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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指平台經濟領域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12月24日
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阿里巴巴集團實
施「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立案調查。

12月18日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申「強化反壟斷和防
止資本無序擴張」。

12月14日
市場監管總局對阿里巴巴投資公司收購銀泰商
業、騰訊控股的閱文集團收購新麗傳媒、順豐
旗下豐巢網絡收購中郵智遞三起併購案未依法
申報、違法實施集中給予行政處罰。

12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提「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
本無序擴張」。

11月10日
《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
稿）》發布。

11月5日
市場監管總局召開規範網絡經營活動行政指導
座談會，直指平台「二選一」、個人信息收集
和保護等突出問題。

11月2日
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約談螞蟻集
團，隨後上海證交所叫停螞蟻集團上市。

10月31日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主持召開國務院金融委會
議提出，健全公平競爭審查機制，加強反壟
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司法，提升市場綜合
監管能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
報道）兼顧安全和發展，數字經
濟監管需要新思路。對於中國數
據經濟的發展，「監管過早地介
入存在損害創新的風險，但過晚
的介入也可能面臨過大的損
失。」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
術經濟研究所數字經濟研究室主
任蔡躍洲認為，當前中美貿易摩
擦逐步演變成科技戰，在大國博
弈背景之下，針對數字經濟的反
壟斷措施要在「維護國家安全、
數據安全、促進平台企業規模壯
大」和「促進互聯網生態健康成
長」這兩者之間尋求一個更好的
平衡。
近段時間中央多次提到要統籌

安全與發展。「從國際競爭視角
看，未來國內的數字經濟反壟斷
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和力度，
某種程度上還要取決於大國之間
的博弈。」蔡躍洲認為，在實施
監管和規制時，需要着眼於國際
競爭和國家安全，考慮如何保持
本土互聯網公司規模實力和競爭
力。

重在威懾 予適當自治權限
「很多人認為，反壟斷法就是

違法必究，執法必嚴，這種想法
是不對的。反壟斷法是高懸之
劍，重在威懾，這和其他的一些
法律是不一樣的。」 天津財經大
學原副校長于立認為，數字經濟

發展中有許多法律問題目前還看
不準，如數據要素的產權屬性與
收益、隱私保護、相關市場界
定、零邊際成本、網絡外部性與
規模經濟等，在一定時期「包容
審慎」也許是良策。
劉元春也建議，對互聯網平台

和數字經濟的監管，要緊密結合
中國經濟發展的需求和發展階
段，探索推進包容審慎的監管。
對於處在發展初期具有較大潛力
的新業態、新模式應當給予適當
的自治權限，對於數字經濟的重
點行業、重點平台和重點問題加
強關注，從中長期來看應該推動
反壟斷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同步規
劃、同步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
報道）強化對數字經濟的治理正
在成為全球趨勢，全球數字經濟
治理規則博弈加劇。中國數字經
濟已從包容發展進入規範發展的
新階段，爭奪國際數字治理話語
權。在此背景下，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強調「健全數字規則」，完
善平台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
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
面的法律規範。
互聯網反壟斷已是全球不約而

同的一致行動，是平台經濟發展
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如何針
對平台經濟的行業特點實施有效
監管，是各國監管者面臨的共同
難題，需強化國際協作。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指

出，過去十幾年，中國重視和鼓勵
發展數字經濟，反壟斷與競爭政策
在立法、司法、執法上都表現為包
容寬鬆，數字經濟尤其是平台經濟
由此獲得大規模發展。如今中國已

是數據大國和互聯網大國，中國在
數字經濟領域積極發聲，引領和爭
奪國際數字治理話語權，都是有利
於中國自身發展、提升國際經濟地
位的戰略舉措。
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國家中

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
問題》中指出，「中國線上經濟
全球領先，在這次疫情防控中發
揮了積極作用，線上辦公、線上
購物、線上教育、線上醫療蓬勃
發展並同線下經濟深度交融。我
們要乘勢而上，加快數字經濟、
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推動
各領域數字化優化升級，積極參
與數字貨幣、數字稅等國際規則
制定，塑造新的競爭優勢」。
專家呼籲中國在數字經濟的規

則制度建設上更主動發揮作用。
中國證監會科技監管局局長姚前
提出，網絡不是法外之地，線上
經濟活動同線下一樣，也需要建
立規範、有序的市場秩序。加強

數字稅的研究及國際規則建設，
是加強數字經濟治理的應有之
義，更是防範稅基流失、維護稅
收主權的必要之舉。

倡設ICO
實現反壟斷執法國際協調
「中國應積極倡導主動參加反

壟斷法或競爭政策的國際協調，
甚至提供條件爭取把總部設在北
京，設立一個國際競爭組織
（ICO），取代WTO的一部分功
能。」天津財經大學原副校長于
立指出，反壟斷執法或者競爭政
策的國際協調是下一步要重點防
範的領域，尤其是數字經濟，中
國走在世界前列，政府應積極主
動承擔義務，把重要的共同發展
規律和中國自己的利益訴求結合
起來，不僅保護自己的利益，也
維護全世界的公平競爭，爭取國
際話語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
道）數字經濟領域出現的新型「大而
不能倒」風險受到監管關注。中國國
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指
出，隨着經濟、金融數字化加速，衍
生出新的金融活動形式和新型金融基
礎設施。「一些科技公司並不是典型
的傳統持牌金融機構，但在實踐層面
從事傳統金融機構業務，既具有新經
濟形態下金融基礎設施的功能，又在
業務範疇與其他金融機構有廣泛深入
的關聯，存在新的系統性風險隱
患。」

實現金融監管全覆蓋和一致性
曾剛說，所謂「大而不能倒」，就

是對於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
監管部門不敢讓他輕易倒閉。「大而
不能倒」問題的本質是，大型機構的
債權人和股東相信，大型機構將會受
到政府的援助而不會倒閉。於是，他
們就會放鬆對機構的審慎經營，反而
去從事一些高風險業務，過度發展、
過度承擔風險。
要解決新型「大而不能倒」問題，

曾剛認為關鍵就是實現金融監管的全
覆蓋和一致性。將游離於監管體系之
外的金融科技領域業務，納入監管，
要求所有金融業務持牌經營，接受同
樣的監管。

按風險大小有差別監管
但同時專家呼籲對金融科技應創

新監管手段。前中國人民銀行（央
行）副行長吳曉靈近日提出，持牌
經營是金融行業的通用規則，但由
於平台公司、數據公司、科技公司
的稟賦優勢，可能在某些環節上相
較傳統金融機構更有成效或更具有
成本優勢，理論上存在享受相對寬
鬆的一些監管指標的可能。根據這
些互聯網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的介
入方式和介入程度，按照風險的大
小以及風險實質由誰承擔等原則，
實施有差別的監管。

互聯網反壟斷迎強監管時代互聯網反壟斷迎強監管時代
當今全球在掀起新一輪反壟斷大

潮，目標正是平台經濟領域，
中國對此也有政策鋪墊，並於近期迅
速推進。2020年1月《反壟斷法》進
行首次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專門加
入互聯網反壟斷條款。不過，為期一
個月的徵求意見結束後，相關修訂工
作並未完成，全國人大繼續將《反壟
斷法》修訂列入2021年的重要工作。
10月31日副總理劉鶴主持召開的國

務院金融委會議上，監管層表明了對涉
足金融業的互聯網巨頭實施強監管的政
策意圖，提出「健全公平競爭審查機
制，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司
法，提升市場綜合監管能力」，此後針
對平台經濟的整頓快速展開，涉及金
融、財稅、市場監督等多部委，政策力

度、廣度及政策協調的層級都超出一般
監管政策。

專家：不公平定價模式損創新能力
11月10日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對

外發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
指南（徵求意見稿）》，互聯網企業
普遍採用的、但一直處於監管灰色地
帶的協議控制（VIE）架構，納入反
壟斷審查的範圍。此前中國政府只對
汽車、知識產權兩個領域發布過反壟
斷指南，醞釀中的平台經濟將是第三
個。
時近年底，中國政府開出針對互

聯網平台的首批罰單，阿里巴巴遭
到反壟斷立案調查。社科院數量經
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數字經濟研究

室主任蔡躍洲指出，目前一些領域
由於資本無序擴張，大資本進入到
一系列新平台之中，利用價格優
勢，將競爭對手擊垮，然後形成不
公平不對稱的定價模式，最終令消
費者福利受損，也導致創新能力大
幅減弱。

倡制定法規保護用戶私隱
「大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大背後

的以大欺小、算法合謀、甚至平台內
部的治理風險」。蔡躍洲說，強化反
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一方面是
要限制存量經濟下的少數企業通過信
息資源的壟斷和濫用搶佔其他企業利
潤；另一方面，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
規，對資本擴張進行約束，從無序到

有序，例如用戶信息的保護和隔離。

健全傳統行業競爭審查機制
此外，傳統行業的反壟斷也有望

順勢加快。「十四五」規劃建議明
確表示，要打破行業壟斷和地方保
護，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
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
推進能源、鐵路、電信、公用事業
等行業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健
全公平競爭審查機制。
專家認為，政府釋放出鼓勵能源、

鐵路等帶有自然壟斷、行政壟斷基因
的行業適度競爭、主體多元化的信
號，這些領域的反壟斷涉及改革深水
區，是暢通國內經濟循環的關鍵，亟
待推進。

解決「大而不能倒」
應創新監管手段

中國近期強化反壟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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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互聯網平台集中度（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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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金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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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在《反壟斷法》頒布12年後，今年

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將反壟斷列為年度

重點工作。新年未到，中國第一大電商平台

阿里巴巴就迎來反壟斷立案調查和金融監

管約談的雙重審查，反壟斷利劍出鞘

直指互聯網平台、數字經濟領

域。

兼顧安全與發展 探索包容審慎監管

健全數字規則 塑新競爭優勢

■■新年未到新年未到，，中國第一大電商平台阿里巴巴就迎來反中國第一大電商平台阿里巴巴就迎來反
壟斷立案調查和金融監管約談的雙重審查壟斷立案調查和金融監管約談的雙重審查。。圖為位於圖為位於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地區的阿里巴巴集團北京市朝陽區望京地區的阿里巴巴集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