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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恢复性救济

郝俊淇*

内容提要:加强和改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应当统筹垄断行为的认定和救济的制定实施,重视

恢复性救济,直击责任主体在规模、范围、网络、数据等方面的不当垄断优势,消除垄断行为对

竞争的不利影响,重置有效的市场竞争条件。恢复性救济既可以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非歧视

义务、数据隔离义务、数据共享义务、互操作义务、强制结构性分离等传统措施,也可以采取要

求算法共享、责令暂时停业、补贴竞争对手、促进个人数据可携权行使等新型措施。尽管面临反

事实状态难于阐述、进入壁垒不易确定、市场可竞争性存疑、时度效不易把握等潜在挑战,反垄

断执法机构应遵循有效性、必要性、及时性、可管理性等原则和方略,统筹救济制定、实施、监

督、矫正和保障,以充分实现反垄断执法的价值。

关键词:平台经济 垄断行为 竞争妨碍因素 恢复性救济 救济措施

一、问题缘起:被忽视的恢复性救济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过程中,出

现了与之伴生的平台垄断、赢者通吃、市场倾覆等风险挑战。平台经济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

加强和改进反垄断,“破除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等问题,防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

除、限制竞争”〔1〕。从域内外情况看,受到质疑的平台垄断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种:(1)运

用算法、区块链等技术达成和实施垄断协议;(2)基于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及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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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自我优待、算法价格歧视、强制 “二选一”、拒绝或限制互操作、隐私政策搭售、过度处理

用户数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3)可能引致数据极端不对称集聚或扼杀创新的 “根茎式”

并购、“掐尖式”并购等反竞争的经营者集中。运用反垄断法处理这些行为面临两个阶段的挑战,

不仅涉及第一阶段的垄断行为认定难题,而且涉及第二阶段的救济措置难题。在第一阶段,由于

认识局限和信息成本,垄断行为的认定规范可能过于粗糙或不够精确,因而行为定性通常受到

“误判错误”或 “漏判错误”的影响。在第二阶段,救济需兼顾合理补偿、惩戒威慑、恢复竞争

等多重目标,〔2〕若措置不当,救济可能比 “疾病”更糟糕,也可能仅有隔靴搔痒或杯水车薪

之效。

长期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对反垄断的关注大多聚焦于第一阶段的垄断行为认定规范或责任

标准问题,对于第二阶段的救济目标、救济措施、救济运行等问题不够重视。〔3〕即使留意了

救济问题,但往往将救济狭隘地理解或限定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赔偿损失等制裁性或惩罚

性措施,忽略了旨在消除不当垄断势力、重置有效竞争过程的恢复性救济措施的重要性。〔4〕

恢复市场竞争是反垄断救济的最终目标的认识在域外理论和实务界几成共识,〔5〕但国内关于恢

复性救济的系统性研究至今鲜见,且新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2022年修正)

(以下简称 《反垄断法》)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依旧存在 “重制裁、轻救济”问题,进一步暴

露出责任方式的结构性失衡,未能弥补恢复性救济制度的体系性缺陷。〔6〕以至于在查处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和垄断协议案件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仍旧只能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狭窄权

限范围内打转。〔7〕鉴于此,加强和改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亟需统筹垄断行为的认定和救济

的制定实施,避免顾此失彼、陷入 “人人都想抓住 ‘坏’行为,但很少有人愿意清理它们”的尴

尬境地。〔8〕

其实,正是由于传统反垄断法的责任标准太过烦琐、恢复性救济太过脆弱,创建旨在保障平

台经济或数字市场可竞争性和公平性的事前监管制度的动议不绝于耳,一个典型例子是已于2022
年11月1日生效实施的欧盟 《数字市场法案》(DigitalMarketsAct,DMA)。然而,正如学者所

言:“DMA更像是一项通过后门进行的竞争法改革,而不是一项带有监管理念的独特立法。”〔9〕

实际上,恢复性救济制度与事前监管制度具有较明显的竞合关系乃至替代关系,如果反垄断的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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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A.DouglasMelamed,Afterword:ThePurposesofAntitrustRemedies,76AntitrustLawJournal359(2009).
救济问题是尚未理论化的反垄断领域。SeeKeithN.Hylton,Remedies,AntitrustLaw,andMicrosoft:Commenton

Shapiro,75AntitrustLawJournal773,774(2009).
SeeEdwardCavanagh,AntitrustRemediesRevisited,84OregonLawReview147,202 203(2005).
竞争法的最终目标应是恢复竞争。SeeE.ThomasSullivan,AntitrustRemediesintheU.S.andEU:Advancinga

StandardofProportionality,48TheAntitrustBulletin377,424(2003).
参见郝俊淇:《救济制度适用于事后调查类垄断案件研究———兼议新 <反垄断法>的遗留问题》,载 《经贸法律评论》

2022年第5期。
实践中,反垄断执法机构有时会进一步制作行政指导书,要求违法主体在落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内控合规管

理、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改,但是,行政指导书不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最终保证的救济措施 (法律责任方式),至

多是某种柔性执法机制,难以弥补恢复性救济制度的缺失,也难以保证恢复市场竞争的现实成效。

SeeAnastasiyaBobyleva,ChoiceinDigitalAntitrustLaw,availableat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

abstract_id=3945266,lastvisitedonNov.5,2022.
PhilippBongartz,SarahLangenstein&RupprechtPodszun,TheDigitalMarketsAct:MovingfromCompetitionLaw

toRegulationforLargeGatekeepers,10JournalofEuropeanConsumerandMarketLaw61,6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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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性救济制度足够敏捷和强健,创建事前监管制度就不具有迫切的必要性。〔10〕不过,平台经济

领域竞争的特殊性的确放大了反垄断的第二阶段挑战,开展有效的恢复性救济面临更多挑战,但

这绝非意味着反垄断法在平台经济领域将彻底失效。

基于以上背景和问题,下文首先对恢复性救济作一般性的理论考察,进而呈现适切于平台经

济领域反垄断的恢复性救济的规范框架,其重点是对若干传统和新型恢复性救济措施展开探讨,

并对救济的制定实施提供原则和方略指引。

二、恢复性救济的理论基础

在反垄断法上,救济是垄断行为所致法律责任关系的实现方式,恢复性救济是为有效终止垄

断行为并消除行为对竞争的不利影响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一)反垄断救济的内涵

《元照英美法词典》将 “救济”定义为 “矫正、纠正或改正已发生的不当行为或业已造成损

害或损失的行为”〔11〕。实际上,法律救济因权利或法益遭受侵犯而产生,实质是基于法律责任关

系而采取的某种责任实现方式。而所谓法律责任,是 “因损害法律上的义务关系所产生的对于相

关主体所应当承担的法定强制的不利后果”〔12〕,包含两层含义,即法律责任关系和法律责任方

式。法律责任关系与法律义务 (第一性法定义务)密切相关,其核心是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

致的第二性义务,〔13〕亦即 “让某主体承担不利后果的依据”〔14〕。法律责任方式,即法律责任关

系的实现方式,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制裁性方式,即通过国家强制力对责任主体实施的以惩罚

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制裁,如惩罚性赔偿、罚款、罚金刑、自由刑等;另一类是补救性方式,即

“保护法所确认的利益,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和法律秩序的纠错机制”〔15〕,亦即由责任主体通

过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主动履行和实现义务,或由国家强制力作为最终保证,要求责任主体以作

为或不作为形式履行和实现义务。自此而言,所谓反垄断救济,是基于垄断行为所致法律责任关

系,由责任主体通过特定方式承受的以国家强制力为最终保证的不利后果。例如,我国 《反垄断

法》规定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损害赔偿等制裁性救济,以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附加减少集

中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条件,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资产、限期转让营业

等补救性或恢复性救济。

(二)恢复性救济的意义

垄断行为是企业通过单独或联合方式损害市场竞争进而形成、维持、加强垄断势力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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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救济为恰当理解和处理平台经济治理体系中反垄断与事前监管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基于其他视角

的探讨,参见王磊:《走出平台治理迷思: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载 《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周汉华:《论平台经

济反垄断与监管的二元分治》,载 《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侯利阳:《平台反垄断的中国抉择:强化反垄断法抑或引入行业

规制?》,载 《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1期。
《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7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李拥军:《法律责任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载 《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刘水林:《经济法责任体系的二元结构及二重性》,载 《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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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反垄断法之所以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意在保护市场竞争,以此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激励

创新、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些法益适用 “无救济则非法益,非法益则无救

济”〔16〕原理,也就是说,当垄断行为损害或可能损害这些法益时,国家必须为之提供相应的

法律救济。

从救济功能和目标来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损害赔偿以及罚金刑、自由刑等制裁措施,

虽可通过威慑效果起到预防垄断行为的作用,但无法消除责任主体不当积累的垄断势力,也无法

恢复被垄断行为破坏的市场竞争条件,进而无法对上述法益予以补救和改善。事实上,对于规模

庞大、资金雄厚的超大型平台企业而言,任何 “合理”的罚款或许不过是轻轻一击。例如,谷歌

在2017至2020年因三次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被欧盟委员会累计罚款82亿欧元,但罚

款并未削弱谷歌在通用搜索服务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也未恢复有效竞争的市场基础,甚至没有

为预防类似垄断行为的发生起到应有的阻吓作用。〔17〕再如,针对某些头部平台企业实施 “二选

一”的限定交易行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先后开出多张巨额罚单。姑且不论这些罚款是否产生

了恰如其分的威慑效果,责任主体凭借违法行为所积累的用户、流量、数据以及算法等不当垄断

优势不会因罚款而自动消解,即罚款不具有恢复竞争之效。

综上可见,一个健全的反垄断救济体系不应当局限于惩罚、制裁或威慑,它必须将 “恢复市

场竞争”作为核心目标甚至是最主要的目标,以消除责任主体的不当垄断势力,恢复无垄断行为

时本应存在的市场竞争状况。如果反垄断执法机构证明了垄断行为,却找不到恰当的恢复性救济

举措,这要么表明垄断行为的认定规范或责任标准存在缺陷,要么表明该案不适合由反垄断法解

决———稀缺的执法资源最好用在其他地方。〔18〕易言之,恢复性救济的措置情况及预期效果,不

仅可用于检验行为定性的可靠性,而且是制约反垄断执法成功与否、价值高低的关键。〔19〕传统

恢复性救济措施的类别如图1所示。

三、恢复性救济须紧盯的竞争妨碍因素

与平台企业不当垄断势力相关的竞争担忧有时也被描述为平台垄断、数据垄断、赢者通吃、

市场倾覆等。尽管称谓有别,但这些担忧皆包含对下列竞争妨碍因素的关注。进而言之,恢复性

救济须紧盯这些竞争妨碍因素,以寻求消解不当垄断势力、重置有效市场竞争条件的可行方案。

(一)不当规模经济优势

数字产品的固定成本高,可变成本、边际成本几近于零,所以平台驱动的市场具有更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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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凌斌:《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载 《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

SeeThomasHoppner,AntitrustRemediesinDigitalMarkets:LessonsforEnforcementAuthoritiesfromNon-Compli-
ancewithEU GoogleDecisions,availableat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739813,lastvisitedon
Nov.6,2022.

SeeWilliam Kovacic,DesigningAntitrustRemediesforDominantFirm Misconduct,31ConnecticutLaw Review
1285,1310 1316(1999).

SeeOECD,RemediesandSanctionsinAbuseofDominanceCases:NationalContributionsofUnitedStates,p.178,

availableat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abuse/38623413.pdf,lastvisitedonNov.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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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传统恢复性救济措施的类别

规模经济效应,乃至表现出极度规模报酬的特征,即 “相对于获得产品的庞大用户数量而言,数

字产品的生产成本低得不成比例,从而给市场上的在位企业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20〕。实现极度

规模报酬的前提是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因而能否大规模地吸引、圈占用户,成为竞争成败的关

键。正如美国司法部对谷歌提起诉讼时指出:“规模是关键 (scaleisthekey),谷歌的用户和数

据规模是如此之大。谷歌利用分销协议为自己锁定规模而不让其他人获得规模,从而非法地维持

其垄断地位。”〔21〕其实,平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可能源于其数字产品的卓越性能、良好的用

户体验,也可能源于其策略性的反竞争行为,如通过排他协议、限制多归属、“根茎式”并购等

行为不当形成、维持、加强自身用户规模。当商业机会被垄断行为封锁,竞争对手即便投入高昂

成本也难以吸引足够数量的用户以构建临界规模的用户基础,此际,由于市场竞争条件遭到破

坏,竞争对手挑战垄断者的动机和能力皆受到严重制约。

(二)不当范围经济优势

整合化、集团化、生态化经营是平台企业运作的共同倾向。因为在供给方面,数字产品的创新

和开发通常是模块化的,可以共享数据、技术、硬件、软件等投入要素;在需求方面,产品生态系

统能带来消费者协同效应。〔22〕换言之,平台企业通常不局限于单一业务领域,而是围绕核心平台

业务,叠加汇聚众多子平台业务。比如,以社交媒体作为核心平台业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支付、

购物、出行、游戏、短视频娱乐等业务。平台企业的这种范围经济优势既可能源于其规范有序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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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JacquesCrémer,Yves-AlexandredeMontjoye&HeikeSchweitzer,CompetitionPolicyfortheDigitalEra,p.2,avail-
ableat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reports/kd0419345enn.pdf,lastvisitedonNov.8,2022.

UnitedStatesv.GoogleLLC,No.1:20 cv 3010APM (D.D.C.Oct.20,2020).
SeeMarcBourreau,AlexandredeStreel,DigitalConglomeratesandEUCompetitionPolicy,availableathttps://

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 abstract_id=3350512,lastvisitedonNov.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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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也可能由一系列反竞争的平台包抄策略所形成、维系和巩固。例如,平台企业在原始市场占据

支配地位,其通过隐私政策搭售、捆绑服务、自我优待等行为,或者借助纵向并购、“掐尖式”并

购等集中行为,切入多个目标市场并占据优势地位,同时巩固其在原始市场的支配地位。虽然范围

经济或集团效应蕴含着不容忽视的效率利益,但也可能弱化企业之间的竞争,助推反竞争产品的扩

散,提高创新者的进入门槛,使歧视性待遇更加普遍,导致封锁竞争的系统性风险。

(三)不当网络效应优势

“网络”是一个易受需求方规模经济影响的市场,产品会随使用人数的增加而变得越发有价

值。网络效应可以用梅特卡夫法则加以描述,即网络的价值以用户数量平方的速度增长。〔23〕由

于网络效应优势的存在,“新的市场进入者仅通过提供比在位企业更好的质量或更低的价格是不

够的,它还必须说服在位企业的用户转移到它们的自身服务,因而可能会阻碍新的优秀平台取代

市场上的既有在位企业”〔24〕。究其原因,在位企业强大的网络效应使用户可从中获得不断递增的

效用,表现出显著的用户黏性和锁定效应,即无人愿意第一个放弃既有网络效应而冒着被孤立的

风险转换到新产品中去。不过,平台企业获取、维持和加强网络效应的过程可能是基于效能竞

争,也可能是基于不当限制竞争,如拒绝平台、网络、数据的互操作,限制用户多归属,阻碍数

据可迁移等。有研究表明,网络效应具有强弱程度差异,“当一家企业在具有强大网络效应的市

场中占据支配地位时,它将对互操作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25〕。也就是说,越是强大的网络效应

越具有自我巩固和排斥竞争的倾向。不当网络效应优势下用户的锁定效应和转换成本,加之用户

的某些行为偏差 (如倾向于坚持默认选项),构成了其他企业的重大进入壁垒,使之很难借助竞

争驱动的力量开展与责任主体相抗衡的网络竞争。

(四)不当数据集聚优势

平台经济是典型的数据驱动型经济。企业从各种来源收集消费者身份、行为、偏好等数据,

将其整理成综合性数据集,并利用这些数据集识别消费者的特征,为其提供个性化产品。数据特

别是消费者数据,已然成为实现效率的重要投入和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26〕实际上,平

台企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优势,与其数据的数量 (规模)、种类 (范围)、网络效

应优势是相互成就的。庞大的用户规模意味着充裕的数据采集点,多维的产品线意味着丰富的数

据采集源,不同于用户网络效应 (人的直接网络效应),数据本身也具有网络效应 (数据的间接

网络效应),即通过对使用不同数字产品的消费者的个人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应用,催生出更

多更具价值的数字产品。可见,数据严重不对称的集聚是平台企业垄断势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有

学者将其称为 “数据垄断”。〔27〕尽管这种非对称优势可能是市场过程的自然结果,但也不排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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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参见 〔美〕卡尔·夏皮罗、哈尔·R.范里安:《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孟昭莉、牛露晴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0页。
前引 〔20〕,JacquesCrémer、Yves-AlexandredeMontjoye、HeikeSchweitzer文,第2页。

IanBrown,Interoperabilityasatoolforcompetitionregulation,availableathttps://ideas.repec.org/p/osf/lawarx/

fbvxd.html,lastvisitedonNov.10,2022.
参见时建中:《数据概念的解构与数据法律制度的构建:兼论数据法学的学科内涵与体系》,载 《中外法学》2023年

第1期。
参见 〔美〕莫里斯·E.斯图克、艾伦·P.格鲁内斯: 《大数据与竞争政策》,兰磊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

297 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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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排他性数据收集等反竞争行为的影响。正如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指

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在线平台企业相对于较小的竞争对手和初创企业拥有极不对称的数据

优势,这些数据优势一方面加强了大型平台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另一方面成为其他企业的进入

壁垒……虽然数据是非竞争性的,但企业可能通过技术限制和合同排除竞争对手获取、使用这些

数据。这些排他性策略可以封锁市场,保护在位企业免受竞争。”〔28〕

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传统和新型恢复性救济措施

着眼于消除与平台企业不当垄断势力紧密关联的竞争妨碍因素,潜在的恢复性救济措施并非

定于一尊,无论是传统措施还是新型措施,都各具优势和劣势,而无绝对孰优孰劣的抽象之分。

(一)传统恢复性救济措施及其潜在利弊

1.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当垄断行为被认定违法后,制止违法行为是反垄断执法机构事后救济的首要工作。这种措施

在中国反垄断法上被称为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从效果上看,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能够防止市场

竞争条件、经济效率、创新利益、消费者利益等进一步恶化,起到及时止损的作用,属于消极意

义上的恢复性救济措施。如果能及早发现和制止垄断行为,且预期市场的内在修复功能将迅速恢

复市场竞争,那么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许就足够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垄断行为已长期存

在,加之认定垄断行为需花费较长时间,仅仅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不仅难以恢复因垄断行为而损

失的竞争,而且责任主体依然可凭借不当垄断势力从其他策略维度实施更为隐蔽的垄断行为,这

将使市场竞争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处境变得更糟。

2.非歧视义务

在平台经济领域实施垄断行为的责任主体通常作为 “守门人”把控着市场通道,构成多方用

户交互的 “中介基础设施”。这样的平台企业即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用事业,也在事实上承担

着广泛的 “公共性”。其实施歧视性待遇、扭曲性的平台规则等垄断行为本质上是对 “公共性”

的背离。〔29〕捍卫这种 “公共性”、恢复市场竞争的救济措施之一,是对责任主体施加概括性的非

歧视义务,确保网络、平台、数据、流量、技术、规则、服务等资源或要素对所有用户的可得

性、中立性或公平性。根据垄断行为损害机理的不同,非歧视义务可细分为非排斥义务、非扭曲

义务和非剥削义务。〔30〕例如,欧盟委员会对 “谷歌比较购物服务案”的处理,试图在比较购物

服务市场重新注入竞争,要求谷歌遵守平等对待竞争对手比较购物服务和自家比较购物服务的原

则,这实际上是对谷歌搜索服务施加的一种非排斥义务。

不过,非歧视义务很大程度上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 “镜像”,只明确了责任主体不应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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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JerroldNadler&DavidN.Cicilline,InvestigationofCompetitionintheDigitalMarkets:MajorityStaffReportandRec-
ommendations,p.42 43,availableat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lastvisited
onNov.10,2022.

参见张晨颖:《公共性视角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载 《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
参见郝俊淇:《平台经济领域差别待遇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载 《法治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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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性行为,但没有规定其应当为何种行为、如何行为。这样的救济措施或许有助于消解和预防

行为性进入壁垒,但无法根除垄断行为导致的结构性进入壁垒,也无法消弭责任主体的不当垄断

势力,故而难以全面、有效地恢复市场竞争。此外,“歧视”的含义经常引发争议,如果全凭反

垄断执法机构介入调解,这种费时费力的不间断监督,可能使反垄断执法机构难堪重负。

3.数据隔离义务

如前所述,责任主体不当垄断势力的核心来源之一是基于数据规模 (数量)、范围 (种类)、

网络效应造就的强大在位优势。数据隔离作为一种行为性分离义务,要求责任主体对不同来源或

业务领域的数据予以区隔,即设置独立的 “数据仓库”或 “数据防火墙”,防止不同来源的数据

被不当整合、用以巩固数据 “护城河”并从事更多的垄断行为。例如,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对

“Facebook案”作出裁决,要求Facebook不得将从 WhatsApp、Instagram以及第三方渠道收集

的不同来源数据与用户的Facebook账户数据进行整合,除非征得用户的同意。〔31〕再如,谷歌为

了通过欧盟委员对其收购Fitbit的审查,承诺在广告业务中不会使用从Fitbit设备上收集的数

据,在技术上保持Fitbit用户数据与谷歌其他数据之间的隔离,并赋予用户授权或拒绝其他谷歌

服务使用Fitbit账户中的存储数据的能力。〔32〕

尽管数据隔离义务注重对不当垄断势力的源头治理,但在应用中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容易遭

到规避。责任主体可利用用户的认知偏差或设置默认选项,诱导用户作出整合数据的广泛同意。

而且,用户不授予同意可能无法使用其他数字服务或在使用中面临限制,这促使其不得不保持广

泛的同意。二是存在减损效率和创新的风险。数据是重要的生产和创新要素,打破 “数据孤岛”、

融汇多源数据,有助于平台企业优化业务流程、改进产品质量、提升用户体验。如果平台企业获

取具有互补性的消费者数据以及从这些数据中挖掘价值的能力受到限制,很可能阻碍平台经济的

动态竞争和创新发展。所以,施加数据隔离义务,需精准把握数据承载的隐私利益和数据驱动的

竞争利益之间的平衡。

4.数据共享义务

“数据垄断”作为一种损害理论,其主要担忧在于极不对称的数据集聚剥夺了较小竞争对手

和初创企业获得临界规模的机会,进而妨碍其市场进入和竞争活力。《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

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14条指出:“认定相关平台是否构成必需设施,一般需要综合考

虑该平台占有数据情况、其他平台的可替代性、是否存在潜在可用平台、发展竞争性平台的可行

性、交易相对人对该平台的依赖程度、开放平台对该平台经营者可能造成的影响等因素。”可见,

特定数据可能构成平台竞争的必需要素,强制责任主体共享具有特殊竞争意义的 “必需数据”,

对于恢复有效的市场竞争条件可能是一种必要的救济措施。〔33〕例如,在欧盟委员会附条件批准

“IMSHealth收购CegedimS.A.的客户关系管理和战略数据业务案”中,为了解决欧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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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AnneC.Witt,ExcessiveDataCollectionasaFormofAnticompetitiveConduct:TheGermanFacebookCase,66
TheAntitrustBulletin276(2021).

SeeEuropeanCommissionPressReleaseIP/20/2484,Mergers:CommissionClearsAcquisitionofFitbitbyGoogle,

SubjecttoConditions(December17,2020).
参见时建中、吴宗泽:《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载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网

络首发时间:202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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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潜在竞争问题,IMS承诺 “应欧洲经济区医疗保健客户的请求,根据所承诺的标准版式,

签订第三方数据访问协议”〔34〕。

不过,数据共享义务不乏应用中的顾虑。第一,此举可能削弱企业对大型数据集收集、开

发、利用的动力,进而减损市场的创新活力。第二,强制共享数据特别是消费者数据,可能对隐

私利益和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产生冲突。第三,

数据共享义务可能滋生反竞争的信息交换,助长平台企业明示或默示共谋的风险。〔35〕第四,受

限于服务器容量不足、技术人才短缺、理解元数据能力有限等因素,竞争对手未必能处理共享来

的大型数据集,因而难以给责任主体施加充分有效的竞争约束。第五,数据共享义务往往需要确

定数据访问的范围、条件、费用等事项,且很多情况下不是一次性的数据传输,而是实时、持续

的数据访问,由此进一步涉及API标准化接口的创建、修订、维护,以及公平合理非歧视访问条

件的设定等复杂问题,免不了持续的监督和管理。

5.互操作义务

互操作义务有数据互操作义务、协议互操作义务和全协议互操作义务三种类型。上文述及的

数据共享,特别是实时、持续的数据共享就近似或等同于数据互操作。数据互操作机制首先依赖

于责任主体开放其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接口),其次依赖于调用此API接口的用户授权,即

如果用户授权数据传输,此API接口就为其他数字产品提供了访问责任主体的用户数据的渠道。

数据互操作为其他平台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开发替代性、互补性产品提供了可能,在缓解用户锁定

效应的同时增加了责任主体面临的竞争约束,进而有助于恢复市场竞争。不过,数据互操作具有

与数据共享类似的顾虑,不再赘述。事实上,实现数据互操作总是需要一些协议互操作,也就是

说,若无协议互操作系统的存在,数据访问便无法实现。

(1)协议互操作义务

协议互操作是指两个具有互补性的数字产品在技术上相互连接的能力。例如,通过协议互操

作,淘宝网的购物链接可以无障碍地分享到微信社交媒体平台并得到完整呈现;同样地,微信支

付服务可以不受阻碍地接入淘宝网购平台并供消费者购物时使用。其实,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数字

平台 “封禁”行为,〔36〕如微信关闭钉钉和飞书等产品的API接口、抖音直播禁止有关第三方商

品链接等,本质上都是排斥协议互操作的行为。在美国和欧盟的 “微软垄断案”中,协议互操作

得到了应用。微软被要求公开其API接口和其他与 Windows互操作的独立软件所需的技术信息,

以此确保其他企业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基于浏览器模拟 Windows的功能体验,从而为 Windows操

作系统施加竞争约束并恢复软件市场的有效竞争。该案表明,在平台经济领域,巨大的在位优势

使其他企业难以通过面对面的竞争取代垄断者,成功的挑战往往源于邻近市场,即通过互补产品

或服务差异化实现对垄断者的演化式替代。〔37〕正因如此,强制协议互操作,拆除 “围墙花园”

以及各种不合理的数据、流量 “护城河”,防止市场碎片化,确保互补性数字产品在技术上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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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CommissionDecision,CaseNoCOMP/M.7337 IMSHealth/CegedimBusiness(December19,2014).
参见江山:《论横向信息分享安排的反垄断法规制》,载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8期。
参见侯利阳、贺斯迈:《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定性与解决路径》,载 《财经法学》2022年第3期。
参见前引 〔23〕,卡尔·夏皮罗、哈尔·R.范里安书,第155 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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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是恢复良性竞争环境的一种卓有实效的救济措施。〔38〕

不过,协议互操作往往涉及互联互通标准的制定以及为适应新产品、新功能对标准的修订,

少不了反复的沟通、博弈、试错和调适,这些工作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持续参与和监督,并非一

蹴而就。再者,尽管被合理定义和管理的标准可以促进协议互操作,有助于恢复市场竞争,但标

准化的过程也可能产生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反竞争风险。此外,由于涉及对平台、网

络、服务、数据、流量等资源或要素的持续访问和调用,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设定公平合理非歧视

的访问条件、保障访问的安全性等问题上,不得不对复杂多样的利益做出艰难平衡。

(2)全协议互操作义务

全协议互操作是指两个或多个具有替代关系的数字产品之间在技术上相互连接的能力。例

如,网易邮箱、新浪邮箱、QQ邮箱等电子邮件服务之间的互联互通,以及微信支付、阿里支

付、京东支付等支付服务之间的互联互通,等等。相较于协议互操作义务,全协议互操作义务是

对责任主体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数据集聚效应等不当垄断优势的全面攻击,即要求

责任主体与直接竞争对手全面分享上述优势,以根本性地解除用户锁定、降低转换成本、扭转市

场倾覆,重置有效的市场竞争条件。

尽管具有潜在的积极功效,但全协议互操作更像是一剂 “猛药”。第一,责任主体的在位优

势不全是垄断行为所致,强制竞争性产品全面互联互通,可能助长弱者对强者的 “搭便车”行

为。第二,全协议互操作需要更深层次的集成和标准化,面临着互连安全性、经济合理性、公平

公正性、配合协调性等难题,其管理和执行成本之高,以至于有可能把反垄断变成事实上的监

管,类似于电信网基础业务互联互通的监管。第三,竞争性产品之间的全面标准化互连,还可能

引发标准锁定下的产品创新不足、种类减少、差异化缩小、质量下降等问题,同时放大竞争者从

事垄断协议、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风险。

6.强制结构性分离

强制结构性分离即结构性救济,涉及对企业产权的重新分配和企业行动激励、能力的改变,

遵循 “彻底切断原则”(cleanbreakprinciple),是旨在恢复市场竞争结构的一次性救济措施。

(1)禁止集中

平台企业通过内涵式生长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数据集聚效应等优势,进展

慢、时间长、成本高,而通过各种形式的集中行为则可以快速汇聚用户、数据、流量、技术、产

品、服务等资源,从而在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适用事前申报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旨在预防不

利于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产生。如果预见集中行为将不可逆转地恶化市场竞争条

件,使集中后的实体形成或加强垄断势力,而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承诺方案又不足以解决涉案竞争

问题,那么禁止集中对维持 (恢复)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就是必要的。市场监管总局禁止虎牙公

司与斗鱼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便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件。不容否认,禁止集中是一种化解竞争

问题的长效机制,而且避免了附条件批准集中情形下大量的监督和执行成本。但是,禁止集中也

可能导致特定于集中的经济效率、集成创新、消费者福利等潜在利益无法实现,因而在作出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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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参见焦海涛:《平台互联互通义务及其实现》,载 《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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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前,应尤其注重反事实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

(2)拆分和剥离

拆分和剥离都涉及对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拆分救济主要针对 “企业的结构本身导致持久或

反复的垄断行为”,剥离救济主要针对 “因垄断行为而存在的企业结构”〔39〕。就前者而言,责任

主体的结构蕴含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本身就与有效竞争的市场条件不相容,因而若不对这种

结构做出拆分,则持久和反复的垄断行为风险就一直存在。主张对Facebook等超级平台及其关

联业务实行拆分的观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40〕就剥离救济而言,如果相关交易达到集中申报

标准,未申报实施集中、申报后未经批准实施集中或者违反审查决定的,均构成违法实施集中,

此际,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对责任主体施加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等剥离救济,

以矫正市场竞争条件的不正当变化。此外,当责任主体通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垄断协议行为积

累相关资产、改变自身结构、巩固垄断优势,也可能面临剥离救济。例如,Facebook在早年收

购Instagram、WhatsApp时虽未受到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阻止,但最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针对Facebook的垄断行为提起诉讼,开始要求其剥离包括Instagram、WhatsApp在内的相关资

产和业务,并采取其他足以恢复市场竞争的救济措施。〔41〕

拆分和剥离救济也并非尽善尽美。一方面,由于涉及对责任主体产权的重新分配,拆分或剥

离救济可能对其生产效率、经营管理、相关者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考虑到责任主体的各项资产可

能是高度依存的,强制将它们分离,可能削弱企业的服务质量、创新能力和安全保障。另一方

面,尽管在责任主体业务线清晰的情况下,可以较容易地实现资产分割,但如果它们是紧密整合

的,决定哪些资产应当被剥离、剥离给谁,无疑充满争议且旷费时日。而且,责任主体的资产可

能是高度专业化的,有能力的适当买家可能不易找到,即资产剥离不一定能创造出成功的、可行

的新竞争对手。

(二)新型恢复性救济措施及其潜在利弊

所谓新型恢复性救济措施,即在域内外执法实践中鲜有付诸运用,但有助于消解平台企业的

不当垄断势力、重置有效市场竞争条件的措施,主要包括算法共享义务、责令暂时停业、将罚款

用于恢复竞争等。

1.算法共享义务

驱动平台经济巨大价值的核心要素,一方面在于数据,另一方面在于算法 (算力)。平台企

业要取得算法优势,依赖诸多因素,如算法的理论模型、计算能力、存储和快速检索数据的能力

等,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数据的质量。算法可通过对具有海量性、实时性、高速性、多样性、

价值性的数据进行学习,不断改进决策参数并优化自身性能,从而给企业带来倍增的经济效益。

算法共享义务,即要求责任主体与竞争对手共享其算法,其理据和前提在于,算法优势来源于对

非法获取数据的学习。例如,某平台企业通过非法排他性协议锁定用户进而圈占大规模商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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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CyrilRitter,HowFarCantheCommissionGoWhenImposingRemediesforAntitrustInfringements?,7Journalof
EuropeanCompetitionLaw&Practice587,596(2016).

SeeLinaM.Khan,TheSeparationofPlatformsandCommerce,119ColumbiaLawReview973(2019).
SeeFederalTradeCommissionv.Facebook,1:20 cv 03590CRC(D.D.C.Dec.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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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者数据,用以改进商品推荐算法,强化用户黏性,促成更多交易,提升市场占有率和市场

支配地位。由于非法获取的数据与算法优势存在因果关系,强制共享算法便成了一种潜在的救济

选择。其优点在于:第一,竞争对手不需要经历访问、积累、理解、处理数据的漫长过程,就可

将责任主体的优势算法迁移并应用于自家业务和数据处理,这对于快速恢复市场竞争具有重要意

义。第二,共享算法不涉及对责任主体的用户数据的持续调用和访问,对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造

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较小。第三,责任主体的算法经过反复的数据学习具备了卓越的性能,蕴含

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一刀切”地禁止使用这种算法或责令删除相关代码,无疑会减损经济效率、

消费者利益,而通过共享 “非法成果”,既削弱了不当垄断势力,又不至于使经济效率、消费者

利益变得更糟。〔42〕

但此举也面临一些难题。第一,从技术上看,所共享的算法未必与竞争对手的数据集互操

作,此时需要对算法进行修改,或采用新的数据格式。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算法都能无缝迁移,

可能存在互操作成本。第二,共享算法限定于特定情形,即算法优势源于对非法获取数据的学

习。但是,责任主体的算法优势可能是源于对 “混合数据”的学习,即非法与合法获取的数据同

时存在。此际,只有基于非法数据学习所得的 “增量”算法性能 (代码/知识)适宜被共享。然

而,要准确作出这种区分即使不无可能,难度也不小。第三,共享算法还可能导致技术趋于单一

的问题,而一定程度的算法多样性可能对市场和消费者是有利的。此外,若算法包含反竞争或侵

犯消费者权益的参数,在共享前未被审查出来,则可能助推 “坏”算法的传播。

2.责令暂时停业

责令暂时停业,即暂时停止与垄断行为相关的数字产品及服务。这种措施兼具惩戒性、预防

性、恢复性,在域外反垄断法中不乏其例。〔43〕比如,意大利 《竞争与公平法》第15条规定,竞

争主管机构可以责令不遵守救济措施的企业暂停其商业活动30天。〔44〕而当美国参议员约翰·谢

尔曼被国会问及与他提出的法案有关的救济措施时,他提到了 “驱逐公司”(ousterofthecorpo-

ration)。〔45〕责令暂时停业是一种 “休克疗法”,其作用机理在于通过暂时停止责任主体的相关

应用程序或用户界面,释放被其规模和范围经济、网络效应、数据集聚效应等不当优势牢牢锁定

的用户,即以 “数字戒毒期”(digitaldetox)的方式解救一些由于有限理性和行为偏差而深度成

瘾、无法自拔的用户,〔46〕逼迫他们接触、使用竞争性数字产品,并预期至少实现部分转移,从

而为竞争性数字产品快速增长、获得临界规模提供机会。停业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需考虑用户了

解并留存于竞争性数字产品的合理时间,以及竞争性数字产品实现临界规模的合理时间等因素。

不过,责令暂时停业也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一方面,反垄断法通过保护竞争来提

·95·

〔42〕

〔43〕

〔44〕
〔45〕

〔46〕

SeeMichalS.Gal & NicolasPetit,RadicalRestorative Remediesfor Digital Markets,availableathttps://

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687604,lastvisitedonNov.11,2022.
对一些 “屡教不改”的垄断行为可考虑责令其暂停营业。参见王先林: 《竞争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版,第340页。
参见时建中主编:《三十一国竞争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SeeStephenFraidin,DissolutionandReconstitution:AStructuralRemedy,andAlternatives,33GeorgeWashington
LawReview899(1964—1965).

SeeLiorFrank,BoundedlyRationalUsersandtheFableofBreak-Ups:WhyBreaking-UpBigTechCompanies
ProbablyWillNotPromoteCompetitionfromBehavioralEconomicsPerspective,43WorldCompetition373,37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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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消费者福利,市场上存在越多的竞争者特别是高质量竞争者,就越接近反垄断法的意旨,即反

垄断法一般不会取缔企业 (包括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责任主体)的竞争资格。试想,如果谷歌搜

索服务因垄断行为被叫停,其卓越的搜索算法可能是短期内其他竞争对手所无可比拟的,停业意

味着消费者无法继续享受这种搜索算法带来的好处,由此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可能更大。另一方

面,平台企业具有多边架构、生态化运营的特点,暂停某一数字服务的影响不单及于使用该服务

的消费者,还可能导致平台以及跨平台上的广大商户承受已投入费用、专用性资产等沉没成本的

损失,供应商、承包商、加盟商、灵活就业劳动者等众多关联主体的利益也可能受到损害。

3.将罚款用于恢复竞争

行文至此可见,恢复性救济主要依赖责任主体对相关义务的履行。作为对这种 “自力救济模

式”的变式和补充,还可以借助 “外力救济模式”,即发挥平台企业等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被科

处的巨额罚款之效用,取其一部分用于建立 “恢复竞争保障基金”,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统筹

管理,作为应对和救济重大竞争损害的后备资金。

(1)将罚款用于供给侧救济

恢复竞争保障基金可用于供给侧救济,如补贴因垄断行为受害的竞争对手,或补贴其他足以

削弱责任主体不当垄断势力的潜在竞争对手。补贴特别是有选择性的补贴可能对竞争造成扭曲,

因而受到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严格控制。但在恢复性救济的场合,恰当的补贴可能会让受益者

获得成本优势,将产品的价格或非价格条件设定在优于责任主体的水平上,进而给其施加竞争约

束,为市场重新注入竞争。进一步讲,资助哪家企业的标准是所选企业通过差异化替代品的市场

化在恢复竞争方面的预期成功。虑及反垄断当局可能缺乏足够的信息作出这种判断,不妨采取拍

卖补贴权的方式,让企业在竞拍时披露行业及自身相关信息。此外,也可考虑通过补贴用户的方

式 (如发放代金券)来间接补贴竞争对手。代金券应设置有效期,以加强市场进入和扩张的激

励,达到迅速恢复竞争的效果。这种方式较适合于订阅类、交易类平台模式,突出优点在于降低

主观判断的恣意性风险,让市场选择哪个竞争对手应得到补贴。

但补贴救济也有弊端。第一,企业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补贴可能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

果。即便采取间接补贴方式,也面临追踪用户、监测代金券的有效使用等成本。第二,选择性补

贴的效果取决于决策的信息基础和认知能力,一旦处理不当,不仅浪费财政收入,而且可能造成

扭曲市场激励、助长不劳而获等负面影响。第三,反垄断法的基本精神是 “保护竞争而非保护竞

争者”,将分配补贴的任务交给反垄断当局,似乎是对其职能的不当延伸。

(2)将罚款用于需求侧救济

恢复竞争保障基金也可用于需求侧救济,旨在通过便利消费者行使个人数据可携权和改善消

费者决策来加强市场竞争。个人数据可携权,也称个人数据迁移权或转移权,最早由欧盟引入,

后为美国加州、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等立法所参考。个人数据可携权的有效行使,即个人数

据在不同平台企业之间的可迁移性,可以降低个人对特定数据控制者的依赖度,赋予数据主体摆

脱受特定数据控制者 “锁定”及选择替代性服务的能力。〔47〕可见,个人数据可携权与恢复性救

·06·

〔47〕 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可携权与数据治理的分配正义》,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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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的目标。然而,受限于平台企业之间技术不兼容、数据互操作标准不健

全、不对称权力结构下消费者行权面临障碍等因素,个人数据可携权的实现状况并不乐观。为应

对这些问题,可将恢复竞争保障基金用于改善数据可携权的实现条件:第一,可以资助相关数据

互操作标准的创建、更新、维护,确保责任主体与竞争对手能以机器可读、普遍可用、结构化的

形式传输、接收、存储、利用消费者个人数据,降低消费者行权障碍。第二,可以资助建立从事

个人数据管理服务的商业企业、公共企业、社会组织等新型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可以访问规

模以上平台企业的消费者可携性数据,由其集中持有和管理,并应消费者的请求移转这些数据。

也就是说,中介机构为消费者行使数据可携权提供了方便快捷、低成本、准确和中立的渠道。第

三,强制责任主体免费配合可携性数据的转移,可能使其负担过重的成本,甚至超过垄断行为的

收益。在我国个人数据携转收费模式等基础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可考虑对严格履行义务的责

任主体予以适当补贴,以激励责任主体积极保障个人数据可携权的实现。

此外,恢复竞争保障基金还可用于改善消费者决策,如资助一站式服务、比价网站、数字管

家、算法型消费者等商业工具的开发和完善。这些工具有助于消费者克服短视、惰性、框架、惯

性、信息和选择不足或超载等偏差,缓解锁定效应,促进消费者多归属,从而为市场注入竞争。

五、制定实施恢复性救济的潜在挑战和原则方略

综合上述传统和新型恢复性救济措施的应用潜力来看,要彻底消除垄断行为所致竞争妨碍因

素、重置有效的市场竞争条件,可能面临反事实状态难于阐述、进入壁垒不易确定、市场可竞争

性存疑、时度效不易把握等挑战。然而,作为市场竞争的坚定捍卫者,反垄断执法机构应直面挑

战,充分实现反垄断执法的价值。

(一)制定实施恢复性救济的潜在挑战

其一,恢复性救济旨在重置无垄断行为的情况下本应存在的市场竞争状况,即一种反事实或

假定的竞争均衡状态。然而,在复杂的平台商业生态中,洞察和阐述反事实状态并不容易。因

为,平台企业的垄断势力可能源于多重因果关系,如效能竞争、随机事件、政府扶持、监管套利、

垄断行为等。准确区分不同因果关系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恢复性救济方案,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具备

扎实的信息基础、业务技能、理解产业的能力以及良好的体制资源、组织架构等软硬功底。

其二,在位平台企业的不当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数据集聚效应是平台竞争的妨

碍因素,但这些相对优势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其他竞争者无法逾越的进入壁垒,存在认识分歧。例

如,有学者基于数据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以及凸形回报等特点,质疑 “数据垄断”的说法。〔48〕

再如,有学者指出构成进入壁垒的更可能是经过数据训练改进的算法、产品设计。〔49〕可见,对

竞争妨碍因素仅作局部的、孤立的、定性的了解是不够的,救济方案的健全有效性还依赖于对进

·16·

〔48〕

〔49〕

SeeCatherineTucker,OnlineAdvertisingandAntitrust:NetworkEffects,SwitchingCosts,andDataasanEssential
Facility,CPIAntitrustChronicle,April2019,p.3.

SeeErikaM.Douglas,MonopolizationRemediesandDataPrivacy,24VirginiaJournalofLaw & Technology4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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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壁垒作整全的、联动的、精细的解析。

其三,平台垄断、赢者通吃、市场倾覆是否意味着市场接近于一种永久性的市场失灵,这同

样是存在争议的问题。如果平台经济的基本属性是 “为市场竞争”(competitionforthemarket),

而不是 “在市场竞争”(competitioninthemarket),即接近于一种永久性的市场失灵,单凭反垄

断的恢复性救济恐怕于事无补,而将在位平台企业作为自然垄断或公用事业,为其设置事前监管

措施,似乎更可取。〔50〕不过,实证经验与这种论调并不吻合,差异化替代品以及邻近市场上看

似不起眼的应用程序往往是推动平台竞争的重要引擎。近年来,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娱乐平台

的强势崛起,对微信、百度、淘宝 (天猫)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和替代效应,就是一个典型例

子。其启示在于,恢复性救济不是一味地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 “辨证施治、另辟蹊径”

反而效果更好,这就需要执法机构对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差异品的演化式替代苗头保持敏感。

其四,恢复性救济的显著特点是为竞争对手争取更有利的地位。这意味着救济措施往往采取

积极的行为义务和拆分、剥离等结构性分离义务,且这些义务不必与垄断行为存在严格意义上的

相关性。〔51〕这样,在个案处理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可在广泛的救济措施中进行选择组合,但同时

也使过度或激进的救济方案造成适得其反的风险增加了。换言之,恢复性救济的时度效不易把

握,面临复杂的利益衡量,其制定和实施需要遵循科学的原则和方略。

(二)制定实施恢复性救济的原则和方略

从动态视角看,恢复性救济须统筹处理好三方面的任务:一是恢复性救济的制定,二是恢复

性救济的实施和监督,三是恢复性救济的矫正和保障。

就恢复性救济的制定而言:(1)应树立统筹性原则,即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兼顾行为定性和救

济措置,目光不断穿梭于二者之间,尤其在发动案件前以及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应尽早筹划可行

的恢复性救济方案,不能只顾抓住 “坏”行为,而全然不顾如何消除其不利影响。(2)应贯彻磋

商性原则,即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制定恢复性救济时,应注重不同主体及其信息、观点、立场、利

益的交涉,从而增强救济措施的可执行性和遵从性。在救济磋商中,责任主体自愿承诺的义务以

及自行披露的信息,通常可作为确定恢复性救济方案的基础。 (3)应遵循有效性原则,这意味

着:其一,所选取的救济措施应具备适当性,严格服务于恢复竞争的目标,而不应逾越 “恢复”

的边界进一步寻求 “促进”或 “加强”市场竞争的措施。其二,恢复性救济不应超过实现目标所

需的必要限度,如果有多种方案都能实现目标,应当选择对责任主体负担最小或利益侵害最小的

方式。〔52〕其三,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仅要对相关救济措施可能如何改变市场竞争格局和发展走势

形成较为确切的预期,还要对责任主体可能的反应有所预见,以防止其策略性地规避该等措施。

(4)应确立净收益性原则,即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平衡恢复性救济的相对成本和收益,选择竞争收

益最大而经济社会成本最小的救济方案。这至少意味着救济措施不应引发新的、更多的竞争问题

或其他非意图损害,以至于救济比垄断行为更糟糕。

就恢复性救济的实施和监督而言:(1)应恪守及时性原则,即依法制定的恢复性救济方案及

·26·

〔50〕
〔51〕
〔52〕

参见高薇:《平台监管的新公用事业理论》,载 《法学研究》2021年第3期。
参见前引 〔2〕,A.DouglasMelamed文,第364页。
参见焦海涛:《我国反垄断法修订中比例原则的引入》,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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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义务应能够迅速付诸实施、履行并产生预期效果,否则效果来得太慢或太晚,市场竞争条

件、竞争对手处境、经济效率、消费者利益等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对于行为性救济确定的义

务,一般不设过渡期,救济决定作出时责任主体应立即履行义务。对于结构性救济确定的义务,

由于涉及业务分解、寻找适当买家等繁琐事项,过渡期最长一般不应超过1年,在此期间责任主

体可以自行或委托有关专业团队落实结构性分离。(2)应严守可管理性原则,即恢复性救济应当

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责、组织、资源、能力等相适应。为切实提升救济管理和监督能力:第

一,反垄断执法机构应特别重视知识投资、理论研究、经验借鉴、人才培养、技术支撑,深化对

平台经济的竞争逻辑、运行规律、演变趋势的理解,强化对各种恢复性救济措施的运用把控能

力。第二,可以从内部组织变革入手来提升救济实施和监督的能力,如在查处垄断行为的业务处

之外,增设 “救济监察执法处”,由其统筹负责救济实施和监督工作。第三,可充分借助监督受

托人和剥离受托人制度,由适格的受托人监督救济的实施情况或负责出售剥离业务并向执法机构

报告。第四,鉴于救济特别是行为性救济所涉义务的履行容易出现争议,在发挥监督受托人争议

解决作用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指定仲裁的方式来快速处理义务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纠纷。〔53〕

第五,为避免反垄断执法机构演变为事实上的行业监管者,所有行为性救济措施应明确期限,如

规定相关义务自履行之日起5年后自动解除,或规定相关义务自履行之日起5年后当事人可向反

垄断执法机构提出解除义务的审查申请。

就恢复性救济的矫正和保障而言: (1)应纳入矫正性原则,即救济一般在经历制定和实施

(监督)两个阶段后即告完结,但如果发生作出救济决定时无法预料的情况,如相关市场竞争状

况发生实质性变化、实施某些救济措施面临严重障碍或无必要等,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依

职权对相关救济措施予以变更或解除,责任主体也可以依申请变更或解除相关救济措施。矫正机

制主要针对行为性救济措施,仍然需要依据磋商性、有效性、净收益性等原则重新审查、评估和

确定。(2)应坚持保障性原则,即救济的有效运作须以制裁等强制性手段为根本保障,否则相关

义务恐会变得毫无拘束力。例如,根据 《欧盟理事会第1/2003号条例》第24条规定,如果企业

或企业协会不遵守委员会在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作出的救济决定,那么从决定作

出之日起每延迟一天,征收不超过其上一年度日平均营业额5%的罚款。〔54〕从行政行为属性上

看,这种 “日罚款”即加处罚款,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方式。遗憾的是,我国 《反垄断法》缺

少类似的规定。〔55〕将来 《反垄断法》修订有必要予以补充规定。(3)应注重回顾性原则,即有

必要对完结案件的恢复性救济开展回溯评估,检验其现实成效,反思个中救济措施的利弊得失并

积累经验教训,通过以评促改持续优化将来案件的救济制定实施。

六、结语:超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在实施近14年后,我国 《反垄断法》迎来了首次修正。本次修法尤其加强了对违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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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参见孙晋:《谦抑理念下互联网服务行业经营者集中救济调适》,载 《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
参见许光耀主编:《欧共体竞争立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 274页。
参见王晓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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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威慑力度,〔56〕但明显忽略了恢复性救济在制度构造上的缺陷。就有效终止垄断协议、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并消除其对竞争的不利影响而言,单凭 《反垄断法》里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难以提供充分的保障力度。尽管基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固有职权,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之外

作出其他恢复竞争的命令未尝不可,但这种文本缺陷和法律责任方式的结构性失衡是客观存在

的。理想的修法方案是将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改为 “责令采取有效终止违法行为并消除行为对

竞争不利影响的必要措施”,以此健全恢复性救济的法律基础,并形成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在法律责任方式上的相似构造和连贯逻辑。鉴于 《反垄断法》短期内

不会再次修改,退而求其次的举措是通过配套规章和执法指南的修改,更正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并引入以上表述。

总而言之,加强和改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须统筹行为定性和救济措置,高度重视恢复性

救济。如果反垄断执法机构证明了责任主体的 “坏”行为,却不能找到恰当的救济措施恢复市场

竞争,反垄断执法的价值和反垄断法目标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Abstract:Tostrengthenandimproveanti-monopolyinthefieldofplatformeconomy,weshould

coordinatetheidentificationofmonopolisticconductandtheformulationandimplementationof

remedies,attachimportancetorestorativeremedy,directlyattacktheimpropermonopolyadvan-

tagesofillegalundertakingsinscale,scope,network,dataandotheraspects,eliminatethead-

verseeffectsofmonopolisticconductoncompetition,andreseteffectivemarketcompetitioncon-

ditions.Restorativeremedycantaketraditionalmeasuressuchasordertostopillegalconduct,

non-discriminationobligation,dataisolationobligation,datasharingobligation,interoperation

obligationandforcedstructuralseparation,andcanalsotakenew measuressuchasalgorithm

sharingobligation,orderto suspend businesstemporarily,subsidizing competitors,and

promotingtheexerciseofpersonaldataportabilityrights.Inspiteofpotentialchallengessuchas

difficultyinelaboratingcounterfactualstates,difficultyindeterminingentrybarriers,doubt

aboutmarketcompetitiveness,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agencyshouldfollowtheprinciples

andstrategiesofeffectiveness,necessity,timeliness,andadministration,andcoordinatethefor-

mulation,implementation,supervision,correctionandguaranteeofremediessoastofullyrealize

thevalueofanti-monopolylawenforcement.

Key Words:platform economy, monopolistic conduct,competition obstruction factors,

restorativeremedy,remedy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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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参见时建中:《新 <反垄断法>的现实意义与内容解读》,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