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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概况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

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

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

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就中国而言，数字经济是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数字中

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

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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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竞争特点

赢家通吃

网络效应

双边市场

快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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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主要竞争关注

企业的平台化特点，加大了相关市场界定的难度，也给平台
型企业市场力量的评估以及平台行为竞争影响的评估带来了
更大的挑战。

数据
数字驱动型并购中可能出现的数据原料封锁风险，以及拥有
市场支配地位的数据持有主体特定环境下拒绝数据开放是否
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隐私
隐私保护度竞争，特别是特定的并购交易是否导致交易后企
业有能力与动机降低隐私保护度水平。

算法 算法合谋与算法歧视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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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基本概念

 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计算机算法去改

善其定价模型、完善客户服务以及预测市场发展趋势。

 算法是为了完成特定任务，按照一定顺序执行的规则的连续序列。

 算法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表示，比如语言、图表、代码，甚至是机
器可以读取和执行的程序。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算法已经发展
到可以自动处理包括复杂运算和数据处理的重复任务。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的最新发展，则使算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让计算机能
够比人类更有效地解决复杂问题，做出预测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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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应用

基于历史数据去评估需求、预测价格变化、预测客户行为与偏好、评估风
险以及预测那些可能影响市场环境的内生、外生冲击，比如新的市场进入
、汇率变化甚至自然灾害等。

通过降低产品与交易成本、区分消费者群体，或者通过设置能有效回应
市场环境的最优价格，让业务获得竞争优势。

特别是基于机器学习，包括深度学习，可以带来数据驱动型创新以及
市场的演化。

算法可用于预测性分析

算法可用于优化业务流程

算法对行业发展有特殊意义

 算法在现代社会运用非常广泛，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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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带来的反竞争风险——算法合谋
 合谋是竞争对手之间共同实施的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共同利润最大化策

略行为。

 将算法作为合谋促进因素，导致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或者以前不可能出现的

新式合谋，这类合谋被称为“算法合谋”。

 合谋可以区分为“明示合谋”与“默示合谋”。

——明示合谋是指，通过书面或口头等明确的协议方式去维持合谋的反竞

争行为。

——默示合谋是指，不通过任何明确的协议，竞争对手通过认可相互之间

的依赖性来维持合谋，从而实现反竞争性合作。 8



算法对合谋相关因素的影响

（2）市场进入障碍

（5）需求因素

（3）市场透明度
影响合谋
相关因素 （4）企业互动频率

（1）企业数量

×

√

√

√

×

（6）供给因素

×

算法对企业数量与市场进入障碍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效果不明确，但
可能提高市场透明度与企业互动频率。
算法同时改变了结构性市场条件以及供给方面的因素，对合谋的可持

续性可能会产生积极、消极或者模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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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合谋的分类

•计算机被用来
执行人类共谋
限制竞争的意
愿，其身份类
似人类的信使。

信使类共谋 轴辐类共谋 预测类共谋 自主类共谋

•多家企业使用相
同的计算机算法
决定市场价格或
对市场做出反应。
凭借计算机算法
研发者的帮助，
可能形成全行业
的合谋，导致价
格上涨。

•计算机算法
由不同企业
研发，但设
计相似，其
被用于监督
市场活动，
并能理性地
实施价格跟
随行为。

•竞争者独立
开发和使用
计算机算法
去实现既定
的目标如利
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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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执法的难点

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协议的扩大化解释

主观意图的判断

算法合谋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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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执法的应对之策

短期

长期

积极展开市场调研或者行业研究发现“合谋证据”。

运用经营者集中审查关注集中度较低行业中通过算法便利合谋的情况。

通过承诺或者救济措施阻止或打破默示合谋。

法律中“协议”概念的重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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