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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视点
密切关注信息技术领域热点问题

中国电子学会 2018 年第 11 期（总第 36 期）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基于新演进、新特征的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新趋势研判

编者按：1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数字经济是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

方向，我们应该牢牢把握创新发展时代潮流，全面平衡落实《互联

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当前，信息网络技

术加速创新，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平台化成为数字经

济时代产业组织的显著特征之一，并逐步由产业组织的变革发展演

化成为经济形态。我国正面临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关口，

有必要对平台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围绕于此，中国电子学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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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相关研究及对策建议编制形成本期《学会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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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台发展历程来看，传统经济中的集贸市场、线下中

介、银行等均具备平台属性，但是这些传统平台的发展受到

地域空间、技术、交易规模等诸多因素限制，并未发展为经

济形态。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以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的平台已在多方面演进和创新，全

球范围内一批用户基数庞大、技术积累丰富、资金实力雄厚

的平台型企业纷纷涌现，通过提供开源系统，营造开放环境，

促进跨界融合与业态创新，以新兴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平台经

济发展浪潮已然来临，推动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

深刻变革。

一、平台服务功能、创新模式、治理架构发生新变化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同细分领域的平台不断

涌现，如物流平台、工业生产智能制造平台、医疗平台、金

融支付平台以及便捷出行平台等，平台的服务功能、创新模

式、治理架构已出现明显转变，这种拥有全新特性和影响力

的平台以迅猛的速度渗透于经济社会各领域，由产业组织方

式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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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服务功能由连接转向配置

相较于能够接入各类服务资源的传统线下线上平台，基

于新兴信息技术的平台将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能够解决

承载大规模应用时出现的资源调度问题，并将各类服务资源

优化部署以满足海量用户需求。这类平台还能实现与其他平

台服务资源的相互调用，并进行分析、计算及预测等工作，

根据用户的需求主动推送服务，供需双方通过平台弹性精准

匹配，主导权由生产商、流通商转移到用户手中，众多分散

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体实现广泛、实时、频繁的交流互动，

有效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当前，以闲置资产使用权交易

为核心的分享经济正在快速崛起，如美国短租平台 Airbnb

整合闲散的房屋资源,将房主与租客直接对接,使租客以低

于当地酒店价格享受到不同类型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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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台创新模式由自研转向开源

提供以开放资源、弹性可扩展为特征的解决方案正在成

为平台的基本能力，越来越多的平台企业采用分布式开源协

同创新机制，强化用户体验和服务机制，创新开源商业模式，

提升行业竞争力。平台企业还鼓励全社会的开发爱好者、学

习者、商业组织共同参与，共享计算、存储、互联等基础能

力，相互协同支撑相关产业及应用快速发展，推动开源、共

享、协同的社会创新生态环境的构建。目前，国际科技巨头

谷歌、亚马逊等都利用开源技术构建云计算类应用和服务平

台，而国内的门户网站、大型电商等企业也在通过开源技术、

产品和服务构建低成本、高弹性的平台，传统产业则通过开

源技术和产品逐步实现升级转型，2018年全球基于开源软

件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有 300多个。

（三）平台治理架构由被动监管转向多元共治

随着平台参与主体规模的扩大和交易范围的扩展，平台

治理实践不断适应和完善，逐渐由被动监管发展为政府监

管、平台自治、第三方组织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面对平台

的业务形态和属性日益复杂的情况，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手段

能力建设，对各方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从 2013年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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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州等多个地方的监管部门相继出台规范网约车平台的

法案。此外，平台在管理机制和技术创新层面加强自身建设

和用户管理，主动承担治理责任。如著名的即时用车平台

Uber在应用程序内推出“安全中心”，以便乘客与指定联

系人分享行程细节，并且每年重新审核驾驶员背景。同时，

行业协会、企业联盟等第三方组织也积极发挥作用，协助政

府对平台经营活动进行监督，Uber 每隔两年就要接受第三

方机构对于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措施的审核。

二、当前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

伴随着平台服务功能、创新模式、治理架构的全面演进，

我国涌现出多家平台企业并快速发展壮大，推出交易类、社

交与内容类、技术支持类等多种平台，覆盖生活服务、网络

媒体、金融、能源、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据发改委统计，

2017年我国平台经济规模比 2012年增长了 5倍，在这种蓬

勃发展的浪潮之下，我国平台经济在产业平台化转型、信用

体系和公共领域建设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趋势特征。

（一）传统行业加速向平台化发展模式转变

20世纪 90年代末，阿里巴巴、腾讯等新兴平台企业在

电子商务、即时通信等领域率先兴起，随后传统行业加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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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化模式转型，呈现出从服务业到工业、从消费到生产的

延伸态势。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早期平台企业

如今成长为行业巨头，腾讯、阿里巴巴入围 2018年全球最

具价值品牌百强排行榜前 10强。同时，传统服务行业也逐

渐向平台化模式发展，交通出行、教育、医疗、餐饮住宿等

领域的平台企业不断崛起，促进线上线下结合发展的新服务

模式蓬勃发展。近年来，传统制造企业也开启平台化转型之

路，已成为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力量，三一重工、航

天科工、海尔已推出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二）平台经济助推多层级信用体系加快完善

信用体系建设是加强平台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效手段，近

年来，政府、平台企业等多方参与的联合激励与惩戒机制正

在逐步建立，平台企业开始成为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我国多层级信用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全

社会信用体系已经建立。例如，发改委、人民银行等多个部

委协同合作建立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共同完善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工信部已建成上线信息通信行业

企业主体信息库和企业违法不良记录信息库，明确对失信主

体的重点监管和惩戒措施。另一方面，企业自建的平台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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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不断提升用户体验，如滴滴出行平台已

在全国 100个城市正式上线了服务信用体系，基于服务信用

体系丰富车主权益、提升服务质量。

（三）平台经济的公共普惠性逐步显现

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能缓解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不均

衡状态，并为大众提供分享资源的媒介。在解决新型、多领

域资源缺乏导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上，平台经济能够发

挥整合线下教育、医疗、交通等与公共服务相关资源的作用，

如在城市生活中，拼车、养老、家政服务等领域的平台模式

创新迭出，在优化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实现绿色环保等方面

发挥作用，为现代城市难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思路，为大众

提供一种便捷、自由参与和分享经济利益、资源的媒介。平

台企业还能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展现其自身社会价值。

阿里云平台已带动就业 120万人，其中七成以上来自创业型

中小企业，近六成为首次创业，并推出“云翼计划”进一步

推动大学生创业。

三、关于促进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是培育具有行业带动力和竞争力的平台型龙头企

业。大力支持我国有综合实力、有发展潜能的平台企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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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资源，在要素整合、科技支撑、

品牌建设等方面实现新突破，面向新兴信息服务发展需求，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鼓励各类平台企业进一步丰富服务功

能，拓展服务空间，创新服务模式，推动专业服务体系建设，

不断改善用户体验，提升平台竞争力。同时面向海外消费市

场，积极发展跨境贸易，带动平台企业和产品“走出去”。

二是加快实现平台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带动作用。支持

建设面向各行业生产要素配置、供应链管理和模式业态创新

的综合平台，面向基础共性、行业通用、企业专用建设高端

装备制造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展全生命周期管理、协同研发

设计、生产设备优化、产品质量检测等服务平台。培养技术

实力雄厚、服务能力优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推进制造

业服务化发展，依托平台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和柔性化改造，

开发推出个性化定制产品服务，促进定制服务行业发展。

三是开展平台经济统计监测和标准信用体系建设。科

学制定平台企业的统计分类和标准，加快建立覆盖平台经营

主体和信用评估服务机构的信用统计监测体系，科学设计信

用评价指标，逐步建立先进适用的指标体系，建立信用信息

发布制度，推动相关部门制订第三方监测机构和信用评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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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的相关行业标准和从业人员标准，深入推动平台经济

技术标准应用，逐步规范完善平台企业服务标准、管理制度

和示范推广，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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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学会于 1962 年成立于中国北京，至今已有 56 年，拥有个人会员

10万人以上，团体会员 600多个，专业分会 48家，分支机构遍布中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主要具备以下三大职能：

行业国内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学会拥有以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数字经

济百人会等国际化、开放式的交流合作平台，为相关企业在技术、市场、政策、

资金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国内外交流合作渠道和发展机遇。

行业指导性研究咨询前瞻智库。学会是工信智库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是唯

一一家由中国科协正式授牌的智能社会研究所，拥有以专业化、高学历的资深

研究人员构成的研究团队，并聘请了两院院士作为专家顾问，正在围绕机器人、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智慧社会、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和产业化问题展开深入研

究，为指导行业发展提供了大量智力支持和决策依据。

政府相关行业管理职能支撑点。学会在专业技术资格认证、展示最新技术

成果、研究和推荐行业标准、开展项目评估和成果鉴定等方面持续开展大量工

作，卓有成效地协助政府行使科技和学术领域的行业管理职能，很好地发挥着

政府与企业对接枢纽及桥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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