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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

究院、梅泰诺(北京)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向华、周莉、叶如意、杜佳、杜鹃、李尧、江洲、吕宜亮、刘彬彬、马健荣、袁理、

王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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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交易活动的迅猛发展,规范网络交易活动中各类参与主体的行为成为电子商务健

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网络交易活动的基本参与主体是交易主体,即参与网络交易活动的买方和卖

方,其他活动均围绕商品交易进行;网络交易平台、物流服务商、支付服务商以及其他相关主体为网络交

易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相关服务,构成了网络交易活动的服务主体;为规范和净化网络交易市场环境,评
价或认证主体为交易主体和服务主体提供了征信、评价或认证服务,构成了网络交易活动中的评价或认

证主体;为了网络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交易主体、服务主体、评价和认证主体具有监督或管理责任的

组织或个人构成了网络交易的监督或管理主体。
另一方面,网络交易活动中的交易主体、服务主体、评价或认证主体以及监督或管理主体,其自身的

信用管理均为电子商务中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各类主体构成了网络交易活动中的

信用主体。本标准明确了电子商务中网络交易信用主体的分类,并清晰划分了各类信用主体所涵盖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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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信用 网络交易信用主体分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网络交易信用评价、监督或管理过程中,对参与或影响网络交易活动的信用主体进行

分类的基本原则和信用主体分类类别。
本标准适用于对参与或影响网络交易活动的信用主体进行分类,也适用于对参与或影响网络交易

活动的各类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价、监督或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2117 信用 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21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网络交易 networktransaction
借助互联网络进行商品买卖的活动。

3.2
交易主体 transactionparticipants
从事交易活动的买卖双方。

4 基本原则

4.1 科学性

网络交易信用主体分类应相互独立,并能准确反映网络交易活动中各类信用主体在网络交易活动

中的作用和角色。

4.2 全面性

网络交易信用主体类型应尽量涵盖各种经营模式下参与或影响网络交易活动的各类主体。

4.3 简便性

网络交易信用主体分类类型应简洁、清晰,便于理解和应用。

5 网络交易信用主体分类

5.1 总则

网络交易信用主体分类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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