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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平台经济随着自身发展规律以及受外在社会因素等影响不断变化。“平台封禁”行为作为近些年

反垄断视野下的热门话题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比较大的争议，在用反垄断法判断之时，平台封禁同时

涉及到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公平竞争权以及消费者选择权等平台企业的正当权利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问

题，对于“平台封禁”行为的正当性论证是有必要的且需要全方位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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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platform economy is constantly changing with the law of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social factors. As a hot topic in the view of anti-monopoly in recent years, 
the behavior of “platform blocking” has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s and great disputes. When 
judged by antitrust law, platform ban also involves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such as market subjects’ operational autonomy, fair competition right and consumers’ right of 
choice, as well as social and public interests.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behavior of “platform ban” is 
necessary and needs all-round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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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平台封禁”行为出现在当今的互联网生活中，引起了各方争议，对于“平台封禁”行为是否应该

采取反垄断监管手段以及用何种方式监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对于这一现象，社会公众会下意识

将其赋予较为负面的意义，直观认为这是垄断行为。专家学者也通常直接从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角度去

思考审视“平台封禁”行为。这一视角下难免会先入为主认定“平台封禁”行为与垄断行为紧密联系甚

至本身即构成垄断行为。本文试在反垄断的视野下，从“平台封禁”行为本身出发探究其是否存在正当

性，以及如何对“平台封禁”行为进行监管。 

2. 平台封禁行为概述 

2.1. “平台封禁”行为的概念 

平台封禁行为并非法律术语，目前也不存在统一的定义，随着时代发展，科技的进步，平台封禁行

为也会演变不同的方式，其内涵都会进一步的扩张。不排除未来科技颠覆性的改变，平台封禁行为的概

念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互联网平台发展的派生性问题，从平台封禁行为的文义理解，行为

主体是明确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且是能够产生平台效应的超级平台。而与传统互联网非平台企业之间的

竞争不同，平台企业一方面是参与竞争的经营者，另一方面也是为其他经营者提供交易场所的组织者，

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涉及到入驻平台的其他经营者，因此较为复杂[1]。“平台封禁”行为一般是指平

台企业拒绝其他平台经营者使用其正当获取或运营的数据、网络、端口等资源的行为，按照现学者较为

公认的行为类型分类，可分为“二选一”、不予直链、自我优待和关闭 API 接口四个类别。 

2.2. “平台封禁”行为的性质 

平台采取的封禁行为主要产生于平台与平台之间的市场竞争中，除了明确拒绝指向平台企业竞争者

的“平台封禁”行为，还要限制平台内的其他非竞争关系经营者与平台竞争者进行正常交易等活动的“平

台封禁”行为。平台企业限制入驻平台的其他经营者加入其他平台的行为目的并不会是限制平台内的其

他经营者自身发展，而是意图限制其加入其他平台去参与竞争平台企业的发展。“平台封禁”行为的本

质属于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自发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商业策略，而在反垄断的视野下，会关注到

其行为是否涉及反垄断法问题，比如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等垄断行为。但并不能直接或间接认定“平台封

禁”行为属于垄断行为。目前来看仍属于平台企业自发的市场行为。 

3. 平台封禁行为的正当性分析 

3.1. “平台封禁”行为与经营自主权 

首先，平台经过激烈竞争才会建立起数据、流量优势，大型互联网平台碾压级别的优势不是一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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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而是投入了巨大的成本与代价。完全开放的外部链接，会使外部企业以极低的成本“搭便车”[2]。
平台凭借自主经营以及前期投入的巨大成本等，出于自身经营逐利，以及取得市场竞争中的相对优势，

选择不开放完全的外部链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样的封禁行为在经济学上，主要分析其对市场竞争的

影响，如果进入壁垒是可以突破的，相关市场可以有效进入，那么封禁行为就不大可能对竞争产生重大

影响。目前平台企业的发展并没有达到对相关经营者存在进入壁垒。甚至平台经济自身也是波动曲折的

发展中，近两年的平台经济与互联网浪潮的红利时期相比，处于较为下行的状态，很难认定当下有相对

优势的平台企业代表之后可以一直保持优势。 
反而只有充分尊重平台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不违法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平台企业能够更好

地发挥自身积极性，带动经济发展，激发平台企业创新。 

3.2. “平台封禁”行为与公平竞争权 

公平竞争权是经营者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享有的开展自由、公平竞争的权利[3]。自由竞争强调经营者

的市场竞争行为不受政府和其他经营者的非法干涉，公平竞争强调不同经营者应当得到平等对待，对经

营者施加限制时应当遵循公平、合理和无歧视原则[4]。 
平台封禁行为由市场自身内在的缺陷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的秉性所决定的，市场的逐利性天然会导致

无序的状态市场。竞争的本质在于，一种有效的竞争行为必然会导致侵害并损害第三人，且此种后果无

可避免。每个市场竞争者均致力于发现其商品与服务的需求者，相对某一商品和服务来说，这种需求群

有时空的限制[5]。一个市场参与者扩大其需求群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损害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另一市场参

与者。使后者要么直接失去顾客，要么因为竞争对手的成功限制了扩大其需求群的可能性，这种损害不

论以正当方式抑或不正当方式竞争均会产生。而不能一概而论平台的“封禁行为”导致了不良的竞争后果。 
那么对待“平台封禁”行为，也应当在追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之下，对平台经营者的市场竞争行

为不得非法干涉。对平台经营者加以限制之时应当遵循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大并非原罪。 

3.3. “平台封禁”行为与消费者选择权 

消费者能够拥有更为丰富的选择权，是消费者福利的一种重要表现。每个平台都有不同的用户偏好，

当互联网平台按照完全独立的经营权可以更好搭建用户喜爱的平台建设，较为封闭的情况有利于互联网

平台做出正确的商业决定。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而言，平台封禁问题导致的多平台跳转，主要是因为存在不同平台的不同定位以

及策略，以及同类型产品竞争等，这些原因并不会本质上影响到消费者的选择权，愿意跳转多个平台的

消费者是价格敏感型的，而价格非敏感型消费者或存在偏好的消费者一般选择自己偏向性的平台进行选

购。同样从抖音封禁第三方链接打造兴趣电商生态闭环的现实实践来看，平台企业的闭环经营也可能增

加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并发挥“鲶鱼效应”活跃市场竞争[6]。真正对消费者选择权有危险的是对消费者

选择哪个平台进行干预，哪样产品进行强制。 

4. 完善“平台封禁”相关问题的建议 

4.1. 严格区分“平台封禁”行为的违法性 

从经营自主权、合同自由角度来看，互联网平台企业基于竞争、运营与管理的需要，有权利对外接

平台设置某些运营规则，有直接处理各种链接的权限，无门槛、无原则、无条件地开放链接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必要的。 
“平台封禁”行为本身不存在天然的违法性，或者说具备正当性，“平台封禁”行为的正当性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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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是市场竞争行为的一种体现。对于“平台封禁”行为是企业行使经营自主权的行为，有助

于公平竞争的行为，以及丰富消费者选择权的正当性论证也是基于现阶段的“平台封禁”行为并不构成

反垄断要件，违反反垄断法的前提之下，但仍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排除“平台封禁”行为个例违法

的可能。重要的是不将“平台封禁”行为与垄断行为划等号。 

4.2. 鼓励行业监管加强引导 

行业监管原则上不得有悖于反垄断法追求有效竞争秩序的目标。互联网平台行业监管也应如此，考

虑到互联网平台行业的特殊性，特别是其技术性、专业性、动态性，反垄断法应用于该行业可能会面临

严峻挑战，行业监管机构在解决本行业问题上的专业性、及时性、可操作性，会更加适合去引导或者规

制互联网“平台封禁”行为，我国互联网行业监管应当坚持以“包容审慎”为原则，创新监管方式，促

进互联网行业的市场活力。 
笔者从平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在“平台封禁”问题上，反垄断法需要与行业监管相协

调，主张从互联网平台行业监管如何鼓励互联网企业创新的角度出发，以激发市场活力代替不合理的管

制要求，通过创新监管理念，监管模式，监管手段，提供切实可行的行业监管建议。探索对“平台封禁”

行为的规制路径，为互联网行业注入竞争活力。最后平衡经营者自主权、消费者选择权、平台市场的秩

序之间的矛盾。 

4.3. 构建基于平台经济特点的动态监管 

以动态竞争的视角对待互联网平台的封禁问题，顺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更要以我国经济总体发展的

眼光去引导平台经济问题，具化至促进互联网行业的有利发展，推动互联网行业治理的法治化，公平化，

市场化。促进数字经济生产要素在平台之间的低成本流动，激发互联网的市场活力以及互联网行业的科

技创新力，激发创业动力提供更多就业计划，能够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完成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时代

重任。 

5. 结语 

近年来，平台竞争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竞争的核心模式，平台之间为了争夺用户和流量也不断发生“互

斥”。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平台经济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与其他领域一样，互联

网平台的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竞争激烈乃至失序的状况，[7]平台经营者使用技术手段和平台规则

对竞争性平台在己方平台内经营的项目进行封禁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竞争模式。目前“平台封禁”并不

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尽管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论观点，但是各位学者一致认为对于互联网“平台封禁”

行为在反垄断领域进行规制的话，需要对照反垄断法律规定，以及相关争议行为的技术原理进行具体分

析，而不能直接认定为垄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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