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款不“换锚”“压舱石”长期保留

2021.2.9 星期二
责编 龚家惠 ｜ 版式 小凯 ｜ 校对 小缪 天下 A13

对于社会关切的“二选一”“大数
据杀熟”等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如
何细化认定？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7
日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
南，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负责
同志对指南进行了解读。

指南充分立足执法实践，积极回
应社会关切，针对近年来社会各方面
反映较多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
问题作出专门规定，明确了相关行为
是否构成垄断行为的判断标准。

一是明确“二选一”可能构成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行为。指南明
确了构成限定交易行为可以考虑的因
素，其中包括平台经营者要求平台内
经营者在竞争性平台间进行“二选一”
或者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行为。

同时，指南从惩罚性措施和激励
性措施两个角度，进一步细化了判断

“二选一”等行为是否构成限定交易的
标准：平台经营者通过屏蔽店铺、搜索
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扣取保证
金等惩罚性措施实施的限制，因对市
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产生直接损害，
一般可以认定构成限定交易行为；平
台经营者通过补贴、折扣、优惠、流量
资源支持等激励性方式实施的限制，
如果有证据证明对市场竞争产生明显
的排除、限制影响，也可能被认定构成
限定交易行为。

二是明确“大数据杀熟”可能构成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差别待遇行为。指
南明确了构成差别待遇可以考虑的因
素，其中包括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基于
大数据和算法，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支付
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实行差异
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关于认定交易相对人是否“条件
相同”，指南特别规定，平台在交易中
获取的交易相对人的隐私信息、交易
历史、个体偏好、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
的差异不影响认定交易相对人条件相
同。实践中，如果平台经济领域经营
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不同的消费
者实施不同的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
可能构成差别待遇行为。

从总体框架上看，平台经济领域
垄断协议形式与传统产业无实质差
别，在判断总体适用原则上也具有一
致性。但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平台经
济领域的协同行为可能通过数据、算
法、平台规则或者其他与平台经济密
切相关方式来实现。

鉴于平台经济的复杂性，认定平

台经济领域协同行为可以通过直接证
据判定。如果直接证据较难获取，可以
根据《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第六条
规定，按照逻辑一致的间接证据，认定
经营者对相关信息的知悉状况，判定经
营者之间是否存在协同行为。同时，有
关经营者基于独立意思表示所做出的
价格跟随等平行行为，或者经营者可以
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不存在协同行为
的，不应当被认定为协同行为。

指南依据反垄断法，结合平台经
济的特点，进一步细化认定平台经济
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考虑
因素。

一是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竞争
状况。考虑平台经济的特殊性，指南
明确了交易金额、交易数量、活跃用户
数、点击量、使用时长等指标。鉴于平
台经济的动态竞争特点，指南同时明
确要考虑该市场份额持续的时间，以
及市场发展状况、现有竞争者数量和
市场份额、平台竞争特点、平台差异程
度、规模经济、潜在竞争者情况、创新
和技术变化等因素。

二是控制市场的能力，可以考虑
该经营者控制上下游市场或者其他关
联市场的能力，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
进入相关市场的能力，相关平台经营
模式、网络效应，以及影响或者决定价
格、流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等。

三是财力和技术条件，包括资产
规模、盈利能力、融资能力、技术创新
和应用能力、拥有的知识产权，以及该
财力和技术条件能够以何种程度促进
该经营者业务扩张或者巩固、维持市
场地位等传统因素，也包括该经营者
的投资者情况、资本来源、掌握和处理
相关数据的能力等需要特殊考虑的因
素。

四是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对平
台经济领域经营者的依赖程度，可以
考虑其他经营者与该平台经济领域经
营者的交易关系、交易量、交易持续时
间，锁定效应、用户黏性，以及其他经
营者转向其他平台的可能性及转换成
本等。

五是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
影响平台经济领域市场进入难易程度
的考虑因素有别于传统行业。指南细
化规定了相关考虑因素，包括市场准
入、平台规模效应、资金投入规模、技
术壁垒、用户多栖性、用户转换成本、
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用户习惯等。

需要明确的是，指南对认定平台
经济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明
确了具体考虑的因素，还需在执法实
践中结合个案情况对相关因素进行具
体分析。 （据新华社）

尽管存款收益比不得理财
产品，但胜在安全可靠、收益稳
定，更受老年群体青睐。央行数
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民币存
款增加19.65万亿元，其中住户
存款增加11.3万亿元。

面对广大储户的期待，如何
管理好存款、让银行成为储户的

“保险箱”，金融部门花了不少心
思。

当前，新发放和存量贷款的
定价基准转换已经顺利完成，大
部分贷款都选择以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定价。不少人关
心：下一步，存款方面的利率改
革是否会有所推进？

人民银行近日召开的加强
存款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
确提出，存款利率定价具有较强
的外部性，存款市场竞争秩序事
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整个利率体
系的“压舱石”，要长期保留。

这么看来，未来一段时间，

存款基准利率仍将是存款收益
的定价基础。虽然定价的“锚”
没有改变，但并不意味着实际存
款利率就没有变化。

我国存款基准利率已5年
多未作调整，但实际上存款利率
的上下限都已经放开，银行可以
自主浮动定价。为缓解息差缩
窄带来的压力，去年以来不少银
行纷纷下调存款利率，带动实体
经济融资成本下行。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工农
中建四大银行官网显示的整存
整 取 一 年 期 存 款 利 率 均 为
1.75％，不到存款基准利率的1.2
倍。一些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
上浮幅度稍大一些，个别能达到
存款基准利率的1.5倍。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王青认为，未来，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力度不减，企业贷款成本要
维持目前水平，需要银行控制好
存款成本，因此存款利率也将保
持基本稳定。

储户们请注意：

央行的新部署事关你的“钱袋子”

“二选一”“大数据杀熟”
等行为如何认定？
——解读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存款既关系着储户们的“钱袋子”，又是银行放贷资金的重
要来源。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存款管理
工作。这将对储户们的“钱袋子”有啥影响？

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账户
“趴”着的活期资金就变为了定
期存款……一时间，不少第三方
互联网金融平台和银行达成合
作，在平台上销售一些银行的，
特别是地方中小银行的存款产
品。

但这些第三方互联网平台
“创新”的存款产品，已被人民银
行相关人士“一锤定音”，判定为

“无照驾驶”。
在监管看来，第三方互联网

平台销售的存款产品存在不少
问题：高息揽储、跨区域经营、外
溢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监管隐
患、扰乱市场……

为此，银保监会、人民银行
今年1月发文，要求商业银行不
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
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

支付宝、腾讯理财通、京东金融、
度小满金融等多家互联网平台
纷纷下架相关产品。

金融服务既要方便，更要考
虑安全。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
强化存款管理，规范结构性存
款、叫停“靠档计息”等举措陆续
出台，存款市场业务整顿紧锣密
鼓。

此次央行会议明确提出，继
续加强对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
的监测管理，维护存款市场竞争
秩序。这样“严监管”的表态让
储户感到安心。

保障存款安全就是保护储
户的“钱袋子”。在监管部门持
续强化存款管理的同时，储户也
要擦亮眼睛，去正规金融机构存
款，存款前要看清机构有没有

“存款保险标识”。（据新华社）

近年来，地方中小法人银行
（包括农村信用社）借助互联网
渠道，通过较高的存款利率、灵
活的支取方式实现了异地客户
和存款规模的快速增长，但其背
后的风险和隐患不容忽视。

一些热衷于异地揽储的地
方金融机构往往实力有限，在竞
争能力、资本补充、风险防控等
方面有着明显短板。央行此次
会议重申：地方法人银行不得以
各种方式开办异地存款。

在监管部门看来，地方中小
金融机构的跨区经营容易导致

风险外溢，而且异地存款人的远
程交易、实名认证、尽职调查等
可能存在风险，存在很大的监管
隐患。

存款更多图个安稳，别紧盯
着个别银行承诺的高利率，而忽
视背后的高风险。

专家认为，整治地方法人银
行异地揽储，一方面可督促地方
法人银行回归服务当地，另一方
面维护了存款市场正常的竞争
秩序，还有助于推动银行负债端
成本保持稳定，为巩固降低实体
经济融资成本成果提供支撑。

地方法人银行服务当地 不可异地揽储

“无照驾驶”产品扰乱市场 央行将持续出手整治

问题一：
对“二选一”“大数据杀熟”

等如何认定？

问题二：
对平台经济领域协同行为

的认定有哪些新规定？

问题三：
与传统行业相比，认定平台

经济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
地位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