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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企业发展势头迅猛，市场竞争变得愈发复杂与激烈，垄断行为也呈现出

隐蔽性和多样化的特点。我国传统的反垄断监管模式大多依赖人工进行审查，在规制更加隐蔽和复杂的

垄断行为时出现了监管滞后、效率低下、覆盖面小等问题，因此亟需借助数字化技术对反垄断监管进行

革新，促进反垄断监管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利用，通过将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作为辅助工具，协助反垄断监管机构对市场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和精准分析，不仅有

利于提高监管的精准度和效率，还能降低监管成本，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更加透明、公平的竞争环境，

更好地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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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obust advance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platform enterprises are experiencing rapid 
growth, leading to increasingly intricate and intense market competition, alongside the emergence of 
concealed and diversified monopolistic practices. Traditional Chinese antitrust regulatory frame-
works, which predominantly rely on manual scrutiny, encounter challenges such as regulatory delays, 
inefficiency, and limited scope when addressing more covert and sophisticated monopolistic activities. 
Consequentl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leverag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reform antitrust oversight,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ntitrust regulation. The essence of this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hinges on the integ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data resources. Utiliz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like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uxiliary tools can aid antitrust regulators in real-time sur-
veillance and precise analysis of market behavior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enhances the precision and 
efficacy of regulatory efforts but also reduces regulatory expenses and fosters a more transparent and 
equitable competitive landscape for market participants, better equipping them to address novel cir-
cumstanc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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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果说第一个镀金时代(1880~1929)是以煤、石油、钢铁和大型综合工业企业为基础的话，那么现在

的镀金时代则是以数据处理能力、存储能力和通信能力为基础的数字时代。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

展，不管是数据与算法的创新与融合，还是区块链在物联网中的不断应用，都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

展与国家治理，以数字治理为核心政府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治理转型的核心议题之一[1]。2020 年发布的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中提出需尽快完善互联网平台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加强和完善反垄断监管，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4 年 5 月 24 日至 25 日，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福州举行，同期发布了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 年)》，根据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报告内容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保持稳健增

长趋势，高性能计算走在世界第一梯队，数字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数字基础设施不断扩容提速，算

力总规模以惊人的 230EFLOPS 位居全球第二位；且我国不断突破在 5G、6G 等核心技术方面的创新，数

据生产总量达到了将近 32.8 ZB，数据要素市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新型数字核心产业在我国 GDP
比重增加 10%左右，这也意味着数字企业的竞争行为愈发激烈和复杂，同时其不正当竞争行为也随之增

加，对反垄断执法机构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和

革新反垄断、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迫在眉睫。 
数字化转型是指利用数字技术优化或重塑业务流程。具体而言是指政府或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

化手段，对其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和价值创造方式进行全面的改变和优化，以提升政府办公能力与运

营效率或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本文仅讨论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以应对新型垄断行为。数字化

转型的关键方面包括技术采用、流程改进、业务模式创新、组织与文化变革以及数据驱动决策，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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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过程。我国“2035 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要加速推动构建数字型政府、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形成

人人都从中受益的数字社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驱动社会生产方式及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举措。然

而，我国现有法律监管体系已跟不上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乱象频发却无法有效规制，数字反垄断

的监管意识和监管能力不足，当前市场监管的规制体系难以适应高速的数字产业发展需要[2]。唯有“以

智能回应智能”，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促进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才能以科学的手段高质

量、高效率地维护我国数字市场的企业竞争秩序。 

2. 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论证 

2.1. 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政府是促进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主导者。数字政府是“互联网 + 政务”深度发展的产物，具有

协同化、智能化、云端化、动态化、数据化等新特征。在建设数字政府的过程中，需要推动政府职能转

变，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需要加强

监管能力，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和秩序稳定。反垄断监管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市场监管的基石。

在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监管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先

进技术，能够实现对市场行为的精准监测、快速分析和有效监管，提升反垄断执法的效率和精准度。数

字政府建设强调数据的共享和互通，而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也需要充分利用各类数据资源。通过数据

的整合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场动态和竞争状况，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管政策提供依据。反垄断监

管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监管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成本。这与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

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数字政府建设需要加强市场监管能力，确保市场

的公平竞争和秩序稳定。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正是加强市场监管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先进的技

术手段实现对市场行为的精准监管和有效打击垄断行为。 

2.2. 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数据驱动的市场竞争成为新时代的主

要特征之一。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中的垄断行为呈现出多样化、隐蔽化的特点，我国传统的

反垄断监管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工进行审查，难以全面、高效地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复杂多变的市场

竞争行为。通过引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对市场行为的实时监控和预测，提高反垄

断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3]。这有助于监管机构更快速地发现、打击隐蔽复杂新型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的

公平竞争秩序。同时，数字化转型还可以优化监管流程，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提高监管的公正性和权

威性。在拓展反垄断监管的范围和手段方面，通过整合和利用各类数据资源，监管机构可以更全面地了

解市场动态和竞争状况，从而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监管政策。此外，数字化转型还可以为监管机构提供

更多的监管手段和技术工具，如智能监测、预警系统等，进一步增强其监管能力。 

2.3. 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是应对新型垄断行为的关键举措 

在数字经济时代，垄断行为呈现出新的形式和特点，如数据垄断和算法共谋等。这些数字垄断行为

往往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跨国性等特点，给传统的反垄断监管模式带来了严峻挑战。例如，算法共谋

可以通过智能算法实现价格固定、市场划分等垄断行为，而数据垄断则可以利用数据优势排除、限制竞

争，这些行为难以通过传统的调查手段进行发现和打击，新型垄断行为逐渐架空反垄断监管工具，这亟

需对反垄断监管进行数字化升级，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为反垄断监管提供新的手段

和方法，帮助反垄断执法机构发现潜在的垄断行为，对市场动态进行实时监控和预警，提高反垄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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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和准确性[4]。另外，进行数字化升级还可以加强监管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通过公开监管信息、发

布监管报告等方式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任感和满意度。 

3. 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法律依据与执法困境 

3.1. 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涵义与法律依据 

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是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对反垄断监管流程、手

段、工具进行全面革新[5]，以提升监管效率、拓展监管范围、优化监管方式的过程。其涵义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 技术革新：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实现对市场行为的实

时监控、精准预测和有效监管。这些技术能够处理海量数据，快速识别出潜在的垄断行为，提高监管的

准确性和时效性。 
(2) 流程优化：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反垄断监管流程的线上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例如，通过建设全

流程数字化的反垄断监管系统，可以实现案件申报、审查、裁决等环节的线上闭环管理，提高监管效率，

降低人为失误的风险。 
(3) 监管范围拓展：数字化技术使得反垄断监管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市场领域和更复杂的竞争行为。无

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市场竞争，都可以纳入监管范围，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 
(4) 国际合作加强：数字化转型为各国反垄断监管机构提供了一个共享平台，促进了跨国监管合作与

协调。通过共享数据、交流情报和协调行动，各国可以更有效地应对跨国垄断行为。 
我国“2035 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要加推动构建数字型政府、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形成人人都从中

受益的数字社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驱动社会生产方式及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举措，后又发布《关

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关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或

规范性文件，这些政策为反垄断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3.2. 我国反垄断监管的法律体系 

当前我国反垄断监管法律体系以《反垄断法》为核心，辅以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反垄断指南

等，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框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这是我国反垄断领域的基本法律，明确规定了垄断行为的种类、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责、反垄断调查的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等。该法为反垄断监管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和执法标准。 
(2) 行政法规：在《反垄断法》的基础上，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如《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

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等，进一步细化了反垄断监管的具体要求和标准，明确了企业实施集中行为时的申

报义务与申报条件。2024 年，国务院新修订申报标准，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情况，为与我国当前市

场竞争状况相匹配，将参与集中的企业经营者总的营业额申报标准由现行的 100 亿元人民币提高至 120
亿元人民币[6]。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经营者集中制度性交易成本。 

(3) 部门规章：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制定了多部部门规章，如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发布的《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为企业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提供了更加具体的

操作指南。 
(4) 反垄断指南：此外，我国还发布了多项反垄断指南，如《关于行业协会的反垄断指南》《经营者

反垄断合规指南(2024)》等，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反垄断合规的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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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国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存在的困境 

尽管我国在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一些困境。在探讨

当前反垄断法律实施面临的主要挑战时，应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这些挑战与困境不仅关乎法律本

身的完善程度，还涉及执法环境、技术手段以及救济措施等多个方面。 

3.3.1. 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欠缺 
尽管我国反垄断监管法律体系已经相对完善，但仍面临基础设施欠缺的问题。首先，法律法规和技

术标准的滞后性[7]。虽然《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对垄断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模

糊性。例如，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具

体界定标准可能不够明确，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准确判断。2022 年修订了《反垄断法》，明确了针对

数字经济的监管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滞后的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得新兴业态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往往难以迅速适应这些变化，导致监管空白或监

管套利。此外，针对数字化监管所需的技术标准、数据规范等也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反垄断监管的数字化转型。我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在数字化监管方面缺乏统一、高效的技术平台，

导致监管数据分散、碎片化，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其次，监管数据整合与共享机制不完善反垄断

监管需要大量、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然而，在我国，监管数据的整合与共享机制尚不完善。一方面，

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仍然存在，导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和高效利用。另一

方面，由于数据标准和格式的不统一，使得数据共享和交换变得困难重重。这种数据整合与共享机制的

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反垄断监管的数字化进程。最后，监管技术手段与智能化水平不足。随着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监管手段也需不断升级以适应新的监管需求。但是我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在

技术手段和智能化水平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例如，在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方面，缺乏高效、智能的

工具和系统；在监管预警和应急处置方面，缺乏自动化、智能化的响应机制。这些技术手段的不足，不

仅影响了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也限制了监管的灵活性和及时性。 

3.3.2. 识别和预防潜在垄断行为的能力不足 
目前，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主要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其下属的反垄断局等机构组成。这些机

构负责执行反垄断法，识别和打击垄断行为，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利益。然而，随着市场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型垄断行为的不断涌现，这些机构在识别和预防新型潜在垄断行为能力方面面临着

诸多挑战。首先，垄断风险预警系统不完善。这主要表现在预警模型和技术手段的落后上，垄断风险预

警系统需要运用先进的预警模型和技术手段来进行分析和预测[8]。然而，目前我国在预警模型和技术手

段方面相对落后，缺乏针对新型潜在垄断行为的预警模型和技术手段。这使得预警系统在识别和预防新

型潜在垄断行为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难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其次，预警系统建设和运营

投入不足垄断风险预警系统的建设和运营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目前我国在预警系统建

设和运营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导致预警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水平较低，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这使

得预警系统在识别和预防垄断风险时存在较大的困难和挑战。最后，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可能

面临权限不足、数据共享机制以及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这可能导致一些垄断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

制止和处罚，从而损害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 

3.3.3. 数字技术的应用加剧了相关市场界定的难度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的不断变化，新型垄断行为层出不穷。这些新型垄断行为往往具有隐蔽

性、复杂性和跨行业性等特点，使得相关市场的界定变得更加困难。首先，行业特性导致相关市场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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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如互联网企业具有双边市场特性，即平台一边的用户数量和质量会影响另一边的用户规模和质量。

这种特性使得传统基于单边市场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不再适用，导致互联网行业的市场界定变得复杂和

困难。同时，互联网产品通常具有无地域性、免费性和低门槛的特性，这使得市场份额和市场支配地位

的认定变得更具挑战性。其次，地区差异导致的界定困难。不同地区的产品运输成本、消费者的消费习

惯、各地对产品和市场经济的政策等因素各不相同。在一个地区形成有效竞争的产品在另一个地区可能

并不形成有效竞争。因此，在采用诸如 SSNIP (小而显著的非暂时性涨价)等方法进行市场界定时，不同

地区的数据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种地区差异使得市场界定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3.3.4. 反垄断数字化监管的救济措施单一 
在当前许多反垄断案件中，罚款成为主要的救济措施。虽然罚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企业的垄断

行为，但仅仅依靠罚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罚款的数额可能无法完全覆盖企业因垄断行为所获得

的利益，也无法有效阻止企业再次实施垄断行为。除了罚款之外，反垄断数字化监管的救济措施相对有

限。例如，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等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惩罚和遏制垄断行为，但缺

乏针对性的救济措施来恢复市场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面对新型垄断行为时，反垄断数字化监

管的救济措施显得捉襟见肘。例如，对于利用大数据进行价格歧视、搭售等行为的企业，传统的救济措

施往往难以有效应对，这需要反垄断监管机构不断创新救济措施，以适应新型竞争环境。 

4. 促进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 

4.1. 硬件优化：搭建促进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 

搭建促进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是应对新型垄断行为、提升监管效能的重要举措。首先，

建立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是实现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该平台应能够整合来自不同渠道、不同

格式的数据资源，包括市场监管数据、企业运营数据、消费者行为数据等，为反垄断监管提供全面、准

确的数据支持。同时，平台应具备高效的数据交换能力，确保数据在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企业之

间实现快速、安全的共享。其次，使用智能分析与预警系统。智能分析与预警系统是反垄断监管数字化

转型的关键所在。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手段，对市场行为和动态进行实时监控和测评，有

助于及时发现潜在的市场垄断行为。通过设定预警阈值和规则，系统可以在发现异常行为时及时发出预

警，为监管机构提供决策支持。此外，系统还可以对市场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为反垄断政策的制定和

调整提供依据。最后，搭建云计算与存储设施。云计算与存储设施是支撑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基础设施。通过建设高效、安全的云计算平台，可以实现对海量数据的快速处理和分析。同时，云计算

平台还可以提供灵活的计算资源和存储空间，满足监管机构在不同阶段、不同场景下的需求。在存储方

面，应采用先进的存储技术和设备，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4.2. 前置性措施：构建垄断风险预警系统 

反垄断风险预警系统的目标是通过对市场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发现潜在的垄断行为，为监管机

构提供及时的预警信息，以便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干预和预防。反垄断风险预警系统架构主要包括：(1) 
数据的采集：即收集来自不同市场和渠道的数据，包括消费者的行为数据、企业运营数据、市场价格、

市场波动情况数据等。这些数据应能够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市场动态。(2) 数据的存储与处理：对采

集到的所有数据进行存储、筛选、整合和预处理，为后续的分析和预警提供基础。(3) 数据的分析与预警：

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市场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潜在的垄断行为。通过设定预

警规则和阈值，例如企业的合并可能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时，数据会显示异常，触发预警信号。(4) 
信息的展示与反馈：将预警信息直观地展示给执法机构，并提供相应的处理建议。同时，对监管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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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及时进行更新，对系统进行不断优化和改进。这个预警系统的关键功能在于实时监测、智能分析、

预警触发、建议反馈以及持续优化。首先，可以通过需求分析与规划明确系统的目标和功能需求，制定

详细的实施计划，然后采集数据并进行整合，建立数据采集渠道，整合现有数据资源，形成完整的数据

体系。其次进行系统开发与测试，根据规划进行系统开发，并进行充分的测试，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准

确性，在这个过程中应注重人员的部署与培训，将系统部署到实际环境中，并对监管机构人员进行培训，

确保其能够熟练使用系统，最后对系统的运行进行持续维护，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数据的准确性。 

4.3. 审查中措施：通过模拟实验和数据分析精准界定相关市场 

在对垄断行为进行审查时，相关市场的界定通常是审查的核心要素，而只有划定企业经营者竞争的

核心市场范围，才能相对准确地评估涉案企业的市场力量和竞争效果[9]。目前我国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

是假定垄断者测试方法。它是一种思想的实验，试图通过需求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等经济学方法，准确

地划分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理市场，但该方法在应用于反垄断法的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玻

璃纸谬误”等。因此，为弥补此局限性，应引入大数据算法等数字手段来更精准地界定相关市场。首先，

收集全面且准确的数据，这些数据类型包括消费者行为数据、竞争对手数据以及市场趋势数据等。这些

数据来源既可以来自内部系统，如企业内部的销售系统；也可以来自外部数据库，如行业报告、市场调

研数据等。其次，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并选择合适的算法模型。根据数据类型和分析目的选择合适的算法，

典型的有聚类算法、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和时间序列算法。基于数据构建消费者行为算法模型，对模型进

行训练和验证，确保其稳定性。然后进行算法模拟实验，根据分析目的设定实验场景 ，如模拟价格上涨、

市场份额变化等，确定实验的参数和变量，如涨价幅度、时间范围等。最后通过运行模型对输出结果进

行分析和解释，了解市场反应和竞争态势，且根据分析结果调整实验参数，进行多次迭代实验以优化模

型，最终实现对相关市场界定的准确性。 

4.4. 救济性措施：明确规定企业有限度公开其商业数据的义务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线平台等新型平台企业的发展方式超越了典型的钱德勒尺度和范围，因此，

对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包括商业竞争、企业组织、技术创新以及社会的行

为和政治话语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在线平台以及部署和体现在线平台

的公司代表了一种新的制度形式。它们独特的属性赋予了它们非凡的扩张能力，以及相对于其他公司和

通过它们相互作用的消费者发展出不对称权力的能力。在这种不对称情况下，可以考虑对该类企业增设

一种体现社会责任感的义务—有限度公开其商业数据。在反垄断监管的框架下，要求企业有限度公开商

业数据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管手段[10]。这种公开并非无限制地暴露企业的所有信息，而是基于维护市

场竞争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合理范围内要求企业披露与市场竞争相关的数据，比如市场份额、价

格政策、销售数据等。当然，公开的数据应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误导性。同时，公开的数据不应设

计企业的核心商业秘密，以保护企业的正常经营。具体的公开方式和范围应经过监管机构的审核和批准，

确保数据的合理性和安全性。2021 年，我国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了反垄断调查，调查发现

阿里巴巴在其平台服务市场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实施“二选一”等排他性交易行为，要求商

家只能在其平台上进行交易而不能在其他竞争对手的平台上同时开店，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其他平台和

商家的利益，也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在反垄断调查中，商业数据的公开起到了关键作用。市场监管

总局通过收集和分析阿里巴巴集团的相关商业数据，包括其市场份额、交易数据、商家资源等，揭示了

阿里巴巴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事实。这些数据的公开不仅为监管机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帮助了

公众更全面地了解市场竞争状况，促进了市场透明度的提升。因此，数据的公开不仅有助于监管机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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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违法行为，还能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公平竞争，也能增强公众的信任和监督作用。同时，在要求企

业公开商业数据时，需要平衡数据保护与公开的关系。既要确保监管机构能够获得必要的数据以进行有

效监管，又要避免过度披露企业的敏感信息。 

5. 结语 

促进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具有革命性意义，它不仅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需

要，还是对传统反垄断监管方式、监管理念的升级与创新。“以智能回应智能”的反垄断监管思路可以

使智能科技为执法机构所用，以更高效、更精准、更科学的方式应对数字经济产业中出现的新型垄断行

为，市场各方主体均可从中受益，企业在扩大自身规模时能够通过预警系统及时规避违法风险，使消费

者通过救济措施能保持享有自主选择产品的权利，不受垄断行为的危害与限制。在革新反垄断执法方法

的同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应保持谦抑的执法理念，在鼓励科技创新与规范科技滥用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

引入计算机算法、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兴技术来监管垄断行为，精确锁定限制竞争、达成共谋排除的经营

者，维护执法的权威性。本文在分析我国目前反垄断监管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础上，揭示出其在规制数

字垄断行为时存在一定挑战，无法完全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为新兴科技与反垄断监管的融合提

供初步的可行性分析与理论框架，为未来更精准细致地制定反垄断数字监管方面的政策提供思路与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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