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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法律治理之建议

叶卫平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由此也带来一些法律治理的难题。

数字经济的技术驱动、平台运营、强网络外部性和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等经济技

术特点与传统经济有显著不同，数字经济的有效治理，需要充分关照数字经济

的经济和技术特点。以数字经济市场规制的角度为例，2010 至 2020 年间，美国、

欧盟对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四家企业的反垄断执法调查和诉讼数量呈现

了持续和稳健执法的趋势，但是同时期，中国对于国内巨型数字企业的反垄断

执法司法未有效展开，这也是为什么 2020 年 12 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强

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要求。出现数字经济的法律治理失灵，根本

原因还是对于新经济新业态治理能力的不足和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对数字经济

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研判的偏差，导致了立法、执法和司法进展显著滞后于法

治需求。

如何完善数字经济法律治理体系？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对于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回应是：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

系，强化协同治理和增强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和多元的治理能力等。我认为，

数字经济治理，应该定位于经济发展、安全保障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保障等目标。这也是《网络安全法》《数字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基本要求。较长时期，数字经济治理实践更关注的是数字经济立法的效率价

值，着眼于通过立法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安全保障和权利保障存

在显著不足的情况下，科技创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达到最优状态。在

当下的法治建设中，需要兼顾效率、安全和权利保障三方面的价值，在制度设

计和制度运行中确保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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