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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扩展，平台企业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平台经济

也成为了当下学界中跨学科、跨专业的一大学术研究热点。本文对国内平台经济的研究进展和前沿焦点

进行了梳理。首先，本研究将国内平台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了早期探索(2006~2014)、高速发展

(2015~2019)、全面井喷(2020至今)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并分别述评了各阶段的研究特点和重点议题。

其次，本研究归纳了当下国内平台经济研究的焦点，包括社会责任、垄断问题、税收问题、劳动保障问

题、以及平台经济在各个经济层面产生的影响，并全面呈现了当下平台经济的研究前沿和脉络。最后，

在对现有研究总体评述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和当下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动态，提出了

平台经济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借助这一全面性的综述回顾，本文希望能够推动关于平台经济方面的理

论研究，并且在实践中协助探索平台经济的有序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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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influence of platform en-
terprises in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has been increasing. Consequently, th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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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has become a major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professional academic research hotspo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frontier focuses of domestic platform economy 
studies. Firstly, this study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domestic platform economy re-
search into three distinct stages: early exploration (2006~2014), rapid development (2015~2019), 
and full explosion (2020-present), and provides a detailed re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issues of each stage. Secondly,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focuses of domestic platform 
economy research, includ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nopoly issues, taxation issues, labor protec-
tion issues, and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t comprehensively presents the 
current research frontiers and trend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Lastly, based on an overall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this study proposes key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platform economy, 
taking into account new trends i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latest dynamics in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is comprehensive review, the paper aims to promote theoreti-
cal research on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assist in exploring the orderly operation and sustaina-
bl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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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

的新引擎。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平台经济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连接供需双方，实现资源的高效配

置和市场价值的最大化[1]。身为全球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

尤为迅猛。以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字节跳动等为代表的中国平台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了主导地

位，也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2]。 
在这一现实背景之下，平台经济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一方面，平台企业在市场竞

争中展现出的强大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引发了对经济特征[3]、市场结构[4]、监管框架[5]、社会影响[6]
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平台经济在劳动力市场[7]、社会责任[8]、税收问题[9]等方面所遭遇的挑

战，也促使研究者从多角度、多学科视角对其进行剖析和解读。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国内平台经济研究的

发展历程，评估当前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果，并展望未来研究的可能趋势和方向。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全面综述，本文希望能够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的参考，进一步推动平

台经济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平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国内平台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 

本小节将主要介绍国内平台经济研究的主要发展历程。这一发展历程可以被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早期探索阶段(2006~2014)、高速发展阶段(2015~2019)、全面井喷阶段(2020 至今)。 

2.1. 早期探索阶段(2006~2014) 

2006 年，徐晋与张祥建第一次关注到了国外学者对平台经济问题的相关探讨，并通过一篇综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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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引入了国内学界。他们在文中介绍了 Rochet 和 TiroleArmstrong、Caillaud 和 Jullien 等一批经济学者

对平台研究的开创性工作，解释了作为基础理论的平台外部性和多属行为策略，并探讨了平台的分类、

业务模式、竞争模式、定价影响因素及管治能力等[10]。此后，一批学者围绕着平台经济这一概念及其相

关理论，展开了对中国国内平台经济的案例研究。 
在与对不同形态的平台经济具体案例的研究中，有学者探讨了金融领域中的电子银行[11] [12]、证券

期货交易平台[13]、大宗商品交易市场[14]等新兴平台经济模式，并基于金融行业在实施和发展这些平台

经济的现有情况提出了若干改进性的建议和对策。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媒体行业由传统的商业模式向平台

商业模式的转向，以及新旧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竞争和共存[15]，并对电信[16]、报纸[17]、期刊[18]、互

联网[19]等不同媒体的平台经济实践进行了案例考察。还有学者基于平台经济视角，关注了开发区[20]、
自由贸易区[21]、企业与产业服务[22]-[24]、跨境电子商务[25]等旨在促进促进经济活动和贸易的第三方

服务，并借此提出了促进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得益于对国外平台经济的经典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有关于平台经济的基本

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国内，使国内学者能够迅速跟进国际前沿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对

金融、媒体、电信等不同行业的具体平台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总结出了各行业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特征、挑战和机遇。这些案例研究不仅丰富了平台经济的理论研究，也为实际操作提供了参考，推

动了平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不过，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引入和翻译国外的理论，缺乏本土化的理论创

新。同时，早期文献对平台经济的案例研究多集中在金融、媒体等少数几个行业，覆盖面较窄，对许多

新兴行业和领域的研究尚未展开，导致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不足。此外，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以定

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较少，缺乏大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使得一些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受到限

制。 

2.2. 高速发展阶段(2015~2019) 

2015 年之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平台经济在国内迎来了快速发展的

阶段。这一时期，学者们不仅继续深化了对平台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还开始关注平台经济对社会、经

济和文化的深远影响。 
首先，出于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的迫切需求，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研究。一

部分学者专注于探索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整体趋势，对网络文学出版[26]、网络支付产业[27]、互联网

金融[28] [29]、O2O [30]、出行服务[31]、共享经济[32]等业务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和逻辑提炼，以揭示

这些模式在中国市场中的运作机制和发展前景，并借此指导实际的商业实践和行业发展。另一部分学者

则重点关注政府和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采取的措施，探索了在理论指导下更优的政府管制模式[33]、更

精准的扶贫开发融资模式[34]、对互联网初创企业的补贴倾斜策略[35]、自贸区的发展战略[36]等实践问

题。 
其次，尽管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法规和伦理问

题，一部分研究者关注到了对互联网内容传播的监管[37]、平台权力的扩张和异化[38]、对平台从业者的

法律保护[39]、商家在平台中的失信行为[40]等迫切需要解决的争议，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潜在的解决

方案。另一部分研究者介绍了国外学界关于反对平台垄断[41]、平台税收治理体系[42]、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43]、零工经济保障[44]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再次，和前一时期相比，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采用了更为多样的研究方法，也做出了一些本土化理论

创新的尝试。例如，有学者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互联网平台经济与行业生产效率变革之间的关系[45]
以及地理租金、网络外部性与互联网平台经济之间的关系[46]进行了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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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理建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共生技术协同创新[47]、信息服务平台市场规模与定价之间的关系

[48]进行了探索。还有学者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方法的社会学方法，对外卖送餐员[49]、泛娱乐直播中的

女主播[50]、网络作家[51]等平台经济的从业者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揭露了他们因为平台经济而受益的同

时，却又遭受着异化和剥削的处境。此外，在理论研究上，有学者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不仅讨论了平

台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过程[3]，也对劳动者在平台经济中的处境进行了抽象化的审视[52]。
有学者基于生态学视角，意图探索平台型企业的社会责任[6]，多个平台共同组成的复杂社会系统[53]、
平台生态圈战略[54]等。还有学者基于“物质性”这一哲学概念，探讨了算法是否具备物理属性和实体表

征这一颇具争议性的问题[55] [56]。 
总得来说，在 2015 年之后，关注平台经济的国内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可见的提升，反映出平

台经济的相关研究在国内日益复杂化、多元化与理论化的发展趋势。这些研究不仅涵盖了平台经济的理

论基础和应用实践，还深入探讨了其社会、法律和伦理层面的影响。通过对各类平台业务模式的分析和

理论提炼，学者们揭示了这些模式在中国市场中的运作机制和发展前景，为实际的商业实践和行业发展

提供了指导。同时，针对平台经济带来的新问题和挑战，已有的文献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潜在的解决方案，

并引入了国外先进经验，为国内法律规制和社会保障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然而，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在实证研究的数量和

多样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国外学者在平台经济的各个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基于详尽的一手

数据对平台经济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57]。国内研究虽然也有实证研究的尝试，但在数量、视角和

方法上的多样性都有所稀缺。其次，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地是在提出新的研究问题，而非对已有问题进

行深入探索。因此，对相关研究问题的分析和解读难免显得泛泛而谈。所以，尽管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政

策建议，但这些建议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仍有待验证。再次，平台经济在不同地区和行业的

发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时期的诸多研究未能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导致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普遍

性受到限制。 

2.3. 全面井喷阶段(2020 至今) 

进入 2020 年后，平台经济的研究进入了深化和拓展的新阶段。相关的研究数量得以井喷式增长。这

一时期，学者们不仅继续关注平台经济的基础理论和行业应用，还探索了平台经济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

特征和新趋势。同时，此前的研究探索出的一些方向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和深入。 
首先，在思辨研究中，不乏有学者尝试在理论上对与平台经济有关的种种新形态做系统性的建构。

和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些新提出的理论更加切合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也更具整体性。例如，李海舰与李

燕从微观经济的视角出发，整理出了基于“技术–(规则) –经济”范式的十大经济新形态理论[58]。胡

磊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讨论了平台经济如何改造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控制权和劳动从属性

[59]。阳镇和陈劲则探索了在可持续性竞争理念下，如何实现传统商业模式向可持续性商业模式的转型与

创新[60]。易宪容等学者尝试从价格结构的角度剖析了平台经济的实质及运作机制[61]。 
其次，在量化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利用空间计量、综合指标和计量经济学等方法，对平台经济的

相关现象进行了实证考察。例如，李敏等学者基于 2013~2019 年期间中国 16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探索了

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就业质量带来的影响[62]。纪园园等学者采用 2013~2019 年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构建了能够衡量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检验了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之间的

关系[63]。潘家栋和储昊东基于量化的市场势力指数测量了国内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市场垄断情况

[64]。这些研究不仅增强了学界对平台经济运作机制的理解，也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科学和可靠

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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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质化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个案研究和深度访谈，关注到了平台经

济所涉及的、更广泛的人类行为、社会关系和文化现象，并对它们进行了更深入的详细分析。例如，段

鹏探索了小红书、抖音、哔哩哔哩等短视频社交平台中的社群与群体行为，认为这些平台的群体性动力

机制主要是围绕着社群、场景和情感构造而成的[65]。陈帅等学者运用扎根理论，分析了平台经济中的半

契约型员工的忠诚度形成机制[66]。夏冰青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解释了中国互联网员工的工作实践，

并对其进行了结合产业内部动态和宏观经济动态的深入分析[67]。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平台经济对个体和

社会的深远影响，也为理解平台经济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井喷式增长，在质量上也取得了可观的提升。理论

和实证研究相互补充，形成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体系。这些研究为中国平台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了平台经济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市场环境的持续变化，平台经济研究将继续深化，助力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

体系。 

3. 国内平台经济研究的当下焦点 

近年来，国内平台经济研究逐渐聚焦于几个关键问题，包括对平台经济企业的社会责任、平台经济

发展中的垄断问题、税收问题、劳动保障问题和平台经济对经济各方面的影响。这些研究揭示了平台经

济在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的复杂且广泛的影响，也体现了当前学界对平台经济关注的侧重点所在。 

3.1. 限制无度扩张：主体责任与垄断问题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扩展，平台企业的市场扩张日益激进，相关的融资并购行动也与日俱

增，最终导致了移动互联网经济巨头的纷纷崛起。体量的壮大使得巨头平台企业的影响力也日益增长，

甚至使其成为了足以介入乃至塑造社会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形态、信息流通过程、公共政策制定和法

律判案结果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相关监管制度和执法措施的发展滞后，平台企业资本权力

的无度扩张、以及它们在这一过程中不计后果地追求盈利的种种行为，极大地损伤了消费者、小微企业

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上述现状引发了学界关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和反垄断问题的广泛讨论。 
在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上，学者们不仅在理论上总结了有关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不同理

论视角[68]、主体责任的构造[8]以及平台责任的实践范式[69]、平台经济模式下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70]，
也结合现实情况探讨了有关法律要件的规范适用[71]、司法机关对平台自治应持的态度[72]、平台企业在

进行社会责任实践时的履责对象与履责内容[73]、以及平台企业能够实行社会责任的多种不同范式[74]。 
在平台企业的反垄断问题上，学者们不仅讨论了有关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全球趋势[75]、新型垄断

行为的类型[76]以及由它们所导致的问题[77]，也讨论了如何在法律中进行市场界定[78] [79]，如何建立

反垄断事前预防和监测预警制度[80]、以及如何在执法中保障反垄断措施的有效进行[81]。此外，学者们

也介绍了来自欧盟[82]、美国[83]和日本[84]的先进经验，为国内的立法和监管提供了案例支持。 

3.2. 弥补法律真空：税收设计与劳动保障 

除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垄断之外，税收设计与劳动保障问题也成为了平台经济研究中的重要

议题。在税收设计问题上，由于平台经济法律关系复杂、交易行为隐蔽、市场竞争失序的特点，在平台

上进行的交易行为与传统经济模式间存在巨大差异，这导致了市场的实际运行与现有税收法律制度之间

出现脱节，平台经济为国家创造的税收贡献与这一新兴经济的实际利润规模相去甚远[85]。有学者指出，

市场运行与相关法规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平台经济发展中引入的数据要素和复杂的交易架构对现有规

则构成了挑战[86]。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在税收理论层面，国内学者们尝试重新明确了数字时代平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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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的涉税要素[42]、涉税风险[87]和各方权责[88]。在税收制度层面，国内学者们探讨了是否应当在

数字经济中征收数字税[89]、适应新时代的税收制度的设计[9]、征税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碍及其原因[90]、
以及如何推进税收制度落实[91]等问题。在税收实践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关注到了电商补贴业务[92]、灵

活用工平台[93]、直播带货业务[94]等多种具体的平台经济业务形态与案例，并对其进行了基于案例的考

察。此外，来自国际的税改经验和改革共识[95] [96]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还有研究者在上述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使中国特色数字平台监管[97]与全球治理[98]相辅相成的创新思路，以打造更加规范且可持

续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环境。 
在劳动保障问题上，平台作为劳资双方的服务中介，运用优势地位与数字技术，巧妙地模糊了雇主

和劳工间的劳动关系。一方面，由于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往往被视为独立承包商或自由职业者，而非传

统意义上的雇员，平台和资方得以逃避提供劳务保障和遵守劳动法等法律义务，这催生了一大批“不稳

定劳动者”的诞生。另一方面，算法、即时通信与监控设备等新技术加剧了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力，造

成了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问题[99] [100]。目前，在实证考察方面，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对外卖行业劳动

者[101]、内容创意劳动者[102]、网约车司机[103]、网络主播[104]、游戏玩家[105]等灵活劳动者的田野

调查数据，深入地分析了这些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和生存危机，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若干解决弱势劳动

者困境的解决方案。而在理论探索方面，相关研究已经基本明确了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平台经济价值增值

逻辑[106]、平台经济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107]、平台经济中劳动概念的界定[108]与劳动关系的认定

标准[109]、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关系的治理思路和治理目标[110]、平台经济中劳动保障的立法逻辑与立法

方向[111]、平台劳动问题中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112]等问题，并与实证研究之间建立了较为紧密的联系，

为相关制度的建设和劳动保障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3. 理解经济影响：影响路径与内在机制 

最后，得益于近年来经济学研究对平台经济这一概念的度量方式的成熟，影响平台经济发展的各种

因素、平台经济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和这些影响路径上的复杂机制成为了近来平台经济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首先，有学者关注到了平台经济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例如，在城市层面，舒雯基于长三角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这四大城市群的样本数据，研究了平台经济对城市群流通业

创新效率所产生的影响。她发现，平台经济会正向影响城市群流通业的创新效率，并且这种影响表现出

了“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异质性特征[113]。在农村层面，张宝生等学者基于 2013 到 2022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索了平台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他们发现，平台经济能够正向促进乡村

产业的兴旺发展，并且数字物流在平台经济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114]。 
其次，有学者关注到了平台经济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其中，一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平台经济对实体经

济的促进作用。例如，冯卓和吴奇发现，平台经济能够平台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结

构、数字普惠金融和财政分权度则能进一步强化平台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15]。赫国胜与刘

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发现了平台经济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

应[116]。另一部分学者关注到了平台经济对产业链的重组作用。例如，全继月与南润福发现，平台经济

的发展能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产业聚集和资源配置效率则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中介作

用[117]。类似的，赵兵和万相昱发现，平台经济发展的提升同样会对流通业的产业升级起到正向促进作

用[118]。 
再次，有学者关注到了平台经济对人口就业和创业的影响。例如，在就业方面，孙永强等学者关注

到了平台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缓解作用[119]。杨伟国和吴邦正检验了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他们发现，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U”形关系，而它对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存量均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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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正向影响[120]。在创业方面，程聪慧和刘昱呈发现，平台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这

种影响机制可以通过降低农村居民创业难度、吸引资本流入和劳动力回流来实现[121]。 
最后，有学者关注到了平台经济对市场和消费的影响。例如，耿晓等学者发现，平台经济发展与居

民消费结构呈现倒“U”型关系，并对邻接地区居民消费结构改善起到带动作用[122]。汤莉和陈康荣发

现，平台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服务消费增长，并且智慧流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123]。许

扬阳分析了互联网平台经济与市场扭曲间的关系，发现互联网平台经济对市场扭曲整体上呈现出先促进

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124]。 

4. 国内平台经济研究的总体述评与趋势展望 

4.1. 总体述评 

综上所述，本文已经充分梳理了国内平台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焦点。我国平台经济研究的发

展历程可以被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的研究都有其各自的特点。 
2006 年至 2014 年是国内平台经济研究的早期探索阶段，学者们主要将精力集中在了引入国外平台

经济理论，以及初步探讨国内平台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念与模式。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研究多以理论介绍和

行业案例分析为主。 
2015 年至 2019 年是国内平台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

展，研究平台经济的文献数量得以大幅增加，学者们开始试图对这一领域进行实证研究。他们不仅探讨

了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也关注到了这一崭新的经济模式在社会、经济和法律等方面造成的

影响。相较早期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在方法和视角上都更加多元，并且有了发展本土理论的新尝

试。然而，高速发展阶段的研究仍存在实证研究数量不足、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不足等问题。 
2020 年之后是平台经济研究的全面井喷时期。在这一时期，学界已经基本形成了对平台经济研究的

基础理论、主要研究方向、问题导向和研究意义的共识。因此，我们不仅能看到相关研究在数量上的井

喷，也能看到相关研究在内容和深度上的提升。 
当下国内平台经济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有关对平台企业的社会责

任与反垄断问题的探讨。这一研究热点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平台经济企业在过去几年的无序扩张和野蛮发

展损害了社会整体、公众和小微企业的利益。为了保障市场的有序运行，学者们从多个角度深入研究了

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反垄断问题，包括不同理论视角的社会责任治理、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的构造、法

律规范的适用、以及国际经验的借鉴等。 
第二个方面有关对平台经济税收问题和劳动保障问题的探讨。平台经济的法律关系复杂、交易行为

隐蔽、市场竞争失序，使得现有税收法律制度难以适应这一新兴经济模式，导致税收流失和劳动者权益

受损。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重新明确数字时代平台交易模式中的涉税要素、如何设

计适应新时代的税收制度、以及如何在税收制度落实过程中应对可能的阻碍。此外，关于劳动保障，研

究者们探讨了平台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以及如何通过立法和政策保障平台劳动者

的基本权益。 
第三个方面是理解平台经济对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包括其对地区经济、产业发展、人口就业和消费

市场的影响。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探讨了平台经济如何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和产业结构调整。 

4.2. 趋势展望 

展望未来，国内平台经济研究还将得到进一步的继续深化和拓展，这些未来的趋势可能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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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关键领域： 
首先，随着平台企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及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在理论上的明晰，未

来的研究将更加关注平台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学者们将探讨如何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强

化平台企业的责任意识，确保其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兼顾消费者权益、劳动者保障和社会公益。这

包括在实证研究中开发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多维度评价量表、关注其在社会责任履行模式上的创新、

以及研究平台企业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其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平台经济中的垄断行为和市场竞争失序问题仍将是研究的热点。未来研

究将继续深入分析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新型垄断形式及其对市场的影响，探索更有效的反垄断监管措

施和预防机制。此外，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借鉴国际反垄断经验，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反垄断政策，

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再次，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税收制度的不足日益显现。未来研究将致力于构建适应数字

经济时代的税收体系，包括数字税的征收、税基的确定、跨境交易的税收管理等。同时，研究还将关注

如何通过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公平。 
再则，平台经济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深远，未来研究将继续关注平台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包括对灵活

就业者的社会保障体系设计、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等问题。与此同时，研究还可以探

讨新技术在劳动保障中的应用，如通过区块链技术提升劳动合同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利用大数据分析优

化劳动保障政策等。 
此外，平台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未来研究可以深入分析平

台经济对不同区域和产业的具体影响，探索如何通过平台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升级。特别是在

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平台经济在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将成

为研究重点。 
同时，技术创新是平台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未来研究将关注新技术在平台经济中的应用及其带

来的挑战。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平台治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应用。同

时，研究还将探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手段，提升数据治理能力，保障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 
最后，随着平台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平台经济的研究也需要国际视野。未来研究将关注国际平台经

济治理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公正合理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包括跨国数据流动、跨境

电商税收管理、国际反垄断合作等方面的议题。 
总体而言，平台经济的未来研究将继续在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化，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回应社会现实

需求，为平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持和政策建议。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国际合

作，平台经济研究将不断拓展新的领域，探索新的理论，助力数字经济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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