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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市场竞争秩序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平台经济迎政策利好平台经济迎政策利好
■中国城市报记者 孙雪霏

发 展 平 台 经 济 事 关 扩 内
需、稳就业、惠民生，事关赋能
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
11 月 22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
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统筹指
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
速崛起，规模持续扩大。平台
企业往往拥有海量用户，掌握
巨量数据、涉及众多领域、连接
海量主体，容易出现借助市场
优势地位侵害消费者和平台从
业者利益等问题。尤其是在流
量为先、低价模式下，各平台为
争夺用户和市场，制定一些不
公平、不合理的规则，导致商家
与消费者、平台的矛盾激化。

在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升级
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平台企业
规范经营、有序竞争、提升质
量，促进各方主体互利共赢？

低价竞争破局
质与价如何兼得

“2022 年，京东提出‘有责
任的供应链’价值主张；2023
年，追求健康、可持续的低价；
今年，则贯彻‘又便宜又好’理
念。”一名京东集团高层人士对
记者称。

2023 年下半年以来，原先
与主站区隔定位、主推白牌和
厂家直营的京东京喜、淘宝特
价版（淘特）等独立应用被战
略性放弃。为了迎战低价电
商平台拼多多，阿里也不再遮
掩低价策略，和京东一样转而
押注主站和主力应用，将核心
战略聚焦“性价比、厂家直供”
等关键词，流量分配权重也向
价格维度倾斜。仍处于上升期
的抖音则在品牌与价格之间取
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价
格焦虑”。“价格和体验作为一
级指标，一大动作就是同款比
价，商家若定价过高，就会失去
自然流量。”一位抖店运营人员
表示。

拼多多还将低价模式复制
到 海 外 ，旗 下 跨 境 电 商 平 台
Temu 自 2022 年 9 月 上 线 以
来，凭借低价优势迅速切入市
场，成功抓住了欧美通胀压力
之下的消费降级需求，平台规
模迅猛增长。为了进一步巩固
低价竞争优势，Temu 专设核
价师，要求商家供货价必须与
市场价持平或更低。“且市场价
通常设定为核价师能够找到的
最低价。”一名 Temu 家居品类
卖家透露，若核价不通过，商品
将无法上架；同时，平台实施严
苛的“同款竞价”机制，竞价成
功的商品独享流量。

但在低价之外，拼多多又
希望商家维持一定的质量标
准，采用“仅退款”、罚款等方式

管理商家，以期达成“又便宜又
好”的目标。

“零售的核心竞争力确实
是低价，但低价应通过效率提
升 获 得 ，而 非 通 过 压 榨 供 应
链。”上述京东人士指出，在对
供应链极限挤压之下，上下游
矛盾激化。有商家抱怨，部分
电商平台采用全托管等所谓创
新的运营模式，实质上加强了
平台议价甚至定价控制力，叠
加高退款、高罚款等强硬治理
手段，导致商家利润大幅压缩。

各大电商平台都被裹挟卷
入低价竞争漩涡。“追求低价的
结果之一是，一些劣质产品趁
机涌入，我们的优质商品却无
法加价。”前述抖店运营人员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全行业转
向低价的后果是，电商渠道分
层再度模糊，一些货品品质、用
料等一再缩水。

非货架电商平台在价格上
亦不再具有明显优势。“抖音的
销量有时不如淘宝，而投流、找
主播的成本也非常高。”一家内
容平台电商业务负责人举例，

“随着抖音渠道成本提升，平台
上很多商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减
弱，尤其是非直播间产品，价格
对比其他平台更贵。原因之一
是传统货架电商的逻辑与内容
电商的‘货找人’是反过来的。
比如在用户认知上，‘人找货’会
对货品供应链能力要求更高。”

电商平台“价格战”下，从
表面看，消费者以更低价格获
得了商品，但在绝对低价策略
下，平台对商家和工厂利润的
过度挤压，会导致消费者拿到
手的只是低价商品而非性价比
商品，且易产生质量、服务等方
面的隐忧。“同时，这种模式不
可避免地削弱了商家和工厂的
投入动力。”一名市场研究人士
如是说。

从“仅退款”到运费险
如何打击漏洞利用行为

为争夺用户和市场，各平

台竞相强化“用户为先”“消费
者导向”“提升用户体验”等策
略，并在用户与商家的纠纷中
坚决偏向消费者。然而，“用户
为先”理念被曲解、滥用，“仅退
款”、运费险等电商平台政策被
钻漏洞，演进出一条侵占商户
利益的黑灰色产业链。

“仅退款”政策最早由拼多
多 于 2021 年 推 出 ，旨 在 保 护
消费者权益，倒逼商家提高商
品质量和服务，以改善平台长
期泛滥的假冒伪劣情况。具
体流程为，消费者在确认收货
之日起的 15 天内，如订单存在
售后问题，可申请“不退货、仅
退款”。

2023 年底，淘宝、京东及
抖音等电商平台也相继调整争
议处理条款，将“仅退款”政策
纳入各自售后服务体系。

然而，这一旨在大力维护
消费者利益的政策，很快被钻
了漏洞。记者发现，某二手商
品交易平台上存在面向国内各
大主流电商平台的“折扣代购”
卖家，他们以七至八折不等的

“优惠价格”提供商品，而这些
折扣成本最终通过“仅退款”政
策覆盖。具体操作是，代购卖
家在收到购买链接和货款后，
先以原价在电商平台下单，待
消费者收到商品后，代购商家
利用“仅退款”或“空包、调包

（即寄回商品并非所购商品）”
等手法退回全额货款，实现“空
手套白狼”，“被薅”商家则钱货
两空。

“运费险”是电商平台的另
一个漏洞。退货运费险分为买
家和卖家两类，初衷是降低交
易成本并提升消费者购买意
愿。投保运费险可在发生退货
时，由保险公司赔付退换货运
费，赔付金额根据距离、商品重
量计算，通常在 8 元至 19 元之
间。这一赔付机制与批量寄件
快递单价之间的价差，催生了

“羊毛党”利用运费险漏洞牟利
的现象。其手法是大批量下单
有运费险的商品，再申请退货

退款并选择“自行寄回”，然后
以大包裹量与快递网点议得低
至 2—3 元的寄件单价，赚取运
费险赔付金与实际寄回运费间
的差价。

据了解，“羊毛党”和末端
物流背后还隐藏着平台规则
研究和教学人员、账号生产和
流转商、提供软件和脚本支持
的技术商、低价链接提供商、
录入专员及下单专员等大量
细分“工种”，这与“刷单”（虚
假电商交易）黑灰产链条高度
重合。

薅取“仅退款”、运费险“羊
毛”的行为显失商业公平，甚至
涉嫌犯罪。然而，一直强调风
控能力的各大互联网公司、保
险公司和物流公司，为何在此
类黑灰产业链面前失守？

一家为国内多家电商平台
提供运费险服务的保险公司指
出，利用“仅退款”折扣代购牟
利，需要大量消费者“上钩”才
能实现跑量，而骗取运费险无
需消费者即可完成交易闭环，
形成平台、物流、“羊毛党”，甚
至保险公司等多方“共赢”。

商家则成为这条黑灰产业
链上的唯一输家——他们缴纳
的运费险被白白消耗，换不回
真实销量。多名商家表示，通
过运费险骗取的差额，最终可
能通过保险公司提高商家的
运费险费率来覆盖这一赔付
成本。

健全常态化监管制度
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当前，电商平台和保险公
司正积极防范和打击上述欺诈
行为。针对“运费险”，前述保
险公司称，主要大型电商平台
均拥有先进的风控技术，双方
合作开发了综合风控模型，通
过卖家、买家、交易双方、商品
类目和收发货地址等多个维
度，对潜在的异常交易进行实
时监控和预警。

同时，一些平台推行退货

上门服务。一名淘天集团工作
人员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淘
宝的退货上门服务全国覆盖率
已超 98%。

上述保险公司表示，选择
上门取件服务时，赔偿款项会
直 接 支 付 给 物 流 服 务 商 ，可
有 效 规 避 黑 灰 产 风 险 ，目 前
此模式已覆盖 80% 以上的赔
偿案例。

“仅退款”方面，已有主流
平台着手治理平台生态。7 月
底，淘宝松绑“仅退款”并上线
店铺体验分体系，对 4.8 分以上
优质服务商家不主动介入仅退
款；9 月，上线“退货宝”，联合物
流公司、保险公司，进一步降低
商家退货成本。

11 月 21 日，拼多多在解读
第三季度财报时表示，将大力
投入专业合规团队，实时跟进
市场法规的更新和行业的趋
势，并将其转化为切实可行的
合规指导意见。

近年来，从强监管到逐步
整改，再到常态化监管，平台经
济市场竞争秩序逐渐规范。其
中，强化以反垄断为核心的公
平竞争监管是近年来促进平台
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

8 月 30 日，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宣布，督导阿里巴巴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完成三年整
改，并表示，将坚持监管规范和
促进发展并重，深入推进平台
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加
快健全常态化监管制度，指导
平台企业提升合规能力和水
平，不断优化公平竞争市场环
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
续创新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新一轮针
对算法典型问题的治理工作已
启动。11 月 24 日，中央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秘书
局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开展“清
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
理”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网
民关切，督促企业深入对照自
查整改，进一步提升算法安全
能力。

广西融安：
百年骑楼老街“夜经济”红火

11月28日，夜幕降临，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融安县长安镇百年骑楼老

街灯火璀璨，精彩纷呈的沉浸式互动演

出和非遗表演让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

受骑楼文化的魅力。图为当晚，演员在

融安县长安镇百年骑楼老街进行沉浸

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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