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社会关切的“二选一”“大数据

杀熟”等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如何

细化认定？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近日

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同志

对指南进行了解读。

对“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
如何认定？

指南针对近年来社会各方面反映

较多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作出专门规定，明确了相关行为是否构

成垄断行为的判断标准。

一是明确“二选一”可能构成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行为。指南明

确了构成限定交易行为可以考虑的因

素，其中包括平台经营者要求平台内经

营者在竞争性平台间进行“二选一”或

者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行为。

同时，指南进一步细化了判断“二

选一”等行为是否构成限定交易的标

准：平台经营者通过屏蔽店铺、搜索降

权、流量限制等惩罚性措施实施的限

制，一般可以认定构成限定交易行为；

平台经营者通过补贴、折扣等激励性方

式实施的限制，如果有证据证明对市场

竞争产生明显的排除、限制影响，也可

能被认定构成限定交易行为。

二是明确“大数据杀熟”可能构成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差别待遇行为。指南

明确了构成差别待遇可以考虑的因素，其

中包括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基于大数据

和算法，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消

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实行差异性交易

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对平台经济领域协同行为的
认定有哪些新规定？

从总体框架上看，平台经济领域垄

断协议形式与传统产业无实质差别，在

判断总体适用原则上也具有一致性。

但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平台经济领域的

协同行为可能通过数据、算法、平台规

则或者其他与平台经济密切相关方式

来实现。

鉴于平台经济的复杂性，认定平台

经济领域协同行为可以通过直接证据

判定。如果直接证据较难获取，可以根

据《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第六条规

定，按照逻辑一致的间接证据，认定经

营者对相关信息的知悉状况，判定经营

者之间是否存在协同行为。同时，有关

经营者基于独立意思表示所做出的价

格跟随等平行行为，或者经营者可以提

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不存在协同行为的，

不应当被认定为协同行为。

如何认定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指南依据反垄断法，结合平台经济

的特点，进一步细化认定平台经济领域

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考虑因素。

一是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竞争

状况。考虑平台经济的特殊性，指南明

确了交易金额、交易数量、活跃用户数

等指标。鉴于平台经济的动态竞争特

点，指南同时明确要考虑该市场份额持

续的时间，以及市场发展状况、现有竞

争者数量和市场份额、平台竞争特点、

平台差异程度等因素。

二是控制市场的能力，可以考虑该

经营者控制上下游市场或者其他关联

市场的能力，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

入相关市场的能力，相关平台经营模

式、网络效应，以及影响或者决定价格、

流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等。

三是财力和技术条件，包括资产规

模、盈利能力、融资能力，以及该财力和

技术条件能够以何种程度促进该经营者

业务扩张或者巩固、维持市场地位等传统

因素，也包括该经营者的投资者情况、资

本来源、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需

要特殊考虑的因素。

四是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对平

台经济领域经营者的依赖程度，以及其

他经营者转向其他平台的可能性及转

换成本等。

五是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

指南细化规定了相关考虑因素，包括市

场准入、平台规模效应、资金投入规模

等。

移动互联网流量达 357.3万TB，同

比增长 23.4%；6.6 亿件包裹上演年货

“新春运”；“原地过年”的客户可免费获

得10-20GB不等的流量；全国网络零售

额达9057.6亿元……

这是今年春节超过1亿“原年人”选

择就地过年产生的数据。此外，微信发

布的首份《“原年人”春节报告》（数据统

计时间段为大年三十至初五）也呈现了

“原年人”在微信里过春节的“新年

俗”。《报告》显示，云上互动、娱乐、购物

等云上方式成为消费者最喜爱的方式，

春节假期的数字洪流“数”出牛气冲天

的新气象。

“云”购年货成主流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云”购年

货成为原地过年人们消费的主流方式。

商 务 部 发 布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

“2021年全国网上年货节”期间（1月 20
日至 2 月 18 日），全国网络零售额达

9057.6亿元。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节

期间，全国各地倡导原地过年，网购、在

线餐饮等线上消费成为年货消费主流，

网上消费市场呈现繁荣景象，全国网络

零售额稳步增长。

根据商务部大数据对重点电商平

台的监测，在线餐饮销售额同比增长

48.5%，其中外卖增长 56.8%；电影在线

销售额超 90亿元，比 2019 年和 2020 年

分别增长 412.7%和 20.9%；年夜饭系列

商品销售火爆，销售额比上年增长

78.8%。

在原地过年的新形势下，商务部会

同有关部门不仅举办了“2021年全国网

上年货节”，还打造了“买年货”“赶大

集”“云拜年”等特色活动，满足各地群

众的春节消费需求。

6.6亿件包裹上演“新春运”

以往春节，抢购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成为人们最大的期待。今年的原地过年，

这样的“春运”以另外一种方式展开。

据统计，在各地倡议之下，今年全

国超过1亿人选择原地过年。中国铁路

总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

共发送旅客9841.6万人次，比2019年下

降76.8%，比2020年同期下降34.8%。

人未回乡，但一份份“裹着”思念的

包裹却在中国大地上演一场新的“春

运”。

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上，记者看到一

则视频：一位在原地过年的小姐姐接到

快递电话，下楼取快递时，发现是老家

爸爸妈妈寄过来的腊肉、米粉、肉丸等

各种特产，足有十多个快递包裹，一时

激动地热泪盈眶。这则视频引起了众

多网友的点赞、评论，纷纷晒出自己收

到的各种“思念包裹”。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

期间，全国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

快递包裹 6.6 亿件，同比增长 260%；大

年三十至正月初五，京东平台的异地订

单成交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58%；菜鸟数

据显示，腊八到小年，从县区寄往大城

市的包裹平均增长两成以上。

在北京过年的李女士说，虽然今年

没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但爸妈寄过来的

酥肉、蜜三刀等让她仍能品尝到家乡的

味道。她说：“原地过年就是为战‘疫’

做贡献，期待疫情早日消散，明年春节

一定回家和家人一起团圆。”

“云拜年”“云红包”
让过年更欢天喜地

大年初一一大早，北京的张先生收

到了一条拜年视频。与过去只收到文

字不同，这则视频是他老家的妹妹与家

人在一起吃饭录制的视频，一家人的欢

声笑语加上各种家乡的美味，让张先生

身临其境。

今年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各种活

动，邀请用户拍摄拜年视频还能够获得

奖励。抖音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

期间，该平台上共拍摄了 1.3 亿个短视

频“云拜年”，同比增长 11 倍。除夕当

日，快手平台原地过年相关短视频数较

2月1日上涨456%。

除了各种祝福语，过年的“红包”也

以“云”的形式满天飞。

在北京原地过年的曹女士说，今年

她在微信里抢了好几百元红包。“今年

不仅可以直接抢红包，还可以抢发视频

红包，这种方式更有趣。”

抢红包的玩法不仅仅在微信里有，

抖音、快手、支付宝等平台都推出了“云

拜年”“云红包”的方式。

在春节前夕，抖音平台推出了集齐

“团圆家乡年”灯笼活动，集齐的用户

可瓜分 3 亿元。最终，2.15 亿用户集

齐“团圆家乡年”灯笼。同时，抖音还

公布,春晚当日抖音红包总互动次数达

703亿次。

快手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除夕当

日，用户领取红包总次数达 90.3亿次，

红包分享总次数达 15.8亿，“万元现金

红包”活动中人均领取红包近40次。

支付宝的数据显示，今年参与红包

拜年的用户上涨了近 270%，红包相关

搜索量也上涨了538%。

众多花式抢红包的方式，让原地过

年的人们乐得合不拢嘴。曹女士说，她

和丈夫就一直在琢磨各个平台的玩法，

看怎么能领到更多的红包，同时还发动

家乡人一起抢。

在收发红包方面，微信发布的报告

显示，春节期间，广东为收发微信红包

次数最多的省份，江苏省、浙江省、山东

省和河北省紧随其后。而在通过视频

号录制短视频为远方的亲友送上新春

祝福方面，北京人最爱刷视频号，广州

人最爱发视频号，北京、深圳、上海、广

州、成都成为最喜欢用视频号直播连麦

的5个城市。

此外，电信运营商也为原地过年的

客户免费提供流量礼包活动，赠送 10-
20GB 不等的流量，以另一种“红包”的

方式满足春节期间，人们玩手机的各种

智慧需求。

这个别样的牛年，充满着别样的

“云”味。“云拜年”“云红包”以新的欢庆

方式，陪伴原地过年的人们体验浓浓年

味、感受暖暖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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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物流向港交所

递交招股申请

本报讯 京东物流日前向香港联

交所递交招股申请，其业务构成、营收

概况以及募资用途等核心信息首次全

面披露。

招股文件显示，京东物流是领先

的技术驱动供应链解决方案及物流服

务商。2020年前三季度，京东物流收

入达 495 亿元，同比增长 43.2%，这一

指标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为 379
亿元和498亿元。

2020 年，京东物流助力约 90%的

京东线上零售订单实现当日和次日

达。截至 2020年年底，京东物流共有

员工超过 25万人，其中仓储、快递、客

服等一线员工超过24万人。

招股文件显示，2018年至 2020年

第三季度的 11个季度内，累计技术投

入达 46 亿元，呈不断增长趋势。同

期，京东物流的技术投入在总收入中

的平均占比达 3.4%。截至到 2020 年

年底，京东物流已拥有及正在申请的

技术专利和计算机软件版权超过4400
项，其中与自动化和无人技术相关的

超过2500项。

据悉，京东物流拟将全球发售募

集资金用于升级和扩展物流网络，开

发与供应链解决方案和物流服务相关

的先进技术。在技术投资上，将持续

强化技术方面的长期竞争力，包括硬

件、软件和算法，以及 5G、云计算、物

联网等基础技术的应用。 闻坤

我国首个量子计算机

操作系统发布

本报讯 日前，我国首款国产量

子计算机操作系统——“本源司南”在

安徽省合肥市发布。

该系统由合肥本源量子计算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实现了量子

资源系统化管理、量子计算任务并行

化执行、量子芯片自动化校准等新功

能，可以使量子计算机的运行更加高

效、稳定。

相比于经典计算机，量子计算机

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强大的计算能力，

但目前全球范围内可供使用的量子计

算机只有 50台左右，如果不能做到有

效利用，就会出现算力浪费的情况。因

此，量子计算机也需要操作系统对其进

行有效调配和管理，硬软件协同发展才

能让量子计算机实现落地应用。

据悉，下一步，本源量子研发团队

将基于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本源

量子计算机集群、“本源司南”量子计

算机操作系统、本源量子云平台以及

丰富的量子软件与应用，打造完善且

开放的量子计算服务生态，与量子计

算产业链企业共同实现量子计算的广

泛应用。 徐靖 田先进

国产77GHz毫米波芯片封装

天线测距创纪录

科技日报讯（记者 吴长锋）记

者从中国电科 38所获悉，在 2月 17日

召开的第 68 届国际固态电路会议

（ISSCC 2021）上，该所发布了一款高

性能 77GHz毫米波芯片及模组，在国

际上首次实现两颗 3 发 4 收毫米波芯

片及 10路毫米波天线单封装集成，探

测距离达 38.5 米，刷新全球毫米波封

装天线最远探测距离纪录。

该款芯片在24毫米×24毫米空间

里实现了多路毫米波雷达收发前端的

功能，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动态可调

快速宽带 chirp信号产生方法，并在封

装内采用多馈入天线技术，大幅提升

了封装天线的有效辐射距离，为近距

离智能感知提供了一种小体积和低成

本解决方案。

此次发布的封装天线模组包含两

颗 77GHz毫米波雷达芯片，该芯片面

向智能驾驶领域对核心毫米波传感器

的需求，采用低成本CMOS（互补金属

氧化物半导体）工艺，单片集成 3个发

射通道、4个接收通道及雷达波形产生

等，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快速宽带雷达信号产生等方面具有

特别优势，芯片支持多片级联并构建

更大规模的雷达阵列。

“大数据杀熟”有了细化认定标准
——解读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 赵文君

“原年人”上线 数字经济“数”出新气象

近日，装载着果汁、塑料制品和光伏产品等 50车货物的X9041次中欧班列从西安驶出，这标志着 2021年中欧班列（西

安）运输车数突破2万车大关。截至2月22日，2021年中欧班列（西安）共开行423列，运送货物主要以汽车配件、光伏产品、电子

产品、日用百货和防疫物资为主。其中开往德国、波兰、立陶宛等欧洲国家198列，同比增长168％。 新华社发 唐振江/摄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

布《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年）》解读，指出未来三年

是工业互联网的快速成长期，工信部

将从五方面、11项重点行动和十大重

点工程，着力解决工业互联网发展中

的深层次难点、痛点问题，推动产业数

字化，带动数字产业化。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

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全新工业生

态、关键基础设施和新型应用模式，是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抓手。自

《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 (2018—
2020 年)》印发以来，我国工业互联网

呈现蓬勃发展态势，起步期的行动计

划全部完成。三年来，工信部先后发

布实施十余项落地性文件，不断完善

政策体系，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工程，带动总投资近 700 亿元，遴选 4
个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和

258个试点示范项目，打造了一批高水

平的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了一批龙头

企业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时值“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迈

过起步期进入快速成长期后，我国工

业互联网如何再上新台阶？前不久，

工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

计划（2021-2023年）》，对今后三年工业

互联网的重点工作内容作出部署。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年）》结合当前产业发展实

际和技术产业演进趋势，确立了未来

三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目标。到

2023年，新型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融

合应用成效进一步彰显，技术创新能

力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生态进一步

健全，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工

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量质并

进，新模式、新业态大范围推广，产业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此外，结合重点任务和突出问题，

《工 业 互 联 网 创 新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年）》从组织实施、数据管

理、资金保障、人才保障四方面明确了

支撑要素和政策措施。

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不同于互联

网创新应用，工业互联网的主战场在

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领域，面向工

业、立足工业、服务工业。《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提

出，重点加强各方积极参与的团体赛

模式、突出工业细分场景特点推动产

业数字化，带动数字产业化三个方面

的工作，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

未来三年，网络领域继续着眼构

筑支撑工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

链互联互通的网络基础设施，加快企

业外网和企业内网建设与改造，提升

基础支撑能力。

同时，目前我国联网工业企业数量

众多，涉及行业众多，存在信息化发展程

度不一、承载业务类型相异、所属行业安

全保护规律差异化明显等特点，难以采

取“一刀切”的网络安全管理模式。

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强对工业互

联网企业实施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

理，集中力量指导重要行业、重点企业

建立安全防护能力，提升安全防护水

平。 赵超

未来三年工业互联网将迈入快速成长期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