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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正在发展成

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随着数据资源在更多情形的利用，围绕数据产生、存储、流通、使

用等各环节的法律问题不断涌现，数据治理成为当前最为前沿的法律问题。数据作为一项新

的生产要素，如何对由其产生新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制，各国相关立法都处于探索阶段。围绕

数据的立法探索显然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除解决最为紧迫的个人数据保护问题外，在大

数据产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释放数据资源，促进数据交流共享，是各国立法机构面临的

共同问题，围绕后一问题，各国立法机构、产业界、学术界展开了讨论，数据权属、数据共

享（交易）、数据竞争等法律问题在几年内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其中，数据的竞争法治理

与其他相关立法不同，在各国，竞争法规则早已确立，目前竞争法学界普遍的观点也是竞争

法规则面临涉及大数据案例时，应当根据数据的特点进行调整。事实上，竞争法在数据领域

实施，除面临的数据特点与技术上的挑战外，还将受到其他法律内容的影响与制约，其他法

律的制度设计是竞争法实施、分析的重要因素。同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究竟应当事前设

置企业行为规范，还是由竞争法予以事后监管，都是数据治理秩序建立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本文经过研究数据竞争规则与其他数据规则之间的关系，认为，

（一）数据共享要做到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协调

竞争法作为典型的事后监管法律，其应用于数据领域，除技术上和具体制度应用面临的

挑战外，还面临着与数据的事前监管法律制度相协调。从目前看，竞争法不但在促进数据资

源共享领域可能会与数据共享制度有所竞合，在个人数据保护领域，也在个人数据可携带权

利、强迫消费者同意隐私规则等方面有所交叉。目前，各国关于数据立法正在进行，应当谨

慎评估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的制度设计成本，及对个人数据保护、产业发展、企业创新、效

率等方面的综合影响。

鉴于数据本身的特点及商业活动的自由、开发，使得数据交易中纠纷呈现多样性及不可

预见性，若数据共享规则一味依赖事前监管，则易束缚企业的数据交易动力。因此，事后监

管及救济更为重要。中国目前各方面立法正在积极推进中，虽然尚未出台专门个人数据保护

法等法律，但是在数据产业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也赢得了观察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实施效果、

更好衡量立法影响的机会，希望中国的相关立法能够积极探索、谨慎论证，妥善解决事前监

管与事后监管的关系，成为数据立法的典范。

竞争执法应当充分考量其他法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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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据产业快速发展，虽然相关立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在数据法律秩序尚未完全

建立的前提条件下，企业之间围绕数据的竞争案件层出不穷，企业之间试图通过竞争法来厘

清之间的权利边界。在目前为数不多反垄断案件中，各种法律因素的考量也有所体现，比如

在 facebook 案中，考量了对数据保护法的遵守情况，在 HiQ 诉领英案中，法院也考量了用

户是否公开数据的意愿等因素。在我国相关立法还没有生效的情况下，相关执法、司法也应

当综合考虑数据相关案件的特殊性，综合数据保护、企业合理的数据权益等多种因素，作出

合理裁决。正如中国新浪诉脉脉案中，在《网络安全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法院吸纳其中

的用户同意原则，做出了判决，保护用户个人数据、维护企业利益，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因此，在反垄断执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中，不可避免的要综合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规

定及基本原则。同时，鉴于大数据背景下，涉及数据的竞争案件牵涉利益众多、复杂，应当

建立各方主体参与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个人数据保护、数据交易等领域，均有相关专家代表

参与，确保纠纷解决的公正、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