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台经济反垄断法治问题研究·
【主持人语】 数字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一方面， 数字经济提高了

企业的运营效率， 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福利； 另一方面， 鉴于数字经济

具有网络效应、 规模经济和大数据等特点， 这一领域已经高度集中， 因此在

该领域强化反垄断在整个国际社会已经是大势所趋。 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从数

字经济领域应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大趋势出发， 分别从当前我

国的热点问题、 几个数字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比较以及经营者集中审

查中的质量评估等方面讨论了这个领域的最新立法动向和执法实践。
王晓晔教授的 《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一文梳

理了我国数字经济反垄断元年的理论和实践， 重点分析了经营者集中控制、
电商平台 “二选一” 和数据互操作等三类典型案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国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有必要与其他国家相互借鉴和合作。 王先林教授的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国际观察与国内思考》 一文指出， 虽然在数字经济领域

强化反垄断已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大势， 但各国还是应该立足于国情提出切实

举措， 以推动本国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在这方面也应当从整体利益出

发， 运用事前监管和事后反垄断规制的双重机制， 力求规范和发展两手并

重， 努力做到反垄断执法的精准化和专业化。 韩伟副教授的 《数字市场经营

者集中的质量效应评估： 以成瘾性为例》 一文指出， 数字经济经营者集中评

估需考虑非价格因素的效应， 成瘾性作为产品质量效应的一个维度已经受到

关注。 数字经济经营者集中控制应坚持 “竞争优先、 慎用管制” 的原则，
重视质量效应评估， 以充分释放反垄断法的功效。

当然， 数字经济反垄断领域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希望本组专

题文章能够对推进相关理论的研究及理念的更新有所裨益。
（王晓晔）

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
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王晓晔

【摘　 　 要】 ２０２１ 年是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元年。 在强化反垄断

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背景下， 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反垄断大案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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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我国也出台了多个涉及反垄断执法和企业反垄断合规的重要法律文件，
这说明该领域的竞争秩序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反垄断的不断强化， 数字经

济领域也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 例如， 互联网平台的互联互通和数据互

操作如何不影响数据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遏制互联网生

态的扩张如何不影响经济效率？ 随着超大平台的产生， 各类市场主体的竞合关

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资本壮大的利弊日益凸显。 鉴于数字经济反垄断是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 世界各国反垄断执法在这个领域有必要相互借鉴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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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字经济成为强化反垄断监管的热点

（一） 数字经济对反垄断监管的挑战

数字经济又称为互联网经济或平台经济， 一般是指基于数据和互联网技

术开展的经济活动。 我国网民数量已超过 １０ 亿， 数字经济占 ＧＤＰ 的比重超

过 ３８％ ，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重要源头。① 尽管数

字经济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鉴于数字经济的以下特点， 它也给反垄断监

管带来了巨大挑战。 第一， 数字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经营活动， 即在平

台两边为不同用户提供不同服务， 因此数字企业所处相关市场一般是双边市

场。② 第二， 互联网平台存在直接和间接的网络效应， 前者是指用户从互联

网平台所获得的收益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后者则是指平台一边用户

数量的增加可提高另一边用户的经济效益， 即平台两边存在 “蛋和鸡” 的

问题， 平台一边不能脱离另一边而独立存在。③ 第三， 互联网平台具有规模

经济。 以互联网广告为例， 广告商的大平台点击固定成本非常低， 不仅有更

强大的搜索能力， 还可以发布个性化广告， 即在数据管理能力的范围内，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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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企业的边际成本甚至等于零。① 第四， “零价格”。 平台经营者的商业模式

一般是通过需求价格弹性较小一边的广告费以补贴另一边对价格比较敏感的

普通消费者， 结果就是普通消费者可得到 “零价格” 的服务。② 简言之， 鉴

于平台经济领域存在直接和间接的网络效应， 其经营模式是基于数据的收

集、 分析和评估， 大数据成为平台经营者提供良好服务的前提条件， 数字

市场就存在巨大的进入壁垒， 其结果是各领域明显存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

的趋势。 这说明数字经济领域的头部企业一方面给社会和消费者带来巨大

的福利； 另一方面则因为垄断和资本的无序扩张带来包括数据安全、 个人

信息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各种问题。 成功的数字企业为后来者留下竞

争的空间越来越小， 这些企业为维护其市场势力还存在排除、 限制竞争的

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与欧盟、 美国一样， 近年来强化数字领域反垄

断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 ２０２１ 年是我国数字经济反垄断元年

与欧盟和美国相比， 我国对数字经济的反垄断监管比较滞后。 学术界长

期认为， 数字经济不仅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而且鉴于数字企业具

有跨界竞争、 网络效应和平台竞争等特点， 传统反垄断法理论在数字经济领

域无法适用。 学术界还掀起了互联网平台是否涉嫌垄断的大讨论， 有人指

出， 占优势地位的平台是消费者用脚投票投出来的， 不该滥用反垄断法干扰

竞争； 互联网领域的相关市场远不如传统经济那样清晰， 这个行业不能高估

市场份额的指示作用， 不可轻言反垄断。③ 受这种思潮影响， 反垄断执法机

构在数字经济领域长期采取审慎包容的态度。
２０２１ 年， 为顺应时代发展，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开始出现了反垄断强监

管。 一方面， 国内很多人认为， 互联网平台作为各种服务的供应商和需求方

互动的中介， 具有基础设施功能， 从而需要公共政策的应对。④ 另一方面，
这明显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影响。 例如， 欧盟委员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发布了

·３３·

王晓晔： 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Ｊｕｓｔｕｓ Ｈａｕｃａｐ ａｎｄ Ｕｌｒｉｃｈ Ｈｅｉｍｅｓｈｏｆｆ， Ｇｏｏｇｌｅ，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Ａｍａｚｏｎ， ｅＢａｙ：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１， ２０１４， ｐｐ ４９ － ６１。
参见 Ｊｕｌｉａｎ Ｗｒｉｇｈｔ， Ｏｎｅ⁃Ｓｉｄｅｄ Ｌｏｇｉｃ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３， ２００４， ｐｐ ４４ － ６４。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张穹： 传统反垄断工具不适用互联网等新经济》，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ｒ ｃｎ ／ ｎａｔｉｖｅ ／ ｇｄ ／ ２０１７０８３１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３１＿５２３９２７７１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吴敬琏： 《平台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思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２１４８３７０，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数字市场法》 和 《数字服务法》 草案。①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发布的 《数字市场竞争状况调查报告》 分析了谷歌、 脸书、 苹果、 亚

马逊等科技巨头在搜索引擎、 电子商务、 社交网络、 移动应用商店和移动操

作系统等各领域的垄断和限制竞争问题， 建议对四大巨头进行结构性拆分以

及改革现行反托拉斯法。② 此外， 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执法部门与研究机构在

２０２０ 年也发布了一系列主张强化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调研报告， 例

如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发布的 《促进数字市场竞争的新体制》、③ 法国竞

争管理局发布的 《电子商务与竞争》④ 以及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发布的 《恢复

数字竞争的平衡： 合理的规则、 有效的执法》⑤。
作为对国内外要求强化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回应，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 增强

国际竞争力， 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同时要依法规范发

展， 健全数字规则。”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以下简称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 也强调数字经济不是反垄断的法外之地。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国务院反垄断

委员会发布了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随

着数字经济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呼声高涨， 国家反垄断局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正式挂牌， 这表明了国家决策者要提高反垄断执法机构在

中央政府机构中的地位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以下简称 《反垄断

法》） 权威的态度。⑦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还成立了竞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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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ｉｐ Ｍａｒｓｄｅｎ ａｎｄ Ｒｕｐｐｒｅｃｈｔ Ｐｏｄｓｚｕｎ，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Ｒｕｌ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ｓ ｄｅ ／ ｅｎ ／ ｓｉｎｇｌｅ － ｔｉｔｌｅ ／ －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ｔｏ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 － ｒｕｌｅｓ －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１２１９ ／ ｃ１０２４ －
３１９７１９２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权威快报 ｜ 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８ ／ ｃ＿ １１２８０７５７８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与大数据中心。① 此外，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还发布了 《互联

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 （征求意见稿）》 和 《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

（征求意见稿）》，② 这两个指南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欧盟 《数字市场法》 关

于 “数字守门人” 以及美国国会涉及 “覆盖平台” 的几个反托拉斯法案的

法律责任制度。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修正草

案）》 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流程， 这一草案有相当内容涉及数字经

济。③ 简言之， 鉴于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在 ２０２１ 年发布了很多新规， 下文讨论

的涉及平台经济的经营者集中控制、 电商平台的 “二选一” 以及数据互操

作也都集中在 ２０２１ 年， 因此这一年成为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数字经济的

反垄断元年。

二、 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经营者集中控制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对阿里巴巴收购银泰商业股权等 ３ 起未

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作出罚款 ５０ 万元的顶格处罚，④ 这是我国数字经济领

域最早的反垄断处罚决定。 与欧美国家一样， 我国数字经济的并购活动也非常

活跃。 以 ２０１９ 年为例， 腾讯参与并购活动 １２１ 起、 阿里参与并购活动 ８１ 起、
百度参与并购活动 ４５ 起、 京东参与并购活动 ３２ 起， 它们集中在科技、 金融、
电商零售和文娱等领域。⑤ 科技巨头有如此多的并购活动而没有遭到 《反垄

断法》 的监管， 它们甚至没有向执法机构申报， 这说明我国反垄断执法存在

一些问题。 随着反垄断的强化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执

法机构已经对 １００ 多起应报未报的经营者集中做出了顶格罚款，⑥ 此外还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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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政策与大数据中心组建成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ａｍｒ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ｍｔｊｊ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２０＿ ３３８２３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关于对 〈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 （征求意见稿）〉 〈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

指南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ａｍｒ ｇｏｖ ｃｎ ／ ｈｄ ／ ｚｊｄｃ ／
２０２１１０ ／ ｔ２０２１１０２７＿ ３３６１３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我国反垄断法 （修正草案） 征求意见发布！ （附修改前后对照表）》，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 ｑｑ ｃｏｍ ／ ｏｍｎ ／ ２０２１１０２４ ／ ２０２１１０２４Ａ０１８Ｊ４０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主要负责人就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 腾讯控股企业阅

文收购新丽传媒、 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案件处罚情况答记者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ｍｒ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ｚｊ ／ ２０２０１２ ／ ｔ２０２０１２１４＿ ３２４３３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 ２０１９ 年并购报告： 互联网巨头出手谨慎了》，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ｐｅｄａｉｌｙ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４５１９６７，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邓志松等： 《收到反垄断局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企业如何正确应对？》，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５１９９６９７６４＿ １２０９４２２４３，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及禁止①和附条件批准②的案件各 １ 起。 反垄断执法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经

营者集中控制，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领域集中度高、 垄断性强， 科技巨头的并

购活动不仅会加强其市场势力， 而且还可能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 因此执法机

构应当采取措施， 鼓励有发展前景的初创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而不是昙

花一现， 过早地消失在企业并购的浪潮中。 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欧美的影响，
例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脸书十几年前收购的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和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而

要求拆分企业。③

（一） 强化集中申报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经营者集中长期处于失控状态， 相当程度上是因为

腾讯、 阿里巴巴、 京东等互联网巨头采取了 ＶＩ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ｎｔｉｔｙ） 协

议控制架构， 即外国注册的控股公司不以出资形式进行企业管理， 而是通过

子公司和一系列协议借助控制内资运营的公司享受与股东相同的权利。④ 因

为 ＶＩＥ 架构是科技企业为规避政府的外资监管而采取的组织结构， 形式上不

合法， 反垄断执法机构就没有关注这些企业的经营者集中应当进行申报。 随

着强化数字经济反垄断的推进，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

反垄断指南》 不仅指出， 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 所有的企业都应

当严格遵守反垄断法律法规， 而且还强调 “涉及协议控制架构的经营者集

中， 属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范围”⑤。
除 ＶＩＥ 协议控制架构的问题外， 考虑到初创企业的市场销售额往往达不

到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 该指南指出， “参与集中的一方经营者为初创企

业或者新兴平台、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因采取免费或者低价模式导致营业额较

低、 相关市场集中度较高、 参与竞争者数量较少等类型的平台经济领域的经

营者集中， 对未达到申报标准但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的，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将依法进行调查处理”。⑥ 这个规定明显吸取了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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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禁止虎牙公司与斗鱼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案反垄断审查

决定的公告》，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ａｍｒ ｇｏｖ ｃｎ ／ ｆｌｄｊ ／ ｔｚｇｇ ／ ｆｔｊｐｚ ／ ２０２１０７ ／ ｔ２０２１０７０８＿３３２４２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中国音乐集团股权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案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ａｍｒ ｇｏｖ ｃｎ ／ ｆｌｄｊ ／ ｔｚｇｇ ／ ｘｚｃｆ ／ ２０２１０７ ／ ｔ２０２１０７２４ ＿
３３３０２０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Ｃｅｃｉｌｉａ Ｋａ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ｋｅ Ｉｓａａｃ， Ｕ 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ａｙ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Ｉｌｌｅｇａｌｌｙ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９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关志雄： 《中国互联网企业为何选择境外上市———ＶＩＥ 结构的功与过》，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ｉ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ｕｓｅｒｓ ／ ｋａｎ － ｓｉ － ｙｕ ／ ｃｎ ／ ｃ１６０９１４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第 １８ 条。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第 １９ 条。



年滴滴并购优步 （中国） 的教训。 滴滴并购优步 （中国） 的经营者集中之

所以引人注目， 一方面是因为并购当事人的经济体量都很大， 优步 （中国）
估值 ８２ 亿美金， 滴滴估值 ２８０ 亿美金； 另一方面， 滴滴在当时的网约车市

场份额达到了 ８５ ３％ ， 并购优步 （中国） 明显会进一步提高其市场势力。①

然而， 因为这个交易的双方都没有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 再加上 ＶＩＥ
的企业结构， 这一并购就没有进行过申报。②

（二） 强化实质性的控制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对腾讯旗下的虎牙与斗鱼的合并作出

的禁止性决定， 是 《反垄断法》 生效以来第三起被禁止的并购，③ 是数字经

济领域的第一起。 这一并购涉及我国境内两个相关市场， 一是网络游戏运营

服务市场， 二是游戏直播市场。 反垄断执法机构认为， 腾讯公司在该交易之

前已经享有虎牙的独家控制权和斗鱼的共同控制权， 这个并购不仅会提高腾

讯在游戏直播市场的支配地位， 而且可能导致它对上下游市场实行闭环管理

和双向纵向封锁， 从而明显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的效果。 腾讯公司曾为得到

附条件批准作出过承诺， 执法机构认为这个承诺不能解决该案的限制竞争问

题， 从而依据 《反垄断法》 相关规定禁止了此一并购。④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还对腾讯 ２０１６ 年收购中国音乐集团一案

作出了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的处罚决定。⑤ 执法机构认为， 该并购导致腾

讯在独家曲库资源的份额超过 ８０％ ， 从而有能力与上游版权方达成多项独

家版权协议， 有条件要求对方给予其优惠的交易条件， 并且通过高额预付金

等版权付费模式提高市场壁垒， 严重地排除和限制了市场竞争。 这个并购案

的结果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该申报未申报， 腾讯公司被罚款 ５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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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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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要求腾讯及其关联企业采取措施， 恢复市场竞争状态， 包括解除版权

独家协议， 不得以高额预付金支付版权费， 无正当理由不得要求版权方给予优

惠的交易条件。 本案是涉及版权独家许可的第一个反垄断案件， 也是数字领域

针对违法的经营者集中通过采取措施恢复市场竞争状态的第一案。
（三） 数字领域集中控制的难题

腾讯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将其持有的京东股份比例从 １７％降至 ２ ３％ ， 由此

不再是京东第一大股东。① 可以预期， 科技巨头还可能调整它们与其他企业

的股权关系。 然而， 即便这些企业存在减持其他企业股份的迹象， 腾讯目前

仍是很多上市公司包括美团、 拼多多等知名大企业的大股东， 并且还可以预

期， 腾讯公司还会向其他企业进行投资。 这是因为政府即便对互联网行业的

资本扩张加强了监管， 但目前尚未达到禁止的程度。 根据反垄断经济学理

论， 禁止并购应以并购的反竞争效果为前提， 也就是说， 企业并购如果有利

于优势互补、 提高效率， 最终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新产品或者改善现有产品，
原则上便应当鼓励并购。② 然而， 随着互联网巨头通过并购不断扩大其生态

系统， 扩大其在各经济领域的市场势力， 就可能对国家的政治、 文化、 社会

各方面产生连锁反应。 这说明， 在我国同样存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其

《数字市场竞争状况调查报告》 中提出的各种担忧。③

欧盟 《数字市场法》 和美国反托拉斯执法机构针对谷歌和脸书的反托

拉斯诉讼都提出了结构性拆分的方案。④ 根据 《数字市场法》， “数字守门

人” 在系统性违法的情况下， 可能面临被拆分的风险。⑤ 这个规定是合理

的， 但执行中应防止情绪化， 即变相把企业规模大本身视为违法。 这里应当

考虑的问题是， 即便科技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但某个领域短期出现垄断仍然

不可避免， 反垄断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处于竞争的

状态。 美国反托拉斯法领域著名学者霍温坎普 （Ｈｏｖｅｎｋａｍｐ） 认为， 对高度

整合的数字企业进行结构性拆分可能导致严重的不利后果。 他指出， 反垄断

救济的目的是重塑和恢复市场竞争， 即评价救济措施只应考虑是否增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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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降低价格、 提高质量和激励创新。 无论如何， 反垄断救济不是使企业的

规模变小， 或者降低经济效率使其无利可图， 更不是通过提高价格、 减少产

量或者降低质量损害消费者的利益。①

目前，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评估平台经济领域的经营者集中仍是依照

《反垄断法》 规定的各种经济因素， 根据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

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这包括相关经营者的市场份额、 市场控制力、 相关

市场的集中度、 市场进入障碍等因素。②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提出的 《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 则走得比较远。③ 该法案禁止 “覆盖平台经

营者” 直接或间接取得任何人的股份或资产， 除非证明该收购： 不与覆盖平

台经营者的产品或服务存在竞争； 不与覆盖平台经营者的产品或服务存在新

生或潜在的竞争； 不在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方面提高覆盖平台经营者的市场

地位； 不在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方面提高覆盖平台经营者维护其市场地位的

能力。④ 同时， 该法案还规定， “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 的竞争、 新生竞争

或者潜在竞争都包括 “用户注意力” 的竞争。⑤ 简言之， 这个法案几乎禁止

覆盖平台所有的并购活动， 包括收购竞争对手、 潜在竞争对手或者有助于增

强或维持其市场地位的所有业务。 强化数字经济反垄断监管是正确的， 企业

规模越大， 越应当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 然而， 该法案虽然传递了立法者遏

制互联网领域并购活动的严厉态度， 延缓了亚马逊、 谷歌、 苹果、 脸书等数

字巨头通过资本进行扩张的脚步， 但同时也应关注并购交易背后的多种动

机， 不仅应关注并购方的动机， 还应关注被并购方的动机， 例如， 防止企业

破产或者实现企业间优势互补等。 考虑到过于严格的并购审查标准可能会限

制初创企业退出市场的正当途径， 妨碍它们通过出售企业获取发展和创新所

需的资金， 美国创业中心就 《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 发表的反对声明中指

出， “禁止大公司收购初创企业的法案会损害美国企业的创业生态系统， 威胁

机会、 创新和消费者的选择。 并购交易是初创公司的创始人、 员工和投资者的

关键性 ‘出口’， 是一代初创公司资助下一代进行创新的飞轮， 这个法案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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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美国的创业生态系统， 并对美国经济的健康和活力构成严重威胁”。① 这说

明， 人们在担心资本无序扩张会损害市场竞争的同时， 也担心过分严格的反

垄断监管会扼杀数字经济的创新和竞争力。②

我国与欧美国家一样， 一方面遏制互联网生态系统的不断扩张， 另一方

面推动和鼓励互联网企业的不断创新。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发出

的声音是： “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等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 防止垄断和资本无

序扩张， 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各国都在探索解决之道。 我们坚持规范和发展

两手并重， 两手都要硬。”③ 这说明决策者一方面要给资本设置 “红绿灯”，
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要考虑平台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要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科技进步、 便利人民生活和参

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积极作用。④ 考虑到规范和发展并行的 “两手” 有时候

存在不协调之处， 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我国立法者在这方面需要与国际社

会合作， 一道寻求合理和科学的解决方案。

三、 规制电商平台的 “二选一”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迄今影响最大的反垄断案件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针对阿里巴巴电商平台实施 “二选一” 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⑤ 这个决定除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外， 还对阿里巴巴处以行政罚款

１８２ ２８ 亿元， 创下了我国迄今为止行政罚款的最高纪录。
（一） 执法机构竞争分析的思路

“二选一” 是一种排他行为。 在双方交易中， 一方要求另一方在不同供

货商或者不同购买方之间做出排他性选择， 这种交易一般又称为独家交易。
独家交易常常是中小企业进入市场的有效方式， 在产品营销中运用比较广

·０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Ｗａｒ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ｕｓａ ｏｒｇ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ｃｅｎｔｅｒ － ｆｏ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 ｗａｒｎｓ － ｔｈａｔ － ｔｈｅ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 ａｃｔ －
ｗｏｕｌｄ －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ｓｔａｒｔｕｐ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５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ｕｌｅｂｏｏ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ｔｏ － ｔｈｅ － ｎｅｗ － ｅｕ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ｒｕｌｅｂｏｏｋ ／ ，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中央财办： 共同富裕不是 “杀富济贫”， 整治互联网平台绝非针对民营企业》，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４８５８６６３５６＿ ３１３７４５，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中央财办： 共同富裕不是 “杀富济贫”， 整治互联网平台绝非针对民营企业》，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４８５８６６３５６＿ ３１３７４５，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参见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

场实施 “二选一” 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ａｍｒ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ｚｊ ／ ２０２１０４ ／
ｔ２０２１０４１０＿ ３２７７０２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泛。 在国际贸易中， 一个生产商把在另一国的销售业务交给当地一家企业，
这种独家交易有助于克服跨国销售中因语言、 法律或者其他问题而产生的各

种困难， 从而可以降低销售成本。 然而， 独家交易因为存在排他性， 在卖方

或者买方的市场份额比较大的情况下， 可能存在限制竞争的问题。① 根据欧

盟竞争法， 当供货商或者销售商在相关市场的份额达到 ３０％ ， 考虑到封锁

市场的范围比较大， 这种交易存在违法的可能性。② 但是， 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对阿里巴巴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是依据禁止垄断协议的规定， 而是依据禁止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 执法机构在这个案件的竞争分析中采取的步骤为： 第

一步， 界定相关市场； 第二步， 认定市场支配地位； 第三步， 分析竞争损害。
该案对相关市场界定主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分析了电子商务与实体店

购物之间的巨大差异； 二是考虑到电商平台的功能和可替代性， 由此认定阿

里巴巴的电商中介服务在我国境内的网络零售市场占支配地位。 市场支配地

位或者市场势力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可以控制价格或者排除竞争的经济实

力， 其中最重要的认定因素是市场份额。 处罚决定书指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阿里巴巴电商平台的交易额占我国境内电商交易总额的 ６１ ７０％ ～７６ ２１％。 针

对阿里巴巴提出电商中介服务市场的准入门槛低， 从而它不占市场支配地位的

抗辩， 处罚决定书提出了很多反驳理由。 其中特别指出， 电商中介服务的相关

市场是双边市场， 平台两边明显存在间接网络效应， 由此导致供货商一般愿意

在大平台销售商品， 从而对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有比较大的依赖性。 此外， 就

消费者来说， 即便他们同样存在多归属， 可以在多个平台购物， 但是大平台对

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和广告商具有锁定效应。 也就是说， 大平台累积的数据即便

不应被视为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但大数据确实构成了进入市场的壁垒。
处罚决定书最后指出： 阿里巴巴电商平台实施的 “二选一” 不仅损害

了平台供货商和消费者的利益， 而且严重损害电商中介平台之间的竞争， 背

离了平台经济开放、 包容和共享的发展理念。 特别是考虑到电商中介平台的

双边市场、 网络外部效应、 市场集中度高、 规模经济和大数据等特点， 即便

目前存在天猫、 京东、 拼多多等几个竞争性平台， 但考虑到我国有 １０ 多亿

网民， 电商平台的数量仍然显得非常有限。 处罚决定书还特别指出， 这几家

电商平台之间还明显存在规模不平衡的状况。 阿里巴巴的强制性 “二选一”
一方面可以通过网络外部效应把更多的供货商和消费者聚集在一起， 从而提

高经济效率； 另一方面也导致处于不利地位的电商平台价值越来越小， 甚至

退出市场。 《反垄断法》 保护竞争， 但不是保护竞争者。 如果竞争者退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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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不是因为产品的高价、 低质或者劣质的售后服务， 而是因为大平台强制实

施的 “二选一” 减少了其用户的数量， 这显然是一种扭曲的竞争。
（二） 本案带来的思考

１ 有必要就规范平台经营者与供货商之间的交易制定专门法

阿里巴巴一案说明， 电子商务不是反垄断的法外之地， 因为大平台的强

制性 “二选一” 会严重排除和限制电商中介平台之间的竞争。 但是， 电商

平台的 “二选一” 是平台经营者直接对其商户实施的行为， 对于这种行为

理论上可以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合同编

或侵权责任编， 因为这种强制性交易明显损害商户可以在多个平台销售商品

的权利和利益。 此外， “二选一” 行为还可以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

务法》 （以下简称 《电子商务法》） 第 ３５ 条。 但考虑到电商平台的特点， 尤

其是平台商户多为中小企业， 对电商中介有很强的依赖性， 往往因为害怕失

去平台上的销售机会， 一般不敢依据 《民法典》 合同编或侵权责任编或者

《电子商务法》 将平台经营者的不公正交易行为诉诸法律。 在这种情况下， 国

家有必要借鉴欧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生效的 《推进互联网中介向商户提供公平和透

明服务的条例》 （以下简称 《Ｐ２Ｂ 条例》）， 规范互联网中介平台与其商户之间

的交易关系。① 欧盟 《Ｐ２Ｂ 条例》 是针对电商平台与商户之间交易制定的专

门法， 它充分考虑到互联网中介平台和商户的特点， 明显具有保护商户的性

质。 欧盟制定这个条例的目的是就平台中介与其商户之间可能出现的各种限制

和不合理交易事先作出规定， 由此提升平台中介服务合规或不合规行为的透明

度。 这种法律不仅有助于提高平台经营者的自律性， 自觉避免和减少针对商户

的包括强制性 “三选一” 在内的不公平交易行为， 而且也有助于提高中小商

户的自信心， 帮助他们心理上防范平台经营者滥用市场势力的行为。②

２ 重视数字经济的特点

对于阿里巴巴的强制性 “二选一” 行为， 早在 ２０１５ 年就有电商平台提

出该行为涉嫌垄断， 但反垄断执法机构直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才对该案启动调

查， 这说明数字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存在阻力。③ 前文指出过， 不少学者认为

数字经济领域是开展吸引眼球的竞争， 相关市场无法界定， 不可轻言反垄

断。 反垄断执法在阿里巴巴电商平台 “二选一” 一案得到的最大收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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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平台经济领域滥用行为的案件中界定市场、 测度市场地位以及认定滥

用行为， 都应当充分考虑平台经济的特点， 包括双边市场、 网络效应、 规模经

济、 锁定效应、 用户转向其他服务的成本等与大数据相关的因素， 特别是界定

市场应考虑线上零售和线下零售的不同特点， 结合案件具体情况， 增强反垄断

执法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在这个方面，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

域的反垄断指南》 与 《反垄断法》 相比， 作了很多补充性规定。① 笔者认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前审议的 《反垄断法 （修正草案）》 在界定相关市场和认

定市场支配地位方面， 也应当补充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

四、 数据的互操作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当前的热点是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和数据互操作。 在

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法律争议案件是字节跳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在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起诉腾讯， 腾讯则予以反驳。② 腾讯和字节跳动都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

头部企业， 考虑到平台互联互通和数据互操作对数据驱动的创新具有重要意

义， 此一争议可被视为我国互联网经济反垄断争议热点中的热点。③

（一） 订立协议是数据开放的基本途径

有观点认为， 随着互联网平台的用户规模、 市场份额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超级平台已发展成为 “自然垄断”， 类似反垄断法的 “基础设施” 或 “必需设

施”， 应当作为公用设施进行监管， 它们的大数据应无条件地向包括竞争对手

在内的第三方开放。④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因为它忽视了数字经济是市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忽视了数字经济仍然存在着竞争和创新。 例如， １９９４ 年

成立的谷歌公司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垄断者， 它在 ２００２ 年超越雅虎坐上了全球

搜索引擎的 “头把交椅”。⑤ 但是， 数字巨头不是 “自然垄断”， 其垄断地位

或市场支配地位是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 它不应当以市场之外的方式作为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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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企业被监管， 甚至国有化或公有化。① 同样， 它们掌控的大数据作为生产

要素， 原则上也不应当公有化。 这也就是说， 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原则上属于企

业自主经营权的内容， 应当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进行， 因为这有助于数据安

全、 用户的隐私以及企业在收集和整合数据中的商业利益可以依法得到保护。
平台经营者一般愿意与第三方进行数据互操作， 这不仅有助于优化和扩

充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 增加新用户并为老用户提供更多内容和更多类型的

服务， 而且也有助于扩大平台的直接和间接网络效应， 吸引更多的广告商以

获取更多的广告收入。 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和腾讯的微信作为两个超级平台，
上面有几百万个 Ｂ２Ｂ 或者 Ｂ２Ｃ 小程序， 这些小程序都体现了数字企业之间

的合作关系。 ２０２１ 年底， 美团和快手达成了战略合作， 美团用户可以通过

小程序进入快手平台， 快手用户可以通过美团的小程序下单餐饮类服务。②

需要指出的是， 根据 《反垄断法》 相关内容， 掌控大数据的科技巨头即便可

以通过合同与第三方进行数据交易， 但必须得以公平、 合理和无歧视的条件开放其

平台和数据， 不得凭借其市场势力不合理地排除、 限制竞争， 包括不合理的拒绝交

易、 差别待遇、 限定交易、 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③ 《电子商务法》
也有相关规定。④ 在前文讨论的阿里巴巴一案中， 阿里巴巴就是因为开放平台和

数据交易中存在排除、 限制竞争的问题， 从而受到 《反垄断法》 的严厉制裁。
（二） 适用 “必需设施” 的问题

反垄断执法面临的难题往往产生于竞争者之间的数据互操作。 当平台 Ａ
被强制要求与其竞争对手平台 Ｂ 实现数据互操作， 即许可平台 Ｂ 对其用户数

据进行连续和实时访问， 平台 Ａ 可能认为其数据与电力、 自来水等公用事业

企业提供的普遍服务不同， 即数据的收集和整合不是为了向其他企业进行开

放， 而是为了自己的经营活动。 考虑到数据开放会影响其自身的经济利益， 平

台 Ａ 认为拒绝竞争对手访问其数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合理性。 然而， 平台 Ｂ
则可能认为， 获得平台 Ａ 的数据是其与平台 Ａ 开展竞争不可或缺的条件， 平

台 Ａ 的拒绝进入应当适用反垄断法的 “必需设施理论”。⑤ 国内科技巨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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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议基本上都涉及这些问题。 然而，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在

新浪微博诉字节跳动的一审判决中指出， 字节跳动通过复制、 粘贴等方式对新

浪微博的内容进行大规模移植， 这导致后者通过长期合法经营建立的市场优势

短期内被严重削弱， 字节跳动却以不投入和不付出成本的方式建立起自身的竞

争优势。 其结论是， 字节跳动的行为损人利己、 违反商业道德， 违反 《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判处其支付原告损害赔偿 ２１００ 万元。①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提出了 “必需设

施” 的概念并指出， “分析是否构成拒绝交易， 可以考虑控制平台经济领域必需

设施的经营者拒绝与交易相对人以合理条件进行交易”。 同时， 拒绝交易可能存

在正当理由， 包括 “与交易相对人交易将使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利益发生不当

减损”。②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 反垄断法的 “必需设施理论” 来自美国， 但美国

反托拉斯法如今几乎不再适用这个理论。 美国权威学者阿列达 （Ａｒｅｅｄａ） 曾对这一

理论进行过严厉批判。 他认为， “‘必需设施理论’ 开始就是错误的， 它妨碍企业向

重要资产进行投资， 这些投资对消费者具有高价值， 对所有权人是高成本， 否则不

会贴上 ‘必需设施’ 标签。 不受限制的 ‘必需设施理论’ 对现代市场创新有极大

的损害， 它一方面损害权利人的投资动力， 另一方面， 从长远看也损害消费者的福

利。 即便存在强制分享的案件， 也应是极例外的情况。”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２００４ 年在 Ｔｒｉｎｋｏ 案的判决中还强调： “阿列达教授的观点完全正确， 任何法

院都不应该对其无法解释或不能充分和合理监管的问题强加一种责任。”④

欧盟迄今有些涉及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案件适用了 “必需设施理论”， 如

Ｍａｇｉｌｌ 案、⑤ 微软案、⑥ ＩＭＳ 案⑦以及 Ｂｒｏｎｎｅｒ 案。⑧ 欧洲法院详细阐述了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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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为 “抄袭搬运” 买单！ 字节被判赔偿新浪微博 ２１００ 万》， ｈｔｔｐｓ： ／ ／ ｔ ｃｊ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ｖｉｅｗ ／ ２７４０１５７６１１ ／ ａ３５３７ｃａｂ０１９００ｕｑ９ｔ，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第 １４ 条。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Ａｒｅｅｄａ，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 Ｅｐｉｔｈｅｔ 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５８ （３）， １９８９， ｐｐ ８５２ － ８５３
参见 Ｖｅｒｉｚｏｎ Ｃｏｍｍｃｎｓ Ｉｎｃ ｖ Ｌａｗ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ｕｒｔｉｓ Ｖ Ｔｒｉｎｋｏ， ＬＬＰ， ５４０ Ｕ 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ｊｕｓｔｉａ ｃｏｍ ／ ｃａｓｅｓ ／ ｆｅｄｅｒａｌ ／ ｕｓ ／ ５４０ ／ ０２ － ６８２ ／ ，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Ｂｒｉｅｆ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ＥＣＪｓ Ｍａｇｉｌ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ｎｉｘ ｃｏｍ ／ ～ ｊｅｓｓｅ ／ ｍａｇｉｌｌ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Ｃａｓｅ ＣＯＭＰ ／ Ｃ － ３ ／ ３７ ７９２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 ／
ｃａｓｅｓ ／ ｄｅｃ＿ｄｏｃｓ ／ ３７７９２ ／ ３７７９２＿４１７７＿１ ｐｄｆ，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Ｅｍｉｌｙ Ｇｉｂｓ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Ｍ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Ｊ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ｎｄａｑ ｃｏｍ ／ ｕｋ ／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 ２６８５５ ／ ｉｍｓ － ｈｅａｌｔｈ － ｅｃｊ － ｒｕｌｅｓ － ｏｎ －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Ｃａｓｅ Ｃ － ７ ／ ９７， ｈｔｔｐｓ： ／ ／ ｃｕｒｉａ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ｊｕｒｉｓ ／ ｌｉｓｔｅ ｊｓ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ｅｎ＆ｎｕｍ ＝ Ｃ － ７ ／
９７，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者 “必需设施” 的构成要件： 进入市场不可或缺的投入； 在位者的拒绝交

易妨碍消费者获得潜在的新产品需求； 在位者的拒绝交易没有客观公正性；
拒绝交易排除下游市场竞争。 其中的关键性因素是在位者拥有进入市场不可

或缺的投入， 这一投入不仅没有现实的可替代品， 而且由于法律、 技术或经

济条件的限制， 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生产这一进入市场不可或缺的产品。① 然

而， 随着数字经济的技术发展， 即便有人认为不能访问数据就不能开发新产

品， 或者开发新产品在技术或经济上不可行， 但其举证难度非常大， 因为脸

书、 谷歌、 阿里巴巴、 腾讯以及字节跳动等科技巨头的发展历程表明， 它们

提供产品或服务之初都没有大数据。 成功的互联网企业虽然现在都拥有大数

据， 但其成功的第一要素是技术创新。 例如， 在今天的音乐流媒体服务市场

中， Ｓｐｏｔｉｆｙ 没有大数据的积累也成功超越了苹果旗下拥有大数据的 ｉＴｕｎｅｓ，②

这说明数据一般构不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 “必需设施”， 因为它一般无法达

到不可或缺的程度。③

（三） 数据互操作应以符合科学和合理的标准为前提

为降低科技巨头在数字市场的主导地位、 提高大数据的社会价值， 欧

盟和美国都在积极推动强制性的数据互操作。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通过了 《启用服务交换增强兼容性和竞争性法案》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ｃｔ），
目的是拆除即时通信领域超级平台之间的花园围墙， 使用户能够在相互兼

容的平台之间切换不同的服务商。④ 欧盟 《数据市场法》 虽然尚未对 “数
字守门人” 核心服务领域的数据强加互操作的义务， 但要求它们就其提供的

辅助性服务承担数据互操作的义务。⑤ 我国工信部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召开的行政

指导会上提出， 平台企业要限期按标准解除屏蔽， 要分步骤、 分阶段解决互

联互通问题。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发布的 《互联网平台落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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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８ Ｉ － ０７７９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３Ａ６１９９７ＣＪ０００７，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Ｈａｒｌｅｙ Ｍａｒａｎａｎ， Ａｐｐｌｅ Ｍｕｓｉｃ ｖｓ Ｓｐｏｔｉｆｙ⁃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ｕｓｉｃ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Ｇｉａｎｔｓ， ｈｔｔｐｓ： ／ ／ ｓｏｕｎｄｇｕｙｓ ｃｏｍ ／ ａｐｐｌｅ － ｍｕｓｉｃ － ｖｓ － ｓｐｏｔｉｆｙ － ３６８３３ ／ ，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王晓晔： 《数据互操作的竞争法思考》， 《竞争法律与政策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卷， 第

３ ～ ７ 页。
参见 Ｈ Ｒ ３８４９⁃ＡＣＣＥＳＳ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ｇｏｖ ／ ｂｉｌｌ ／ １１７ｔｈ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ｈｏｕｓｅ － ｂｉｌｌ ／ ３８４９ ／ ｔｅｘｔ，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 Ａｒｔ ６（ ｆ）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ｃｔ，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参见栗翘楚： 《工信部深入推进互联互通 分享链接或将告别复制乱码》，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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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责任指南 （征求意见稿）》 第 ３ 条也涉及超大型平台经营者的互操作问

题。① 该指南可被视为对工信部整治平台企业之间的屏蔽、 封禁等拒绝数

据互操作行为的行政指导工作的延续和发展。 以腾讯为代表的国内超大型

平台企业已经承诺， 要分阶段、 分步骤解决此前长期存在的屏蔽、 封禁和

限制竞争对手外链的问题。② 这说明， 对超大型平台的事前监管和行业监

管已经成为中国数字经济领域解决平台之间互联互通和数据互操作的

雏形。
数据互操作明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 也是科技巨头应当承担的社会

责任。 但是，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数据互操作有助于推动数据

驱动的创新， 提高数据的社会价值； 另一方面， 数据互操作也可能会产生消

极影响， 例如数据安全、 隐私保护、 平台服务质量等各种问题。 如果运作良

好的互联网平台不愿意与运作不良的平台进行互联互通和数据互操作， 这

就要求立法者和监管机构为推动数据互操作建立合理、 科学和透明的技术

标准和数据标准， 事先考虑数据互操作可能出现的技术、 法律以及商业方

面的各种问题。 前文指出过， 强制性数据互操作的问题主要存在于竞争者

之间， 因为这可能导致某些竞争者不必在获取数据的初级市场开展竞争，
而是通过 “搭便车” 以在位者失去竞争优势为代价进入下游市场。 “搭便

车” 不仅可能导致产品的同质化，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而且更重要的是可

能损害企业投资和创新的动力， 损害市场经济体制。 因此， 一方面， 国家

应当尽最大努力推进数据互操作； 另一方面， 也应当努力降低平台互联互

通和数据互操作的各种成本和风险。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要素市场化配

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③ 指出， 要在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数据安全的

前提下， 分级分类、 分步有序推动部分领域数据流通应用。 该通知还提出

探索建立数据用途和用量控制制度， 实现数据使用 “可控可计量”。 由此

说明国家在数字领域准备以稳妥的方式推进数据资产化服务， 这有助于数

字经济领域保证得到稳定和高质量的数据， 以及我国数字经济朝着健康、
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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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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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２０２１ 年是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元年。 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

无序扩张的主旋律下，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不仅出现了很多反垄断大案和要

案， 而且国家制定了多个对反垄断执法和对企业反垄断合规具有重要意义的

法律文件， 包括各种反垄断指南。 这些立法和执法活动说明， 我国数字经济

的反垄断已经常态化， 这一领域的竞争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２０２１ 年对国际社会的数字经济反垄断监管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欧

盟 《数字市场法》 和 《数字服务法》 均提出了 “数字守门人” 概念， 从过

去的反垄断事后监管改为事前监管， 这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美国都有很大

的影响。 美国在 ２０２１ 年的反垄断立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美国众议院

司法委员会通过的 ６ 个反垄断法案虽然尚未都进入最后的立法程序， 但其背

后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相当大的规模， 这足以说明当前任何经济领域立法

的复杂性可能都不会超过数字经济领域立法。
数字经济强化反垄断的潮流的确存在很多新的问题。 例如， 科技巨头之

间的互联互通和数据互操作如何能够做到不影响数据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和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遏制互联网大企业的并购活动如何不影响企业的经济效

率？ 企业并购的实质性审查是否还需要考虑相关的经济学理论？ 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局长张工指出， “随着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 各类市场主体的竞合关

系发生深刻变化， 资本在壮大中利弊两方面特征日益显现， 市场垄断和行政

性垄断同时并存，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亟须加强。”① 鉴于数字经济是

个全球性问题， 世界各国在这一领域的反垄断监管都面临同样的难题， 我国

在这一领域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活动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进行国际

合作。

（责任编辑： 方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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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 竞争活力、 创新活力———访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９ ／ ｃ＿１１２８２１３７４４ ｈｔｍ，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