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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垄断法的发展史
1 . 1“垄断”的历史沿革
垄断，是市场结构的一种状态，即是对稀缺资源的独占。

垄断出现于资本主义社会，既是竞争的对立物，也是竞争发展
的必然结果。

但是事实上，“垄断”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西周时期
的稀缺资源——知识和土地等都集中在王室贵族手中，由此形
成的垄断地位使得市场失去活力，国家经济难以发展，周王室
靠着分封世袭挥霍腐败，西周逐步走向灭亡。

到了春秋战国，商鞅变法为后来秦国胜出奠定了基础，其
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和战斗”，
这两个举措本质上也是反垄断措施，打破了王室贵族对土地和
阶级的垄断，平民有了脱离原有阶级的机会，市场经济趋向活
跃，国家战斗力不断提升，秦国也因此脱颖而出。

除此之外，我国自汉武帝实行的盐铁官营制度也成为了国
家垄断工商业的一大重要手段，不仅如此，古代的封建政府还
在运输、丝绸瓷器等生产经营领域建立了垄断性质的专营制
度。这样的垄断在明朝愈演愈烈，但是到了明后期，日积月
累的弊端显露，因而逐渐放开了对民营手工业的政策。

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的整个国家经济中，都充斥着垄断的
影子，我们也由此能够看到垄断给国家带来的危害。

1.2反垄断法的作用
构建反垄断法，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秩序的一大重要手段。我国的反垄断法旨在排除限制竞
争的行为，同时也直接体现了我国的竞争政策，推动我国的市场
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反垄断法旨在维持市场竞争。事实上，“垄断”本身
是个中性词，但是不正当的垄断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
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它控制了大部分的市场资源，阻碍了市场
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对产业的改革和创新起到了负面影响。其
次，反垄断法对于竞争的宏观监督提高了经济效率，产业的垄断
意味着市场单一，没有竞争会逐渐使得企业丧失危机感，市场丧
失活力，影响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进步。最后，反垄断法虽然是
保护竞争的法律，但是实际上也是在保护消费者，这也是反垄断
法最为重要的目的。垄断行为在长期上来看，似乎是有利于消费
者的，但从其动机来看，企业一旦达到了独占市场的长期目的，
就会损害消费者的长远利益。

反垄断法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
国的反垄断法还只是一个“新生儿”，数字化时代的带来了机遇，同
样也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对网络平台经济的监管，也需要与时俱进。

2  数字化时代下反垄断法的发展
2.1数字化经济形态的特点
数字化时代的核心是信息经济，故而，信息是互联网经济

的决定性力量。信息产业是数字化时代下主导的新型经济形
态，兼备“全球化”和“个人化”的特点。首先，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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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年底，我国掀起了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浪潮，其中，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阿里巴巴“二选一”行为进行的

调查最令人瞩目，直至前不久，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阿里做出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182.28亿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使

得这件事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这张我国史上最大的反垄断罚单仅仅是反垄断监管在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开始。互联网企业在

数字化的大背景下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避免地的，反垄断也因此成为了关系到整体市场经济迫在眉睫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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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行业的发展使得企业掌握的数据越来越多，也愈发详尽，人和
人的距离越来越短，国家的界限也愈发模糊，合作共赢的局面广
泛覆盖。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个人化”的特征也得以凸显，个
人和世界的距离变小，选择也更为丰富多元，网络平台的发展也
带来了包容，每个人的特立独行都能得到尊重，但也因此，人们
也越来越依赖网络。

2.2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挑战
数字化时代发展下的互联网企业为用户提供了快捷便利的生

活方式，它们的服务渗透进了人们的吃喝住行各个方面，也因
此取得了用户的信任，而用户越多也就越能吸引更多的用户和
商家，平台的发展也是得益于此，这也就形成了互联网企业自
然垄断的属性。

更进一步说，互联网行业之所以发展迅速，有赖于大量的用
户数据，正是掌握了这些数据，平台会依据每个人的特点针对性
的推送产品，精准的定位会使得用户更相信平台，但是也就出现
了所谓的“大数据杀熟”的现象。

互联网行业具有竞争动态变化、产品周期短、市场界限模
糊、进入门槛较低的特点，使得针对传统市场制定的《反垄断法》
在相关市场的界定中难以进行，对于出现“二选一”和“大数据
杀熟”等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往往也是在事态严重后才能认
定，极大地阻碍了反垄断监管的进程。

2.3我国的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
在面对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挑战下，我国的反垄断监管应采取

更为严格地监管态度以及制约措施，进行严格的反垄断审查，是
保障反垄断法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

事实上，除了前文提到的反垄断法律法规的建设，早在
2016，我国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前不久，提出的与
此相对应的“需求侧改革”，就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
张的重要举措。

反垄断的监管不仅仅需要法律的完善，更离不开行政执法机
构的积极作为，关注市场动向，主动对重要的垄断风险问题进行
调查，立法与执法的有效配合，才能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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