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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9月13
日电 题：平台经济反
垄断为何成为全球性
挑战？

— — 专 访 北 京 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
济学教授汪浩

中新社记者 王恩
博

随 着 一 系 列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出 台 ， 2 0 2 1
年 被 视 作 中 国 互 联 网
平 台 经 济 反 垄 断 “ 元
年 ” ， 引 起 广 泛 关
注 。 事 实 上 不 只 中
国 ， 为 促 进 平 台 经 济
有 序 竞 争 和 规 范 发
展 ， 近 年 来 美 国 、 欧
洲 都 出 台 了 针 对 性 措
施 。 平 台 经 济 治 理 ，
尤 其 反 垄 断 已 成 为 全
球挑战。

为 什 么 平 台 经 济
容 易 滋 生 垄 断 现 象 ？
中 外 平 台 经 济 治 理 思
路 和 实 践 有 何 异 同 ？
中 国 平 台 经 济 监 管 最
新 动 向 折 射 出 什 么 信
号 ？ 北 京 大 学 国 家 发
展 研 究 院 经 济 学 教 授
汪 浩 参 与 撰 写 的 《 平
台 经 济 — — 创 新 、 治
理 与 繁 荣 》 一 书 近 日
出 版 。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 ” 就 上 述 问 题 对 汪
浩进行了专访。

现 将 访 谈 实 录 摘
要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为
什么平台经济容易滋
生垄断现象？这种情
况是中国独有的吗？

汪 浩 ： 平 台 经
济 之 所 以 容 易 滋 生 垄

断 ， 在 于 其 具 有 网 络
外 部 性 的 特 点 。 也 就
是 说 ， 任 意 用 户 加 入
某 一 平 台 ， 都 会 使 该
平 台 变 得 更 有 价 值 。
于 是 当 一 个 平 台 越 做
越 大 ， 其 提 供 相 关 服
务 的 效 率 会 越 来 越
高 。 这 样 一 来 ， 平 台
效 率 和 市 场 竞 争 之 间
就 形 成 了 难 以 调 和 的
矛 盾 ： 平 台 要 提 高 效
率 就 必 须 做 大 ， 但 规
模 过 大 就 意 味 着 压
缩 竞 争 ， 进 而 导 致 垄
断。

这 个 现 象 并 非 中
国 独 有 ， 在 全 世 界 都
存 在 。 某 种 程 度 上 ，
其 并 非 一 个 新 概 念 ，
在 传 统 经 济 中 的 通 信
等 行 业 也 出 现 过 类 似
现象，只是近20年这个
特点变得更加显著。

中 新 社 记 者 ： 近
年来，为促进互联网
平台经济有序竞争和
规范发展，美国、欧
洲和中国都制定了一
系列政策，三者有何
差异和共性？

汪 浩 ： 三 者 监 管

思 路 普 遍 的 特 点 是 要
规 范 平 台 行 为 、 鼓 励
竞 争 ， 适 当 保 护 消 费
者 信 息 安 全 。 比 如 中
国 此 前 在 保 护 消 费 者
信 息 安 全 方 面 有 所 欠
缺 ， 于 是 近 年 来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进 行 查 漏 补 缺 。 同
时 ， 中 国 对 于 一 些 互
联 网 企 业 的 不 公 平 竞
争 行 为 也 在 着 手 开 展
反 垄 断 调 查 。 这 与 美
国 、 欧 洲 的 平 台 经 济
监管思路具有共性。

但 各 方 也 存 在
一 些 不 同 。 以 美 欧 对
比 为 例 ， 从 文 化 背 景
来 看 ， 欧 洲 高 度 重 视
个 人 隐 私 保 护 ， 一 定
程 度 上 阻 滞 了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 而 美 国 在 隐
私 保 护 和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之 间 则 进 行 一 些 妥
协。

美 欧 的 经 济 条
件 也 有 区 别 。 美 国 在
全 球 平 台 经 济 领 域 占
据 主 导 地 位 ， 其 利
益 是 全 球 性 的 ； 欧 洲
则 更 关 注 如 何 在 互 联
网 被 美 国 企 业 主 导 的

情 况 下 尽 可 能 保 护 自
身 利 益 ， 因 此 其 监 管
出 发 点 不 同 。 在 监 管
实 践 中 ， 美 国 经 常 对
欧 洲 的 一 些 做 法 表 示
反 对 ， 希 望 政 府 少 插
手 ， 但 欧 洲 倾 向 于 施
行 更 加 严 格 的 监 管 ，
建 立 更 加 完 善 的 制
度 ， 二 者 之 间 存 在 一
定矛盾。

中 新 社 记 者 ： 前
几年中国平台经济存
在一些不规范的“野
蛮生长”现象，美欧
有类似情况吗？

汪 浩 ： 以 美 国 为
例 ， “ 野 蛮 生 长 ” 主
要 体 现 在 大 平 台 拥 有
了 过 大 政 治 影 响 力 。
比 如 推 特 作 为 一 个 平
台 企 业 ， 从 经 济 角 度
来 讲 其 赚 钱 能 力 并 不
是 特 别 强 ， 但 政 治 影
响 力 非 常 大 ， 甚 至 可
以 封 禁 在 任 美 国 总 统
账 号 。 脸 书 等 平 台 所
有 者 也 有 一 定 政 治 野
心 ， 且 政 治 影 响 力 越
来越大。

这 也 是 美 国 如 今
更 重 视 平 台 经 济 反 垄
断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最 近 有 几 个 动 向 值 得
关 注 ， 一 是 美 国 有 监
管 高 官 重 新 强 调 “ 大
就 是 恶 ” 这 一 观 念 ，
其 监 管 措 施 一 定 程 度
上 可 能 会 更 针 对 大 型
科 技 企 业 。 另 外 ， 美
国 也 出 台 了 一 些 法 律
来 规 范 大 平 台 行 为 ，
特 别 是 针 对 一 些 排 他
条 款 ， 实 际 上 也 是 希
望 通 过 加 大 竞 争 来 限
制 大 平 台 的 政 治 影 响
力。

中 新 社 记 者 ： 美

东西问丨汪浩：平台经济反垄断
为何成为全球性挑战？(上)

《平台经济——创新、治理与繁
荣》 受访者供图

旧金山市民从推特总部附近经
过。刘关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