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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会议要求，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尤其引起各界关注的是，会议强调，要有效管控重点风险，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其中，对平台经济提出了四大部署： 

——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 

——实施常态化监管； 

——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这无疑是平台经济领域迫切期待获得的明确预期。结合近年来相关政

策，并不难从四大部署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些新风向，从而理解政治局会议

向平台经济释放的重大利好，以及向市场传递的积极信号。 

此次对平台经济的四大部署中，促进健康发展被摆在了首要位置，关

键词是“促进”。 

而对比近年来监管角度的一些提法，尽管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

重是主基调，但通常是有“规范”二字加在健康发展之前，相关管理规定

和规划要求也不断细化。 

近些年，在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指导和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的多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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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019年 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明确了对新业态采取“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包容审慎监管”

的要求。 

2020 年下半年，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拉开大幕。2020 年底，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年 2月 7

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提出促

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 

2021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

提出，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建立健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市

场监管、宏观调控、政策法规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紧跟其后的当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从标题到正文，“规范”仍然

是关键词，先后出现了 9次。 

直至 2022年 3月 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专题会议

特别指出，关于平台经济治理，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方针完善既定方案，坚持稳中求进，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

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红灯、绿灯都要设置好，促

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政治局会议召开的两天前即 4 月 2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已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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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带动更多就业。 

从此前强调“规范健康发展”，到金融委会议提出“平稳健康发展”，

再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这次政治局会议更侧重于突出“促进健康发展”，

体现出平台经济监管与治理思路的应时而变和实事求是。 

四大部署的第二项，是“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关键的信号，是

“完成”二字。 

专项整改，针对的是平台经济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比如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情况时有发生，“二

选一”、“大数据杀熟”、APP过度索取权限、侵害用户个人隐私等问题。

这些成为监管部门出重拳打击治理的重点。 

2021 年 7 月，工信部启动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整治扰乱

市场秩序、侵害用户权益、威胁数据安全、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等行

为。9 月，工信部要求限期内互联网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与此同

时，某平台企业被开出反垄断史上最大罚单。2021 年全年，累计通报了

1549款违规 APP，下架了 514款拒不整改的 APP。 

银保监会则于 2021年 9月 7日公开回应，网络平台企业正积极对照

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有序落实完善公司治理、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合规

审慎开展互联网存贷款业务、推动小贷和消费金融公司合规展业、规范发

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项整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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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个月前，2022 年 3 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委会议，提出“稳妥推

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而随着政治局会议强调“完成平

台经济专项整改”，从“尽快完成”到“完成”按下加速键，监管脉络和

预期更加明晰，互联网行业有望走出转型发展阵痛期。 

这项部署的关键词是“常态化”。“常态化监管”是与“非常态监管”

相对而言的。从客观反映来看，近年来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具有鲜明的“强

监管”特征。 

过去两年，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出现的局部问题进行

了集中整治。这种方式强力而有效，同时也可能矫枉过正，甚而伤及行业

发展的元气。 

监管的出发点，是为保障更好的发展。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激

活竞争、激发创新活力。对于平台企业来说，需要对平台经济治理和反垄

断方面有一个明确预期。但来自国际国内诸多的不确定性，使平台经济遭

遇结构性挑战和改变，乃至现在排在前列的 6 家中国平台经济企业的市值

加在一起，已不及苹果的 1/3。 

这足以引起政策面的关注，这次提出的四大部署就是积极回应。在加

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后，必须也必然进入常态化监管的轨道。正

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的，探索建立适应平台经济特点

的监管机制，推动线上线下监管有效衔接，强化对平台经营者及其行为的

监管。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1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