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春解析科技平台治理：
五项制度应先行，职能必须
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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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晓春 

在厘清数据交易的概念与逻辑的基础上，需要更进一步就科技平台公

司与社会和谐相处探讨相应的制度安排： 

第一，科学地看待科技平台公司的垄断。要鼓励平台竞争，但又不能

以市场集中度定性垄断。平台的市场集中度不是必然负面的，真正的问题

是平台实现市场集中的手段。近期出台办法，禁止平台公司采取“二选一”

等手段垄断经营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科技平台公司职能单一化。科技平台公司真正的垄断问题是利

用平台垄断客户、垄断平台上的相关业务。因此，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平台

服务业务必须与其他业务严格隔离，其他业务只能以同样条件与平台上的

其他参与者公平竞争。 

第三，数据采集、治理、服务、出售持牌制。或不能允许同一科技平

台公司同时拥有以上四个环节的业务，特别是数据服务业务和数据交易业

务，不能由同一个公司经营。 

第四，建立专业的科技平台公司及数据行业监管体制。 

第五，各类科技平台必须开放。 

——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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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平台公司要与社会和谐相处 

人类千万年来都会追问一些永恒不变的问题，比如，人类与这个地球

上其他物种的区别。说追问，实际上是自问自答，因为没有其他物种会来

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近，云南那十几头象的行动引起了地球各地人类的关注。它们昼伏

夜出，出行有队形，有开道的，有殿后的；睡觉休息也有队形，并且有站

岗放哨的；互相嬉戏打闹，一言不合，分道扬镳。从它们行为的种种迹象

推断，它们有语言、有感情、有分工，应该也是有思想的，它们也是社会

性动物。 

如此看来，人类与其他物种真正的差别在于文字和科学。 

文字和科学又是相互关联的。科学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人类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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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完全依赖自然供给的生活状态。人类生活的物质供应越来越丰富、寿

命不断延长。正因为如此，人类崇拜科学，认为科学会给人类带来财富，

带来进步，带来幸福。 

千百年来，科学技术不断在发展，人类生活不断在演进，但人类依然

面对生老病死的烦恼，人类社会依然面临不平等的困扰，依然为争夺资源

而发动战争。科学技术解决了许多人类的生存问题，但并不能解决人类的

社会生存问题，有时反而强化了人类的社会生存问题。 

曾几何时，人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会从繁重的体力劳

动、简单乏味的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人类会进入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

社会。然而，这样的美好社会从未达到。自从工业社会以来，繁重的体力

劳动、简单乏味的重复劳动，在技术进步中只是转换了形态，且在资本和

技术的作用下，被更加精准和残酷地挤压。 

工业化时代来临，机器代替人的同时，人类也发明了泰勒制。科学的

机器设备和科学的生产管理制度，造成的是贫困的工人和紧张的劳资关系。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出发点是造福人类。但是资本

的逻辑很清楚：减少人工，降低人工成本。更加精准科学的管理，带来的

或是“996”和被算法牢笼的员工、快递小哥和客户。 

前段时间在苏州与一位制作苏州菜和糕点的非遗传人闲聊，才知道许

多著名美食的缘起，是因为做主菜剩下许多边角料食材，浪费可惜，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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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碎做成小糕点。本意是废物利用，降低成本，却意外成就了著名小吃，

增加了收入。 

在香港时，了解到一些超市和商场都与慈善机构等有合作，每天结业

时，把即将过期的生鲜食品赠送给这些机构，避免浪费。因为按商场规定，

这些食品第二天是不能上架的，当天必须处理掉。当然，在平时的运营中，

商场会持续总结销售规律，科学进货和调拨，尽可能减少当天要处理掉的

数量，以降低成本。 

但是，现在有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并不研究相关

商品的销售规律，并不服务于科学、精准地计算进货量和进货节奏，商场

销售剩余的商品只能白白扔掉。但为了流量，商场还必须降低销售价格。

于是，控制成本的唯一方法，就只有挤压上游供货商，这让上游供货商甚

至种植养殖业的农民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窄。 

同样是为了流量，一些高估值上市的，不顾金融的风险规律，向低收

入人群过度借贷，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

商业模式。 

曾几何时，我们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据更加开放，信息更加

透明，销售者可以更方便地找到需求者，消费者可以更容易地找到所需要

的商品；投资人可以撇开中介直接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精准地评估风险。

因此，各界敦促社会各方开放数据，打破信息孤岛。但与此同时，形成了

严重的信息和数据垄断。并且，数据成了数据垄断者垄断经营、向数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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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索取收益的工具。 

曾几何时，我们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更加公开，信息的传

递更加快速与广泛，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丰富、更方便，有利于促进人

们开放思维、独立思考。却没承想，互联网信息泥沙俱下，存在着各种虚

假信息和垃圾信息。各种人工智能算法的作用，有时反而更固化了人们获

取信息的渠道，为每一个人筑起了思想的围墙。 

人工智能、客户画像，初始是为了商品的精准营销。但当互联网上任

何事物都有了商品属性和营销属性后，比起商品的营销，思想的营销、观

念的营销更成为互联网上的主流——当一个人接受了一种观念，算法会自

动不断地发送同类观念的信息，有时观念更趋于极端化和低俗化，人们的

思想于是更封闭、更极端，为社会带来看不见的动荡隐患。部分人的过度

消费、过度借贷，是这类观念灌输在经济领域造成的一个恶劣结果。 

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因为数字经济的未来，数据，突然成了被广泛叙

事的名词，有所谓“得数据者得天下”之说，这之前是“得渠道者得天

下”“得流量者得天下”，也因此，数据便成为了“资产”。 

然而，与科技相连的数据和科技一样，数据作为资产是有两面性的。

好处不用多说，叙事者们有大量论述；恶的方面，疯狂攫取数据和滥用数

据的主体比比皆是。现在，人们都开始关注个人隐私和个人数据的权利，

以至于数据主权。但是，我认为，数据概念的泛化与混乱，其危害可能与

其作用一样，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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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有几位搞智慧管理的朋友跟我讲大数据的神奇作用，并吹嘘他

们已经拥有了多少数据。我说：“作为一个管理者，我完全清楚掌握足够

信息的重要性，也完全清楚打通各类信息隔离的协同效应。但是，作为一

个银行管理者，一个做国际业务的人，尤其是一个在境外工作过的人，我

更清楚，你应该采集什么信息，确保信息的安全性，比掌握足够信息和打

通信息隔离更重要。不该你拥有的信息，你抓取来了，并且用到了不该用

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科技的高度发展，人类现在意识到，人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同

样，科技更需要与人类和谐相处，科技平台公司要与社会和谐相处。 

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并没有善恶之分，为善还是为恶，是人的因素；

资本是逐利的，逐利的结果是善是恶，同样是人的因素。要让科学技术与

人类和谐相处，让科技平台公司与社会和谐相处，不可能只靠资本背后的

人的自我道德约束，还是需要公共制度和机制的安排。 

厘清数据交易的概念与逻辑 

科技平台公司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正在于大数据的有效运用。因此，

要创造一个大型科技平台公司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环境，先要理顺大数据的

一些问题。 

首先，需要更清晰地定义“数据”概念。目前，关于“数据”的概念

包含非常庞杂的内容，有时与传统的“信息”“资料”“情报”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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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大数据技术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成为“数据”的。但是，

经过大数据技术采集、处理之前的“数据”与经过大数据技术采集、处理

后输出的可以作为资产的“数据”究竟有没有区别？区别在哪里？经过大

数据技术采集、处理之前的“数据”是不是资产，是否可以交易？ 

这个分别，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确认原始数据所有权、使用

权及今后数据收益分享的前提。 

许多人强调，大部分数据都是人们在交易、生活等行动中产生的，本

来就无所谓归谁所有，这些数据科技公司不采集，就不成其为数据。但另

一方面，许多人又大声疾呼打通信息孤岛，实现信息共享，其目标不是这

些行为数据，正是那些原始档案信息及个人、机构的身份等各类相关信息。

不能不说，这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数据或信息。可能分别来讨论两类数

据，才能分清有关数据的一些法律等边界。 

其次，需要分清可共享数据和不可共享数据。可共享数据需要确定相

应的共享范围和期限。现在出台的新的法律要求对数据分级分类，是完全

必要的。 

目前，不仅“数据”这个概念泛化，“信息共享”也是一个非常泛化

的概念。同样的信息，或者数据，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机构，其意义、性

质和作用是不同的。“共享”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不是任何数据都可

以全社会共享的。不同的数据需要有不同的共享范围和期限，更不是所有

数据都可以提供给市场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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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4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