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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送春风政策送春风，，平台经济迎来利好平台经济迎来利好
■中国城市报记者 方紫薇

好风凭借力，在一系列政
策的支持下，平台经济正在迎
来发展新机遇。

12月 15日至16日，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
议提到，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
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
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20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坚持“两
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提
振信心、更好发展；支持平台经
济健康持续发展。

政策传递出的发展信号已
经十分强劲。当前，平台经济
有何新形势、新发展、新变化？
未来将如何平稳有序发展？对
此，中国城市报记者邀请专家
进行解读。

释放积极信号
平台经济价值获肯定

对比前两年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关于平台经济的措
辞，本次会议对于平台经济发
展，释放出了相当明确的积极
信号。

中国城市报记者对比近两
年会议的措辞后发现，2020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
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
为重点任务。2021年的会议
指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
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今年会议
提到了“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
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
显身手”，平台经济价值得到初
步肯定。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更加务实，从中国的经济现状
出发，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
方案。”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

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
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平
台经济的提法，体现了中央重
视发展平台企业，认可了平台
企业在经济资源配置、供需配
置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认为发
展平台经济是提升经济效率的
有效方式。这将优化平台企业
的政策环境，提高平台企业发
展的支持力度，平台企业将迎
来新的发展。”

目前中国的平台经济发展
现状如何？“受全球经济萧条与
疫情影响，平台经济发展不是
很景气，大环境投资、消费较
弱。此外，中国存在少数几家
垄断平台，中小品类的创新受
到压制，不利于经济的活跃，相
关政策利好发布恰逢其时。”战
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
司创始人徐雄俊对中国城市报
记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的指挥棒落下，地方
随之跟上，释放出积极信号。
12月18日，浙江省委书记易炼
红在杭州深入企业、社区、科创
平台、文化遗址公园开展调研，
其中就有平台经济的代表性企
业阿里巴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
理事长王一鸣表示，平台经济
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形态。去年
下半年以来，平台企业发展势
头有所放缓。今年以来，中央
多次强调，要促进平台经济规
范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
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
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这
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
调，要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
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
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释
放了鼓励平台经济发展的明确

信号，这将推动平台经济开启
新一轮发展浪潮。

扩大内需
平台经济如何大显身手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
实施方案》提到，要加快培育新
型消费，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
费融合发展，培育“互联网+社
会服务”新模式，促进共享经济
和新个体经济发展。

“从内需来看，当前投资不
振、消费力不足，发展平台经济
有利于带动内需消费，也有利
于投资进入平台经济。”徐雄俊
表示，民营经济是宏观经济的

“晴雨表”，平台经济既是中国
民营经济的龙头，也是老百姓
衣食住行的一大抓手。发展平
台经济是为了从根本上扩大内
需消费、激活投资、重振出口，
这对经济的提振无疑是至关重
要的。

为何要发展平台经济？有
专家认为，在云消费时代，平台
化是根本趋势。

2022年，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数字经济已成为
稳增长、促转型、保民生的重要
支柱。以电子商务为例，从
2016年至今，零售规模逐年增
加，占网上零售总额的比重保
持在70%以上。

“平台对资源进行整合，买
家和卖家信息更加公开透明，
产品、销售特色、商誉等细节一
览无余，许多潜在争议平台都
能解决，交易成本切实降低
了。”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
地首席专家赖阳对中国城市报
记者表示，平台化带来的是全
面的产业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企业
的主要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和
供需匹配，发挥好平台企业的
作用能够大大提升经济社会的
活跃度。“目前，平台企业最大
的问题是资源配置效率不足。
诸如电商平台，有些电商平台
丰富企业销售渠道，但在供需
对接方面，需要耗费大量的资
源，成本很高，。这导致平台交
易的供需双方需要承担比较高
昂的渠道成本费用，这不利于
产业发展与效率提升，也没有
体现互联网在配置资源方面的
优势。”盘和林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竞
争中大显身手”等表述，也寄托
了社会对于平台经济“扬帆出
海”的殷切期待。“其一是助力
实体企业走出去，比如通过跨
境电商来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
化发展，打响中国品牌；其二是
平台企业直接走出去，利用中
国国内的成功模式，复刻到海
外，占领海外市场，这样既可以
带动国内产业向外延伸，也能
提升中国平台企业的全球影响
力。”盘和林说。

常态化监管
平台经济走向健康发展

近年来，平台企业在引领
发展、创造就业、承担社会责任
方面，逐渐成为“急先锋”“排头
兵”：近日，京东、菜鸟陆续出动
上千名快递小哥驰援北京；美
团、盒马、饿了么等线上平台成
为市场保供的中坚力量……

“平台本身在发展过程中
会存在一定问题，需要治理。
例如，有些平台发展到一定程
度的时候，会利用行业垄断性
的资源，提出一些不合理的条
款，限制合作商家，提高自己
的利润空间，实际上对于买卖

双方未必公平。此外，还有规
避平台规则的作弊行为。”赖阳
分析。

“现在大力发展平台经济，
意味着监管要更加常态化。平
台经济的发展活力与信心得到
了加强。”徐雄俊表示。

从政策信号来看，平台经
济将走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从平台反垄断转变为支持平
台企业引领发展，说明反垄断
已经取得成效，资本无序扩张
已经被有效遏制，对于平台经
济来说，过去的规范为未来的
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常态化
监管后，平台企业的外部发展
环境更加友善；法治红线明确
后，平台企业也更愿意在一些
领域深化投资，比如平台企业
赋能实体经济方面、平台企业
助力乡村振兴方面等；平台企
业也对自己发展的方向更加明
晰，更加敢于投入到引领发展
的道路上来，助力实体经济的
同时，也让平台企业获得更多
元的经营业务突破口。”盘和林
表示。

从市场环境来看，治理对
于平台企业也是一种保护。“第
一，对平台经济发展要鼓励，因
为这是根本的产业发展方向。
第二，对于发展中必然会出现
的种种问题，给予及时约束和
法律限制是一种保护，实际上
是在让平台经济良性发展，从
而避免恶意竞争破坏平台信誉
与发展环境。第三，治理可以
减少由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导致优质的平台被淘汰的现
象。”赖阳表示。

从平台经济监管来看，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
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认
为，将发展数字经济时的监管
定义为常态化监管，这说明未
来的监管不是突击式的，也不
是出了问题才会监管，是要将
管理前置化、常态化，这是对平
台经济的一种支持，是发展数
字经济的必然，也是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需要。

“常态化监管将取代重点
集中专项监管，常态化监管和
过去重点专项整改有所不同。
过去重点专项整改已经取得了
成效，未来要巩固效果，将这些
成果以制度化、法治化的形式
固定下来，明确成政策红线、法
律红线，以法治化来规范资本、
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就需要
常态化监管。相比于过去，监
管的思路更加清醒，但总体上
未来监管要遵循有法可依的总
原则，将以明确的政策红线来
规范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
展，让监管有法可依，让数字企
业、平台企业了解政策红线，以
合理、合法的方式发展壮大。”
盘和林认为。

山东烟台：
海工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近日，在中集来福士山东烟

台建造基地，多个海工装备项目

正紧张有序推进建设。

近年来，山东烟台加快发展

海洋高端制造业，积极打造海工

装备自主创新集成基地，形成了

由200多家海洋工程装备及其相

关企业构成的海工装备制造及配

套企业集群，相关产品远销30多

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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