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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處罰反壟斷重拳處罰反壟斷 執法進入常態化執法進入常態化

平台經濟進入平台經濟進入「「校正期校正期」」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近日對阿里巴巴集團實施 「二選一」 壟斷

行為作出行政處罰，罰款182.28億元。據悉，這是中國反壟斷史上
最大的罰單。受訪專家對此表示，此次調查和處罰向市場傳遞明確
信號——平台經濟領域不是反壟斷法外之地。這標誌着中國平台經
濟領域反壟斷執法進入了常態化階段。不過，對於平台經濟的未
來，多數分析人士認為，經過校正後的中國平台經濟，將進入更健
康發展階段，同時也看好相關公司的投資價值。

香港商報記者 同理

阿里之後，誰會成為下一個受到重罰的對
象？有分析人士認為，騰訊、美團、滴滴、
京東、拚多多、字節跳動等互聯網巨頭都存

在被調查和處罰的可能性。
早在今年3月12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消息

稱，對騰訊收購猿輔導股權案等十起違法實施經營
者集中案件立案調查，上述十起案件均違反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包括騰訊、百度、美
團、京東、字節跳動等在內的12家中國互聯網公
司，分別被罰款50萬元。
國泰君安分析師也表示，今年首次將反壟斷和防

止資本無序擴張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反壟斷是2021
全年重要的經濟工作目標，預計相關監管力度仍將
趨嚴。
而國務院近期發布的關於落實《政府工作報告》重

點工作分工的意見也指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
序擴張，堅決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國家發改委、
科技部、工信部、財政部、商務部、人民銀行、市場
監管總局、全國工商聯等按職責分工負責，將就強化

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流動，
在9月底前出台相關政策，
年內持續推進。
目前，《關於平台經濟領

域的反壟斷指南》已完成公開徵求意見，將有效增
強反壟斷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預期性；今年年
初公布的《〈反壟斷法〉修訂草案（公開徵求意見
稿）》首次增設互聯網經營者市場支配地位認定依
據的規定。這些都是對相關法規進一步完善，今年3
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也要求加快健全平
台經濟法律法規，及時彌補規則空白和漏洞。而縱
觀全球，凡是數字經濟領先的地區，均為法規完善
的地方，比如去年底歐盟公布的《數字服務法》和
《數字市場法》，以遏制大型平台不正當競爭。
業內人士表示，在第一步對比較容易識別的平台

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校正以後，如何防止資本無序
流動，利用規模優勢來擠佔實體經濟發展空間，將
成為下階段反壟斷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其中就包括
被廣為詬病的眾巨頭蜂擁進入社區團購市場，與小

商 小 販
搶生意。
時建中表
示，未來常
態化的監管將為
市場劃定明確的
行為紅線，促使
平台企業規範市場行
為，倒逼平台企業將重
心放到積極創新、公平競爭和更好服務消費者上
來。創新是平台經濟乃至整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
重要動力和最關鍵因素。若無創新，競爭則是低層
次的存量利益競爭。唯有創新成為發展動力，才能
推動增量利益的競爭，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
有必要引導平台資本進入正確的賽道。

中國現在已是公認的全球互聯網金融發展
最快的地區，與之所伴生的就是各種不規範
的行為。去年9月，銀保監會打非局發文

《非法商業保險活動分析及對策建議研究》，明確
將相互寶、水滴互助等網絡互助平台定義為非持牌
經營的非法商業保險活動，並提出堅持對所有保險
活動實行嚴格准入、持牌經營，嚴厲打擊各類非法
商業保險活動。之後，螞蟻集團上市暫停，將互聯
網金融合規經營上升到更高層面。今年1月15日，
美團關閉其美團互助業務的時候，也引起了社會上
激烈的討論。
而一錘定音的是，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指

出，增強監管權威性，金融活動要全部納入金融監
管。並要求優化反壟斷監管框架，實現事前事中事
後全鏈條監管。中國證監會官員在回應螞蟻何時重
啟上市時表示，先做好合規。此次，市場監管總局
對阿里處罰決定中也要求阿里加大平台內數據和支
付、應用等資源端口的開放力度。銀保監會，要求
螞蟻旗下平台，不對未成年人放貸，不對償還能力
低或年輕群體發放超出基本生活所需的額度。基金

人士表示，落實互聯網金融規管的框架後，對業界
帶來正面影響，因為這已經困擾這幾間巨頭相當長
一段時間。
有分析師表示，互聯網金融監管力度加大，一方

面是防止互聯網金融利用高槓桿進行高速擴張，所
可能引發的系統金融風險，另一方面也是還市場一
個公平競爭的環境，防止利用不正當手段來快速獲
取壟斷地位，比如對互聯網金融機構提出比照銀行
的資本金要求。
市場人士估計，繼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集團被約談

整改後，騰訊或為內地收緊金融科技監管的下一個
目標。彭博援引知情人士的話報道稱，監管機構可
能要求騰訊成立一線金融控股公司，接收與銀行同
級別的規管處理手法，與螞蟻相似。

數字人民幣打破現行支付壟斷
早前，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於國

際清算銀行小組討論上表示，現時支付寶及微信支
付共同佔據移動支付市場98%的佔有率，若遇到問
題，可能會對中國金融穩定產生負面影響。計劃中

的數字貨幣將與螞蟻集團支付寶和騰訊
微信支付等目前主導線上支付市場的技術
平台並存。他還表示，央行開發數字人民幣的
理由包括充當支付寶及微信支付的後備，促進金
融普惠。
對於中國正在推行的數字人民幣，香港金融資產

交易集團投資總監尹滿華表示，數字人民幣大規模
的應用，有利於打破支付寶和微信的壟斷。在沒有
數字人民幣時代，支付市場幾乎被支付寶和微信兩
家壟斷，由於有龐大的用戶基礎和成熟可靠的基礎
支撐，可以說，任何新的支付方式和手段都很難立
足於支付市場中。而數字人民幣則不同，由於其由
央行直接發行，兼具支付工具的功能，使得數字人
民幣有能力在兩家獨大的支付市場重新奪回一定的
市場佔有率，並在不遠的將來成為與互聯網支付並
行的主要支付工具之一。他同時指出，對於國家而
言，數字人民幣的推出也絕非是真的為了完全掌控
支付市場，更多是從國家安全角度考慮，在這樣一
個關乎國家命脈和百姓生計的重要領域，給自己多
留一個選擇。

面 對 日 益 趨 緊 的 監 管 環
境，互聯網巨頭近期紛紛就
反壟斷表態。在不久前舉辦

的騰訊業績會上，騰訊董事會主席馬
化騰在回應反壟斷相關問題時稱，會
積極配合監管部門，保證長遠的發
展。騰訊總裁、執行董事劉熾平則表
示，關於反壟斷已經跟相關部門多次

見面，騰訊也一直非常重視合
規要求。百度董事長李彥宏近
日在接受彭博社專訪時也表
示，支持國家推動反壟斷進
程。
在各平台放低身段的同時，官

媒也及時發聲。人民日報旗幟鮮明
地表示，平台經濟發展正處在關鍵時
期，此次立案調查，並不意味着國家
對平台經濟鼓勵、支持的態度有所改
變。央視網評也表示，規範是為了更
好發展， 「扯袖子」也是一種愛護。
相信隨着治理體系的不斷健全，平台
經濟必將迎來更大發展機遇，更好地
為高質量發展和高品質生活服務。

當下的全球競爭是一場科技大比
拚，而代表科技最新潮流的內地各大
平台經濟，其發展是否健康，也決定
着中國能否在這場全球競爭中走得更
持久。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就
強調，從構築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戰略
高度出發，堅持發展和規範並重，把
握平台經濟發展規律，建立健全平台
經濟治理體系。

互聯網平台企業行政指導會也指
出，中國平台經濟總體態勢向好，
加強對平台企業違法違規行為的規
範治理，並不意味着國家支持和鼓
勵平台經濟的態度有所改變，而是

要尊重平台經濟發展規律，建立公
平競爭、創新發展、開放共享、安全
和諧的平台經濟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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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阿里受重罰一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時建中表示，該案是中國平台經濟領域第一
起重大典型的壟斷案件，標誌着平台經濟領

域反壟斷執法進入了新階段。
時建中稱，近年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平台經

濟領域諸如強制 「二選一」 「大數據殺熟」 「自我優
待」 「扼殺式併購」等損害競爭、創新和消費者利益
的行為頻發。中國平台企業已經由 「孩童」進入到
「青年」時期，平台企業的商業模式、交易結構初步

定型，所實施的 「二選一」 「大數據殺熟」 「自我優
待」 「扼殺式併購」等行為對競爭、創新和消費者權
益的損害可以明確清晰地予以識別，在中國平台經濟
發展到現階段，啟動反壟斷執法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正是因為 「二選一」清晰可識別，所以成為當下反
壟斷執法的重點。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表示，對阿
里巴巴展開的調查就是在接獲舉報以後展開的。而在
公布對阿里巴巴罰款當日，58集團CEO、安居客董
事會主席姚勁波在微博發文，並附上貝殼 「二選一」
截圖，稱在房產交易領域有更明目張胆的 「二選一」
包裝成自願，強烈呼籲國家反壟斷罰款貝殼 40 億
元。更早以前，2月2日，抖音起訴騰訊壟斷利用QQ
和微信阻礙分享抖音內容。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避免
「二選一」，讓本平台放棄強迫商戶和消費者 「二選

一」的壟斷行為，只是第一步，促進跨平台互聯互通
操作還有相當一段路要走。
上 海 正 策 律 師 事 務 所 董 毅 智 表 示 ， 再 遇 到

「6.18」 「雙十一」等促銷節，商家就能在各大
平台自由推廣促銷商品。有了這次前車之鑒，大

平台會有所收斂，但也不排除依然
會有一些操作的空間。對於商家而
言，今後遇到類似的平台要求 「二選一」
的問題，可以有法可依，去主張自己的
權利。董毅智稱，反壟斷監管才剛剛
開始，接下來其他巨頭也可能被處
罰，反壟斷監管會成為一種常態。
近4年來，谷歌、蘋果、臉書、亞
馬遜等科技巨頭在全球範圍內頻
頻遭遇反壟斷調查，可見反壟
斷不可能一蹴而就。

4月13日，國家市場監管總
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
聯合召開互聯網平台企業
行政指導會，會議要求各
平台企業（當日到會34
家平台企業）要在一
個 月 內 全 面 自 檢 自
查 ， 逐 項 徹 底 整
改，並向社會公開
《依法合規經營
承諾》，接受
社會監督，目
前騰訊、百
度、京東等
巨頭已公
布 承 諾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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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監管總局
依法對阿里巴巴涉嫌
壟斷行為立案調查。圖
為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阿
里巴巴集團北京總部大
樓外景。 中新社

眾巨頭蜂擁
進入社區團購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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