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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团购是一种新兴业态，2010 年起，该行业被引

入国内市场，至 2014 年社区团购行业呈现井喷式发展，

全国各地涌现大量社区团购网站，后因微信小程序普

及、市场创投遇冷等问题出现，该行业逐渐进入整合期。

2020 年，受疫情影响，社区团购行业再次兴起，拼多多、

美团等多家互联网巨头凭借用户流量和技术优势加速进

军社区团购赛道，将社区团购大战推向白热化。社区团

购在经历从兴起到低迷，再到重新爆发的发展历程时，

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逐渐涌现。由于社区团购采取了联

网实施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模式，长期缺乏行政法规

制出现了低价营销、区域垄断以及售后不到位等严重的

社会问题，危及到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消费，也不利于

国家“菜篮子”工程①的发展。为有效治理社区团购行业

乱象，国家迅速出台了“九不得”新规②对相关企业采

取处罚措施，表明了国家对该行业发展的重视。本文中，

我们将通过分析问题根源，探寻社区团购发展的新模式

和新路径，助力推动社区团购行业良性发展。

一、社区团购存在的法律问题

社区团购不断发展，平台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

随之产生了新的法律问题。社区团购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第

二类是恶性竞争问题。

（一）社区团购低价倾销的市场危害

社区团购依托社区发展具有很强的用户黏性，发展

潜力巨大，成为资本新的战场。由于社区团购是新型商

业模式，行政法对其的规制并不成熟，前有阿里、腾讯

等众多电商巨头纷纷下场为抢占市场，后有各社区团购

主体为抢占更多市场份额、获得竞争优势而采用秒杀活

动、首单优惠、优惠券等方式大打“烧钱战”，严重扰乱

了正常市场秩序。各社区团购主体若长期缺乏行政法规

制，会带来诸多不利后果：第一，平台巨额补贴进行引

流，大量烧钱的运营模式难以为继，无法保持长期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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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第二，过低成本的商品质量堪忧，消费者权益难

以保障；第三，长期低于市场价甚至低于成本价进行销

售势必会导致价格体系崩溃，走向行业垄断；第四，不

正当竞争破坏行业正常运营机制，不仅对实体菜店与个

体菜农产生冲击、破坏社区团购这一行业的发展前景，

也会影响整体市场运行体系。③

（二）社区团购商品质量低下及售后困难侵犯消费者

权益

首先，在社区团购发展前期各平台主体为实现快速

扩张而采取了薄利多销的营销策略，在这种策略之下，

低进价的商品质量堪忧；其次，社区团购的商品很多来

源于普通农户，他们供应的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平台也

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加之在社区团购中生鲜的购买率

在商品中占有很大比重，而生鲜对物流配送中的效率和

配送设备要求极高，运输途中生鲜食品容易因为磕碰和

冷链不到位而变质，到达消费者手上的商品质量就难以

保证；最后，社区团购还存在着的经营主体法律责任界

定不明确的问题，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时难

以确定责任的主体是平台方、团长还是供应商，就无法

正常进行商品售后。在这些问题之下，消费者无法正常

维权，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遭受了侵犯。

二、社区团购行政法规制的法理基础

我国社区团购的行政法规制具有其合理性和优势性。

对于社区团购中存在的消费者权益受损和市场恶性竞争

的问题，应该采用行政法规制的手段解决。

（一）社区团购行政法规制的合理性

行政法是有关国家通过一定的组织为实现国家或社

会职能而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及其过程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行政法具有保护公益实现和保障私益的作用。社区

团购的用户群体类型多、体量大，涉及大量社区内居民，

同时以售卖生鲜食品为主，这些“菜篮子”商品关乎到

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也关乎到每个用户的个人利益，

因此社区团购中的法律关系应当受行政法调整。行政法

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社区团购早期发展时期，资

本为扩张市场进行低价倾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扰

乱正常的市场秩序，需要行政法介入监督，保障市场良

性运行。

行政法规制社区团购的优势在于：第一，监督力度

强。行政法依托行政权，由国家公权力保证实施，具有

强制效力。第二，监管信息来源全。社区团购各主体作

为商事经营主体需要到各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登记，

行政部门便于收集各主体信息进行监管。第三，依托原

有监管模式。具有规制市场行为的历史路径，可以在原

有基础上结合社区团购的特有情形进行变更适用，使监

管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

（二）社区团购行政法规制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规制社区团购的基本原则是应以市场调解为

主，行政法监管为辅。行政法作为上层建筑，反作用于

经济基础，有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持市场

与政府调控间的平衡。行政法规制应当坚持谦抑性。市

场可以进行自我解决的问题，应当让市场自行调解，充

分发挥市场体制优势，淘汰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社区团

购经营主体。行政法规制应当保证及时性。当出现垄断

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行政机关应及时介入进行监管，

保障市场秩序平稳有序，各主体间公平竞争、诚信经营。

三、我国社区团购行政法规制的路径

（一）社区团购行政法规制的新理念

行政法对于社区团购的积极效益应给予制度鼓励。

社区团购作为社区经济新业态，在利用大数据给居民生活

带来便利的同时，挖掘社区内消费潜力，具有良好的发展

前景。社区团购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助

于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为促进社

区团购的良性发展，行政法应当做出积极的制度回应。

第一，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充分竞争。社区团购作

为新型商业模式，应当发挥充分市场作用，降低社区团

购行业准入门槛，加强事后监管，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社

区团购进行竞争。优先让市场进行自我调节，自然淘汰

掉不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模式，完善退出机制，使社区

团购产业不断新陈代谢。

第二，推动社区团购供应链升级，促进产业融合发

展。不断进行供给侧改革，推动上游农业产业升级，提

高农产品供应质量，挖掘高端产品市场，满足消费者日

益多元、高质量的需求。推动线上电商与线下商超进行

融合发展，商超依托电商平台进行引流，扩大消费群体，

改善消费体验。电商依托线下实体门店进行自提，减少

场地租用成本以及人工成本。推动线上线下融合，进行

合并监管，节约行政成本。

行政法对于社区团购的消极效益应及时监督规制。

当社区团购模式处于低效的非理想状态时，就需要外部

力量即政府的介入，且政府的介入与干预须坚持正当、

适度与适时原则，避免越位、错位和缺位。应在加强对

市场的多元治理下，保证政府的有效监管。对于不正当

竞争行为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介入监督，必要时用行政处

罚手段规制社区团购各主体，维持市场的基本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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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团购行政法规制的具体措施

第一，规制“霸王条款”避免垄断。行政主体应当

对平台主体的制度条规进行监督，督促社区团购经营者

规范消费者数据的收集和利用，赋予团长和消费者退出

的选择权。一方面，由于平台拥有功能极强且成本极低

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既可以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又能基于此分析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因此，需要对平台

收集和利用数据的行为进行规范。另一方面，具有实体

场地的店长成为各电商平台地推拉拢的对象，为了挤占

市场，电商在与店主签约时可能会要求其在巨头电商平

台之间进行“二选一”，并附加巨额违约赔偿，从而达到

垄断的效果，因此，也需要对平台与团长间的法律关系

进行规制。

第二，督促平台完善社区团购组织架构。一方面，

严格把控“团长”选拔制度。提高团长遴选标准，培养

出专业化、精确化、高效化的团长群体，才能满足消费

者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对其实行登记备案程序，在消费

环节出现问题时能够确保责任到人。另一方面，组织内

部应设置监督小组。对内规范监督平台运行，对外与国

家政策相对接，将行政政策与平台经营制度相结合，创

设出一套高效标准的社区团购组织架构。

第三，规范平台定价，实施价格管控措施。行政机

关应当给予行政指导意见规范基本定价，社区团购主体

不得过分低于指导价格进行低价倾销，排挤竞争对手独

占市场，扰乱正常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其他经营

者的合法利益。同时，互联网平台普遍存在“杀熟”行

为，即经营者在销售同样的商品或提供同样的服务时，

以大数据为“原料”，利用算法对不同的消费者索取不同

价格的做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商务部召开规

范社区团购的会议，要求互联网平台遵守“九不得”规

定，其中第 6 条明确规定，不得利用大数据“杀熟”，损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相关行政机关应当以“九不得”为

蓝本，继续出台更加细致化、全面化的政策，从源头上

杜绝滥用自主定价权、大数据“杀熟”等问题的出现。

第四，推动多主体监督。社区团购平台在电商领域

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是消费市场的竞争者，二是市

场秩序的维护者。在行政主体对社区团购主体进行监督

的同时，应当引导其自我监督，培养社区团购行业自律。

电商平台本身多为大型企业，内部具有完备的风控体系，

引导其加大内部自我监管力度，以中间身份对供应商的

产品进行认定与对团长工作进行监督。同时，出于社区

团购的社区属性，可以引入居委会及物业进行辅助监管。

居委会和物业根植社区，可以选出居民代表居中进行监

督，及时把握社区团购运行实际情况，纠正社区团购不

当之处，更好发挥服务城市居民的功能。

注释：

① 2010 年 3 月 9 日，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关于统筹推

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意见。

②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下午，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

部组织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会议出台了

社区团购“九不得”新规。

③ 2020 年 12 月 9 日，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电商

“菜品社区团购”合规经营告知书》，对各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企业以“菜品社区团购”模式从事经营活动提出合

规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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