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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发布的《网络交易平台收费
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剑指网
络交易平台发展中的热点、痛点、难点，
凸显规范的重要性和及时性，旨在更好
保护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促进
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平台经济重构了现代商
业模式，数千万网络经营主体、众多灵
活就业人员、9 亿多网络消费者通过数
字平台相连，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

活 力 。 然 而 ，繁 荣 背 后 也 暗 藏 隐 忧 。
一些平台存在收费名目繁多、计算方
法复杂、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困扰着消
费者。

平台内经营者是平台生态的基石，
其生存状况直接影响行业健康。不合
理抽成等收费项目，屡受诟病。《指南》
的重要意义，在于让阳光照进模糊的灰
色地带。明确平台收费规则公示义务，
明确修改规则需依法公开征求意见，明

确收费规则历史版本保存时间……多
项针对性条款，强化平台收费公开透
明；明确重复收费等八类不合理行为，
为平台列出负面清单，让平台内经营者
对此类问题的维权有据可依。

加强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是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作 出 的 重 大 部
署。立规矩的目的并非限制平台发展，
而是进一步推动平台收费公平、合法、
诚信，引导其回归服务本质。《指南》鼓

励平台“在合法、合理、互惠互利的范围
内采取灵活多样的定价策略，降低平台
内经营者负担”，促进平台和平台内经
营者共同健康发展。

《指南》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平台
经济监管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让网
络 交 易 平 台 收 费 行 为 的 监 管 有 章 可
循。期待未来改进最终惠及广大消费
者，更加透明健康的市场将带来更丰富
的选择与更优质的服务。

规范，是为了平台更好发展
新华社记者 刘阳 周以航

自今年京东步入外卖赛道以来，
行业变局备受市场关注。近期，京东

“百亿补贴”与美团外卖“千亿助力
金”打起激烈的价格战，淘宝“小时
达”升级为“闪购”，由饿了么保障外
卖配送服务，同样给出大规模补贴。
如此之“卷”，尽管短时间内让消费者
得到实惠，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
业成长。

不久前，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
约谈京东、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企业，
要求公平有序竞争，共同营造良好市
场环境，切实维护消费者、平台内经
营者和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鲜明
传递反“内卷”信号，正是为了促进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实现优胜劣汰，需要市场竞争。
合理竞争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既让消费者得实惠，也保证企业获得
足够利润继续创新。低水平的“内卷
式”竞争，则会导致多输结局。恶性
降价、地方保护，让部分新能源汽车
销量大涨、利润大跌，一些项目资金
链断裂，让车主陷入维保难；电商平
台“仅退款”政策，挤压商家生存空
间，助长低质低价的不良风气……一

段时间内，类似案例并不鲜见。有企
业家坦言，一些行业无底线“卷价格”、
跟风式“卷赛道”、围剿式“卷人才”，
挤压企业利润空间，破坏产业链和市
场环境稳定，阻碍产业高质量发展。

“内卷式”竞争浪费社会资源，不
可持续。犹记网约车兴起之初，滴滴
和快的掀起“补贴大战”，导致双方最
高每天亏损 4000 万元。显然，这样的
竞争注定难以为继，最终以两家企业
宣布合并收场。

监管及时出手，对整治“内卷式”
竞争十分关键。几年前，社区团购赛
道也曾出现多家平台企业“跑马圈
地”的情况。2020 年，市场监管总局
等部门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
指导会，指出社区团购存在低价倾
销，应严格遵守“九个不得”。通过依
法加强社区团购价格行为和反不正
当竞争监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得
到有效维护。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
关系，需要“看得见的手”该出手时就
出手。从去年 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到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综

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
和企业行为”，再到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作出
具体部署，相关举措落实落细，在反

“内卷”上动真格。
还要让“看得见的手”成为“赋能

之手”。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能
够推动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促
进资源优化配置，增加消费者福祉。
应当看到，此次多家平台争夺外卖和
即时配送领域市场，背后有真实的市
场需求，反映出消费者对更优惠价
格、更好服务体验的期待。相关部门
及时规范竞争秩序，并不是叫停竞
争，而是引导平台企业摒弃打价格战
这种“内卷式”竞争，打开思路，从争
夺存量转向创造增量，加强技术创
新，重视差异化发展，回归到良性竞
争的正途。如此，才能共同促进行业
高质量发展。

作为数实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
平 台 经 济 蕴 含 着 发 展 新 动 能 新 机
遇。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及时叫
停、有效防范“内卷”，确保行业在规
范轨道上运行，平台经济必将打开新
空间、创造新可能。 来源：人民日报

反“内卷”该出手时就出手
林丽鹂

今年“五一”假期前夕，
国内某消费者网购计生用品
后，遭到外卖员言语骚扰，再
次引发网民对网购中个人信
息泄露的担忧。

前脚商品刚到手，后脚
推销电话就接踵而至；购买
隐私商品被“裸奔式”发货，
遭遇社死……网购中的类似
经历，令不少消费者愤怒、疑
惑、不胜其烦。

平 台 经 济 盛 行 的 算 法
时代，企业与商家都希望通
过更精准的用户画像了解消
费者的购物习惯，但其获取
的每条用户信息不仅承载着
消费者对更好更优消费品质
的期待，更关乎消费者的隐
私与安全。

网 络 消 费 的 便 利 不 应
以牺牲消费者隐私安全为代
价，个人信息保护不能只是
说说而已，需要有关平台企
业和监管部门以更大力度、
更大决心守护个人信息，筑
牢安全防线。

平 台 企 业 要 扮 演 好 网
络消费中消费者隐私“守门
人”角色。保护个人信息是
平台企业的基本责任，一方
面要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行
业标准中有关网络安全的主
体责任，从源头斩断消费者
个人信息泄露的利益链；另一方面不能越
俎代庖，打着便利服务和算法优化的幌子
替消费者“多头共享信息”。

监 管 部 门 要 让 监 管 手 段“ 长 牙 带
刺”，加大处罚力度。进一步提升处罚上
限，狠刹行业不正之风。同时，有关部门
可联合构建起“信用惩戒”的大网，将严
重违规企业及个人纳入各相关领域“终身
禁入名单”，让违法成本穿透企业“生命
线”；此外还应大力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建设，减少互联网平台向公众
验证明文个人身份信息的场景。

强化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
从根本上还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相关部门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针对危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新苗头、新现
象，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个人隐私
和信息安全筑牢法律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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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共享单车骑行“被超时”成为消费者的槽点，有的骑行结束关锁后仍提示“数小时未锁车”，有的免费

时长内骑行却被扣钱。无独有偶，取消打车订单被扣费、免费套餐被扣服务费、自动续费无事先通知……网络

平台“开盲盒式”扣“小钱”的情况不在少数。一个个看似精明的变现策略，实则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侵蚀了消

费者信任。网络平台应履行好自身职责和义务，提升平台收费透明度，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相

关监管部门也要用更大强度、更多智慧的监管执法捍卫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莫让“小事”积少成多，成了影响消

费环境的大事。（时 锋）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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