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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平台

这个精就是精准，围绕百姓关心的，

聚焦市民关注的，准就是要找短板、

问题，能落到实处、点上。

2018 年，有媒体曾报道美团外

送的骑手在给客人送餐时恶意吃外送

的餐点，还回吐咀嚼物至餐盒的事件。

了解到相关情况，那年上海两会，我

和其他委员提交了一份《加强外送平

台监管的建议》。从那时开始，我们

收到的外卖包装上有了安全搭扣，贴

上了封条，这是外卖食品卫生的改进。

从当时的外卖配送，到现在平台

经济，这是从点上发现问题，再扩展

到面的过程。

《新民周刊》：从最早关于外卖

商品安全搭扣的建议，到如今提出加

强对平台经济领域相关主体的保护，这几年间您和团队持续对

这一行业保持关注，背后又有怎样的动力？

李国华：平台经济本质上属于互联网经济。它与传统经济

有很大区别，是一种特殊的数字经济形式。它们当中很多和最

新的科技密不可分，从业人员接受新事物快，思想束缚少，这

是优势，是发展迅速的理由。但是，正是由于发展得过快，就

更需要有一种道德伦理去支撑企业发展，就是那种向善的理念，

不能以宝贵的生命或是“一家之大”的垄断地位来换取短时利益，

企业必须要有对社会责任的承诺。

强调这种“向善的理念”，是因为未来社会会愈发数字化，

而这些平台企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想要为老百姓持续提

供服务，眼光就得长远，而不是只聚焦眼下的盈利。历史上的“百

年名企”，都有这种向善的理念在支撑。

目前看来，在平台经济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上，让企业主

动承担更多责任可能比较难，这才凸显出创新监管的难能可贵。

所以我这些年一直通过提案来呼吁，不仅要加强监管，更要“创

新监管”。

“创新监管”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作为新经济形式，

创新要在监管之下，管得住才能放得开。另外，作为新生事

物，互联网经济的治理规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近些年，出于呵护新产业、新业态的考虑，我国对平台企业

监管一直十分审慎。这要求我们的监管部门，接下来要更加

灵活创新。

法律监管、企业文化、党建推进，亟需创新

《新民周刊》：鉴于现在平台经济的规模愈发庞大，有观

点认为其属于“造福和方便公众的新经济”，也有人指出它“形

成垄断侵犯相关主体权益”。在这两极之间，您觉得应当如何

用好平台经济，从而真正地为老百姓带去更多便利？

李国华：我是医学出身。平台经济，我把它比喻成一款“药”。

用得好，就是“补药”。日常生活中，它创造了大量劳动岗位，

帮助解决就业，这些已经说得比较多，暂且不谈。在 2020 年新

冠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很多人都离不开平台经济。它帮助解决

了很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之余，也为疫情防控贡献很多。

抵御疫情，它也算一种特殊的药。

但是，是药就会有毒性，同样是疫情期间，餐饮企业，尤

其是中小型商家，面对线下亏损，不得不上线外卖平台，以此

提高人气、增加现金流。然而平台的高额抽成，使得他们也苦

不堪言，不上平台揽不到客，上平台赚不到钱。

因此，需要靠社会各界把握它的药性，用创新的模式驯服、

减弱它的毒性。用好平台经济，也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问题。享受优点和便利，暂时也要包容他的不足。在此过程中，

我们其实也在不断探索他的发展规律。我们不仅需要《关于平

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这类规范性指导文件的出台，更需

要尽快探索符合数字经济特点的创新平台企业监管机制。 

交警队通过直播对骑手宣讲文明骑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