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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平台竞争现状

从三个方面观察中国平台经济的竞争状况：

(一)线上经济与线下经济之间存在竞争融合关系

1.线上线下经济现阶段仍然存在竞争关系。以电子零售商务为例。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19 年线下零售依然占据零售总额的 4/5，而线上零售额仅占总额的 1/5，线下对线

上交易有显著的制衡作用。

2.线上线下开始重新融合，使竞争关系更加复杂。

（二）现阶段平台竞争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平台用户是平台竞争问题的关键，用户的多平台归属加剧了平台之间的竞争。（我

个人觉得这一点理论界关注不够）。

二是平台呈现出多元化赋能与跨界竞争，生态竞争成为趋势。

三是市场的寡头结构与充分竞争并存。

（三）现阶段争议较大的热点竞争问题。

第一，排他交易。

第二，必要设施。

第三，平台责任与政府责任。

第四，平台竞争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二、解决这些争议问题的思路

监管背景：一是中国整体上还处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过程之中，行业主管部门更多的

是考虑行业发展、区域布局、社会治理、安全、隐私等等；二是竞争执法机构会面临更大的

技术性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争议：1.如何界定相关市场；2.如何认定市场支配

地位；3.如何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等等。

目前，理论界总结出平台经济的一些特征，如动态竞争、零边际成本、双边市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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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外部性等等，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或者说至少还有一些分歧和争议。同时竞

争执法机构在这个领域很难获得正向激励。

共识可以归纳为：

1.认识还不到位。在争议较大的问题上，谨慎是合适的；形成基本共识的问题，应该逐

步尝试解决。

2.尊重市场机制。随着平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阶段的突出问题，也许不复存在或者

没有那么重要。

3.部门分工合作。行业监管部门和竞争执法机构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但不能相互替

代。

4. 司法行政与企业间的互动。

三、现行法律的解决方案和挑战

（一）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以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竞争法律法

规体系，能够为解决平台竞争问题提供基本的法律框架和路径依赖。

（二）现有法律政策体系需要不断完善，以应对新技术、新模式等带来的复杂竞争挑战。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平台竞争的争议中，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法院判决，案子

明显更多。

（四）竞争执法机构和法院可以稳妥、渐进式地解决这些挑战和争议。

1.《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都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负责执

法，有统筹解决问题的空间；市场监管系统的四级构架，提供了在更小范围内的试错空间。

2.由法院更多处理争议和挑战，通过审理充分揭示平台竞争的内在特征，更有利于

把握规律，做出恰如其分的判决。

3.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可以以促进竞争为底线，协调各部门不同的政策目标。

四、对域外经验的借鉴

欧盟竞争总司有监管没大的平台企业；美国有监管也有大的平台企业，且有技术、模式

创新也有应用实践；中国也有大的平台企业，但主要成就在应用层面，技术、模式创新还不

足。因此，中美更具有相似性，可以更多地研究借鉴美国监管技术、理论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