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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享经济时代的政府工具创新 
杨思羽 

（苏州大学） 

 

一、共享经济时代现状 
（一）经济模式变更 

近年来，随着物质经济水平的发展与人民对经济模式探索的前

进，一种名为“共享经济”的经济模式在中国悄然形成。 

这种经济模式以 Uber、AirBnb 等企业为代表，提倡了一种“共

享”的理念。这一理念呼吁市场的参与者通过暂时转移物品的使用

权，实现闲置资源的利用率最大化。 

从物质层面上来看，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给商业市场带来了活

力与创意，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的

发展。它不仅给供给端带来了经济发展机会与资金来源，也给需求

端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资源获取通道。 

从精神层面上来看，由于共享经济并非是一种强调专精的商业

模式，市场中的每个主体都可以自由在供给端与需求端间转换，大

大促进了社会中人与人的交流， 也就自然成为了经济社会中的一

种人性化体现。 

（二）共享经济时代中的政府定位 

诚然，共享经济的全新理念为市场注入了活力，但与此同时，

这样的经济模式也对传统的法律边界产生了冲击，带来了法律灰色

地带与监管的不确定性。其中，共享经济与政府监管的冲突集中体

现在以下几点： 

1. 市场上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由于共享经济不强调经营者的专职化，共享经济的供给商多为

非职业化主体。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主体的资源多为自由闲置资源，

在配置时生产成本大大低于传统经营者的生产成本，在定价上，为

吸引消费者，低于市场价格的恶性竞价层出不穷，而面对这一不公

平竞争的现象，政府的监管尚不够到位与完善。 

2.消费者保护的困境 

首先，由于缺少统一的进入市场闲限制标准，且现有条例不完

善、执行力度不足，因此对于供给者的素质与资源的质量很难有统

一保证。 

其次，由于供给端人口流动较快，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很难

进行直接有效的追责。 

在这一困境中，政府作为监管部门，与对共享经济直接负责的

各大平台仍缺少沟通，未能达成在监管上的共识，导致消费者问题

层出不穷。 

3.雇佣模式带来的劳动力体系冲击 

个体供应商大多通过网络平台出租自己的闲置资源，但个体与

平台间却并非传统模式中的雇佣关系。这一现象带来了两个问题—

— 

（1）共享经济中的供应个体没有标准的制度管理，不仅没有

固定的薪酬、休假，更缺少应有企业统一提供的五险一金等保护制

度； 

（2）相对自由的工作模式与相对丰厚的报酬并行，对于在传

统企业工作的员工有着思想上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共享经

济中，使共享经济市场逐渐呈现出饱和状态，而传统经济受到一定

冲击。 

政府在这一冲击中，应及时做好统筹工作，制定统一的行业标

准。 

二、政府工具现状 
政府工具通常指政府用来达成政策目的的手段，是政策目标与

结果之间的桥梁，而在共享经济时代，政府政策的目标就是让这一

新出现的经济模式趋于规范化，最大化保障模式中的每一个参与主

体，在此前提下进行政府工具的创新。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

环境变化急剧。而为了适应社会变化，政府部门改革、政府工具创

新渐趋常态化。陈振明先生就曾提出：“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特

别是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

的，是 21 世纪行政管理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而在经济方面，传统手段主要强调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完

善与建设。其核心是在 PPP 模式下推动社会资本与政府的合作。 

但到了当代中国，在广泛吸收他国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分析

后，顺应世界一般趋势，选用市场化工具对经济领域进行管理。将

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使市场与公共管理相辅相成，让市场

活力与市场秩序相互补充，促进了政府机构的自身改革。 

综合起来看，面对经济问题时，当下中国主要在“自愿性政策

工具”、“混合性政策工具”和“强制性政策工具”中，以政府的

干预度为标尺，选择合适的政府工具对经济问题进行处理。 

三、政府工具创新趋势 
（一）现行政府工具评价 

（1）积极性 

传统经济手段的调控充分发挥了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时的宏

观调控作用。通过自上而下地下达行政命令，规范了市场秩序，促

进了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使市场乱象得到有效控制。 

而市场化工具的应用，又使市场在政府框定的区间内自由发挥

活力。面对一些经济问题，市场机制自主进行调控，不仅更加贴合

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也使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在竞争压力下共同推动

区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 

“自愿-混合-强制”性的三分法也让政府的参与更加灵活可

控。 

（2）消极性 

现行的政府工具在选择时缺乏统一标准，新兴的市场经济就是

对两种工具过渡的考验，它要求政府合理介入监管，不放任共享经

济市场对传统市场造成过度冲击。但同时又需要自由、自主发展，

以在此过程中提升国民经济自觉与自信。 

但现行的工具显然还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虽然共享经济仍属

于亟待完善的发展阶段，但其出现至今，针对短租房、网约车等新

兴产业，相关部门已制定如《网约车暂行管理办法 2017》等多部文

件以规范行业发展。但伴随着中国人民的物质水平的日益发展，共

享经济的潮流已是大势所趋，要彻底解决共享经济的尺度把控问

题，就不能只针对单一问题制定文件，而要在现有政府工具上进行

创新，以尽早形成一套完备的针对共享经济的政府工具。 

（二）政府工具创新趋势分析 

在今年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可以预想，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背景下，个人的闲置资源会

越来越丰富，共享经济时代的发展势在必行。因此，针对其的政府

工具创新也必不可少，大约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创新—— 

1.纳入第三方主体 

现存政府工具中，尚且缺乏针对共享经济的工具。 

其主要原因是，现存的政府工具模型中，主要从政府和市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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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衡板 

用七个露露（六个核桃）罐围成一个圆固定好，将三个这样的

圆叠起来组成一个滚筒，然后将木板放在易拉罐滚筒上，一名幼儿

站在木板上，双脚分开，身体重心交替从一只脚转移到另一只脚来

平衡自己的身体、实现两只脚同时离地保持木板水平。针对幼儿能

力不同，可提供大小、高度不同的滚筒，木板上我们标注了中心线，

还设计了可调节的子母扣鞋垫，方便高矮、跨度不同的幼儿进行参

考性游戏。平衡板可以锻炼幼儿的平衡能力、使幼儿在不断尝试平

衡的过程中磨练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意志。 

 
3、滚筒 

滚筒是由 30-40 个露露（六个核桃）罐围组成一个大圆，固定

在 PVC 制成的支架的一侧，另一侧再固定一个这样的圆筒。幼儿在

不断蹬踏的过程中可以充分锻炼腿部肌肉。 

玩法一：身体平躺在地垫上，双脚抬起做蹬自行车的动作使一

个滚筒不停转动。 

玩法二：身体平躺在地垫上，两只脚同时抬起分别蹬两个滚筒，

一只脚蹬一个滚筒，使两个滚筒同时转动。 

 
四、多结构材料组合器械 
多结构材料组合器械是指教师在投放材料时，不但要注意易拉

罐原材料、低结构材料和高结构材料投放，还应提供其他辅助材料，

游戏时幼儿根据自己的想象自选材料、自行设计、自由组合。如：

挑扁担过独木桥、走梅花桩；多孔跳杆用多变哑铃垫高；滚筒和多

变哑铃同时边蹬踏滚筒边手持多变哑铃做上举运动等。在拼、凑、

搬运、拼搭、建构等游戏行为过程中，幼儿的运动量大大增加，手

眼协调能力、身体力量得到了发展。 

 
在中班户外活动自制易拉罐器械的使用与研究过程中，幼儿一

直非常感兴趣、参与度很高，上下肢、腰腹等身体部分都得到了充

分锻炼，跑、跳、爬等运动技能得到了发展。同时在不断尝试新组

合、新玩法的过程中，体现出幼儿游戏的自主性，发展创造性思维

和想象力。 

1．变换组合，探究中练本领。 

易拉罐器械具备变换组合的特点，因此也深受幼儿青睐。高结

构易拉罐器械，发展幼儿蹬踏、牵拉等动作，锻炼身体各部位力量。

低结构易拉罐器械，通过开展跑跳、钻爬等活动，提高幼儿动作协

调性。多结构易拉罐，推动体育情境游戏开展。如：用易拉罐和其

他辅助材料铺设崎岖小路，幼儿一起探险，进而增强身体灵活性及

平衡能力。多种易拉罐器械，多种变换组合玩法，让幼儿在主动探

究中身体动作得到发展，增强体质练就本领。 

2．常玩常新，持续创造的激情。 

活动中，教师既是材料的提供者，又是幼儿活动的支持者。在

幼儿使用易拉罐器械开展户外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应给与幼儿充足

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幼儿常玩，进而创造新玩法。当幼儿自主探索

出易拉罐的多种玩法时，以幼儿名字命名玩法，如：“贺顺-平衡”、

“雅舒-立”、“冠宇-按摩”等，鼓励发明新玩法的幼儿，同时启发

鼓励其他幼儿相仿学习再创造。还可以建议幼儿将新玩法融入集体

或小组游戏中，在合作中体验易拉罐的多种玩法。这些鼓励幼儿常

玩常新的方式，会有效激发幼儿保持创造的激情，在身体锻炼的同

时发展创造力。 

易拉罐虽小，但只要稍加改造，就能成为幼儿游戏的好伙伴，

让幼儿在和谐的氛围中玩出健康、玩出智慧、玩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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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体出发。但共享经济的特殊性就在于，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

存在平台这一第三方主体。全新的政府工具在设计过程中，应当将

第三方平台纳入工具系统中。明确平台与政府间的责任划分，让渡

一部分监管权利给平台，给共享经济设立一定的入市要求。 

2.吸收平台管理经验 

政府工具的应用，在实际操作上受工具选择者的主管影响大。

而政府工作人员在选用政府工具时往往存在惯性，用处理传统经济

问题的方式处理共享经济问题，会使共享经济偏离其发展初衷，从

而导致在共享经济中出现专职化严重等情况，加剧传统行业与共享

行业间的矛盾。 

因此，在政府工具创新的同时，应积极吸收平台对用户的管理

经验，将用户整合管理的部分内容法制化，通过政府强制力保障对

共享经济个体商户的规范得到有效落实。在选取政府工具的过程

中，也应当与平台形成良好的交流模式，通过平台的精英行为对政

策进行审视。 

3.传统市场与共享经济市场划分 

诚然，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传统市场带来了刺激，推动了其

发展。但为保证传统市场的活力与避免由共享经济市场的过分自主

性导致的大众事件的发生，应通过混合性的政治对两个市场进行一

定程度的划分。 

以网约车为例，针对机场和车站等大型公共场所，可针对网约

车设置高于出租车的税收制度，通过间接方式进行市场划分，对于

传统经济来说，保证了其有持续发挥活力的空间，对于共享经济来

说，避免了其过分集中于公共区域而失去了共享经济的资源合理配

置的意义。 

四、总结 
在共享经济的大潮流下，原有的政府工具已无法完全适应现当

代的社会现状。要合理规范共享市场，就要对工具进行创新，形成

有针对性、适用性的新型政府工具。而在设计这一工具时，应充分

比较传统经济与共享经济的不同，从其中最特殊的第三方平台这一

主体出发，结合大众政治行为与精英行为进行分析进行主观的工具

选择，最后，要对传统经济与共享经济的本质区别有正确理解，划

分二者的经营范围，避免专职化的共享经济个体出现，才能良好地

把控对两种经济处理的区别。 

当然，共享经济的发展对公民素质也有巨大的要求。政府在进

行政府工具创新的同时也应坚持对公民的素质提升。不仅要推动社

会的物质水平发展，更要关注社会的精神追求健康，带领全社会共

同迈入崭新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