大批商家和中介想要通过销售、代理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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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把捞金，诱导用户购买，但是在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却往往

会出现品质不合格的现象，进而侵犯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2 消费者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其知情权受到
限制

微商模式环节复杂，中介机构众多，通过信息层层选择

性地传递，使得网民对其所涉及的产品知之甚少。作为中间

人的用户，也只有通过前一环节中的供应商才能接触到产品

安全、关联链接和流程信息。这使得消费者与商户之间存在

严重的信息不对等情形。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无法形成一个

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这侵犯了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3 微信参与者喜忧参半，加剧消费风险
微信商业模式没有整合权威平台，准入门槛低，没有具体

可行的规制标准，只需要一个微信账号就可以进行营销运转，

进入这个行业。因此，以微信为代表的这类业务呈现出了不平

等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交易环境本身增加了风险。由于缺乏审

查，参与者在微商模式下出现的不当行为更是无从规制。这严

重影响了社交媒体平台下电子用户的正常消费生活。

3.4 小企业产品的生产和运输缺乏控制和管理机制
微商模式包括多种产品类型、多个信息源、多环节供应

商以及复杂多样的沟通网络，他们均视个人喜好而定，没有

具体明确的制度加以规制。生产过程中产品安全的关键在于

制造商的生产环节。而事实上，由于小企业缺乏控制和管理

原材料的生产和运输的机制，一旦出现问题，无法及时找到

源头和责任主体，进而也就无法充分保证原材料的安全，甚

至会借助互联网社交平台造成大范围内的伤害。

4 现有法规中规制微商业务活动的适当措施
4.1 明确微商用户法律地位

《电子商务法》第九条明确了微商用户法律地位。该法

条规定本法监管和限制的对象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

台经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

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这将使微商的身份合法化，同时

赋予了微商遵守《电子商务法》有关规定的法定义务，有助

于消费者依靠法律，找到微商违规的证据，行使自己的合法

权利。

4.2 明确经营者责任，确保产品安全
《电子商务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有保护消

费者权益的义务，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负责，接受国家和社

会对经营活动的控制。该条规定明确了微商销售三无产品将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微商销售的不合格商品的追责从此

有法律条规可寻。

4.3 加强监管力度，完善地方监察体制
《电子商务法》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

根据该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该行政区域内电子商务的

部门职责划分。并明确建立协同管理体系，推动形成有关部

门、电子商务行业组织、电子商务经营者、消费者等共同参

与的电子商务市场治理体系，明确职责，从宏观层面加深了

政府国家对于微商环节的地方化监管程度 [2]。

5 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规制措施
5.1 知识教育板块
5.1.1 高校内部教育和培训，以提高高校用户的技能

和维权能力
对高校用户进行更好的教育，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网络用户

的权益，使他们拓展如何维权的知识，获得提高维权能力所必

需的技能。高校应开展相关科技讲座、法律实习、电子商务培

训等专业活动，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准确的知识和技能。

5.1.2 以学校为平台，与政府、企业和大学合作，探

索新的微型商业模式
需求创造市场，与其防范和最小化影响小企业复杂环境

的风险，不如利用相关的平台和机会，创造新型微商模式，

通过政府监管保障和企业支持，协同合作，与高校网络用户

建立小企业，有效保护微商环境中中介或网络用户的利益。

5.2 社会控制领域——建立小企业市场准入
制度

目前，小企业市场注册简单而混乱。加强市场控制的措

施之一是提高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建立可靠的市场准入制

度将是提高准入门槛的有效而长期的关键。在这方面，可以

采取措施。例如，将电子商务许可引入特定控制和监测小企

业的专业化，以提高市场准入水平 [3]。

6 《电子商务法》的评析
《电子商务法》是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第一部综合性法律。

该法的通过，对于充分发挥立法优先权和倡导作用，保护电

子商务各方合法权益，规范电子商务行为，促进电子商务持

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平台为核心的电子商务法，在

宏观层面对微商经营管理提出了要求，明确了小微企业与传

统电子商务相结合的定位。一定程度上净化了混杂的微商环

境，保障了网络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总的来说，《电子

商务法》的实施将对微商环境进行重大调整，保证商品质量，

清理不合规人员，从而给消费者和小企业参与者一个安全的

微信交易市场。

7 结语
在某些措施上，《电子商务法》并未对民营小微企业做

出相关具体明确规定，使得民营小微企业的法律自由空间还

很大，其他相关利益方权益难以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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