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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了便利群众生活、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引擎。电商的迅猛发展引发了新的治理问

题，各种价值失范问题严重影响了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公共价值是电商发展的合法性基础。为实现电

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首先就电子商务存在的大数据杀熟、隐私数据泄露、追责困难等价值失范

问题进行阐释。然后探讨公共价值视角下的电子商务协同治理之路。为促进电商发展，多元主体必须基

于公平、安全、责任的价值共识开展合作，各司其职打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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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facilitating the life of the masses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has triggered 
new governance problems, and a variety of value failures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healthy de-
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Public value is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this study first ex-
plains the value misconduct problems of e-commerce, such as big data killing, privacy data 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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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ge, and difficulty in pursuing responsibility. Then it explores the road of collaborative gover-
nance of e-commer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valu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multiple subjects must cooperate based on the value consensus of fairness, secu-
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nd each of them should play its own role to create a good e-commerce 
development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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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改变生活，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商务活动过程，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即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数字革命的产物，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服务买卖的过程。与传统实体经济相比，电子商务具

有不受时空限制、精准性、低成本的特点。买方和卖方能够随时随地通过信息技术进行沟通和交易；大

数据精准投放可以为买卖双方节省交易成本，同时数据分析使精准化和高质量的服务成为可能；以数字

技术为支撑，商家运营成本明显降低。这些特点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特别在后疫情时代，推动着全

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也蒸蒸日上，商务部 2022 年《中国电子商务报告》显示 2022
年我国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43.83 万亿元，电商从业人数高达 6937.18 万人[1]，新业态的电子商务(如
抖音、快手直播卖货)不断崛起，电子商务是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灵活就业的强大引擎。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治理难题。大数据杀熟、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隐私数据泄露、交易

欺诈等问题层出不穷，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利于电子商务的良性发展。电子商务涉及交易平台、政府、

消费者、商家等多方利益，彼此间形成的关系网络为电子商务的协同治理奠定了基础。多元主体该如何

协同治理？传统市场监管理论，如市场失灵论、政府失灵论都强调单一功能、手段和方法，无法应对电

子商务发展的复杂情况，落后于实践所需[2]。公共价值理论为电子商务的协同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视

角。 
公共价值理论来源于治理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效率至上的回应。公共价值理论把公共活动看

作是创造公共价值的过程，主张回应公众偏好、推行合作治理、应对效率、责任与公平问题[3]。第一，

电子商务活动具有“公共性”。电商活动依靠信息通讯技术运作，其中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

其次，电子商务不再仅是“一对一”的交易，过程涉及政府、消费者、商家、第三方平台等多个主体。

电商平台掌握了大量数据，在数据被称为“石油”的时代，“得数据者得天下”。所以电商平台实际上

具有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公众权益的职责，公共性愈加突出[4]。第二，电子商务就是创造公共价值的过

程。电子商务的核心是服务，电子商务不论是提供私人服务还是公共服务都极大提高了服务供给效率。

同时电子商务促进了物流与配送行业、电子支付与金融等多个行业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为社会创

造了巨大经济价值。第三，公共价值是电子商务发展的目标，可以引导电子商务良性发展。电子商务的

可持续发展不能仅关注经济价值，还要注重社会价值。公共价值理论强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

一，关注除经济价值之外的其他价值，比如公平、安全等，公共价值所指正是电子商务的建设目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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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共价值是一种软约束，能够让多元主体将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根本上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服务效率和质量。本文从公共价值理论视角出发，梳理电商平台价值失范的表现，探讨基于公共价值

的电子商务协同治理之道，助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2. 电子商务的价值失范表现  

电子商务活动就是创造公共价值的过程。电商兴起催生了多个行业发展，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就

业、便利公众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电子商务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

面临价值失范问题。首先电子商务借助信息通讯技术开展商业活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而相关法律法

规具有滞后性，同电商的快速发展不匹配。其次，政府监管效力不足、社会参与监督渠道不畅通。再次，

电商行业自律氛围尚未形成、行业间恶性竞争依旧存在。这些原因导致了大数据杀熟、隐私泄露、虚假

宣传、伪冒产品等问题屡禁不止，侵犯了消费者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对整个电子商务生态造成了负

面影响。 

2.1. 大数据杀熟挑战社会公平 

大数据杀熟有损社会公平。大数据杀熟曾被一次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是指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消

费偏好进行收集、分析和挖掘，利用消费者路径依赖和信息不对称，对同一服务进行差别定价，向老顾

客收取高于新顾客的售价[5]。电商企业对客户的浏览页面、页面停留时间、消费历史等数据进行分析，

实现对客户精准“画像”和分类。商家利用消费者路径依赖的心态在价格上实现“千人千面”。加上信

息不对称，消费者不易察觉，经营者更是肆无忌惮的进行“杀熟”。大数据杀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首先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企业掌握了算法和数据，消费者无法知晓个人消费偏好数据用于何种目的

也不知道数据处理的逻辑。虽然消费者使用电商平台时页面都会显示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但协议内容

复杂冗长，消费者很难清楚直观地知道个人数据被收集的范围及用途，协议大多成了摆设。大数据杀熟

并非根据商品的真实价格，而是根据消费行为的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歧视有违社会公平。最后，大数

据杀熟会对企业形象产生不良影响，引发社会质疑，最终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数据泄露与隐私困境 

数据是电商平台运行的“血液”，数据本身没有价值，经过收集和挖掘分析才能被激发价值。在消

费者数据收集阶段存在过度和违规收集问题。电商为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化的服务，会广泛收集消费者个

人隐私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家庭住址、浏览记录、购买记录等。甚至某些平台存在强制收集的情况，比

如消费者必须注册某电商平台会员才能消费，个人数据被迫与平台共享。在数据存储阶段存在隐私泄露

风险。电商平台需要将大量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中，当服务器存在安全漏洞或遭受黑客攻击时意味着大量

隐私数据泄露。消费者个人数据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传销、欺诈等违法行为，对个人隐私和财产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在数据利用上，存在平台有意泄露消费者数据以谋取不法收益的情况。同时信息通讯

技术对数据的分析虽然可以实现服务精准推送但是也对消费者形成了信息茧房。双 11 购买数据泄露、大

众点评数据泄露等电商平台信息泄露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消费者数据和隐私安全不容忽视。 

2.3. 责任困境与信任危机 

责任问题引发信任危机。首先责任划分困难。电子商务交易过程涉及消费者、平台、商家多个主体，

平台作为交易中介，起着提供买卖信息和交易场所的功能，消费者和商家在平台上完成交易过程。通常

情况下商家是服务的实际提供者，平台声称提供信息服务，实际交易的达成还牵扯技术企业。当交易纠

纷发生时，主体间的责任划分十分困难。纠纷究竟是商家一方导致，还是平台没有履行好监管职责，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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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术企业的算法漏洞导致，这些问题都增加了追责难度。其二，责任形式难界定。责任形式也是一大

难题。各相关方各自要承担多少法律责任？承担何种形式的法律责任？这些问题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

其三，追责困难。除了多元主体导致的追责困难，电商交易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也是主要原因。电商产品

区别于现实市场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产品介绍真假难辨、好坏难分，虚假宣传铺天盖地，假

冒伪劣产品更是层出不穷，增加了消费者判断以及监管难度。同时电商交易还有匿名性的特点。尽管当

前很多电商平台都要求实名认证，但某些交易依然可以匿名进行，增加了对交易参与者的身份识别和确

认的难度。即使发现了违规交易，监管部门也面临辖权不清、取证不便等新的难题[6]。特别是跨境电商

不仅具备虚拟性和匿名性，还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跨境电商纠纷的追责更是难

题。信任是公众参与电商交易的基础，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责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消费者的信任

危机，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 

3. 公共价值视角下的电子商务协同治理之探 

总的来说，良好的电子商务运行生态还未形成。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是行业内关心的话题，更是整

个社会关注的热点，电子商务面临的价值失范问题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共促电商发展。 

3.1. 明确电商发展的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是多元主体都予以认同的价值，是协同治理的基础要素，是治理的目标和行为准则，是指

引电子商务朝着便利公众生活、促进公平竞争发展的灯塔。电子商务的发展必须重视公平、安全和责任。

首先一定要保障公平。公平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产业稳定运行的保障。电商发展要从技术和

行业规则上规避大数据杀熟的发生，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平的行业秩序能够减少行业垄断和

各种不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发展生态。其次守住安全底线。电商平台汇集了大量个人信息，容易成为

不法分子的目标，所以安全问题直接关乎消费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安全的营商环境不仅能增强消费者

信任，增加消费频次保证交易稳定，还能吸引更多投资者促进行业发展。最后筑牢责任底线，重塑公众

信任。电商平台是交易服务的场所，商家是提供服务的主体，二者都有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都要承

担一定社会责任。负责任是企业打造诚信营商环境、提升公信力、增强社会信任的关键。 

3.2. 确保多元主体参与 

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需要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的价值目标，相互合作最终实现价值共创。十九大报告

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7]，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亦是如此，需要行业自律、社会监

督与政府监督三管齐下。电商平台是电商生态的核心，平台必须承担监管责任。平台通过监控质量、披

露信息等方式扮演着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平台需加强对入驻商家的审核，严格把控入驻商家的质量。推

进商家信息和产品的透明化管理，让消费者更容易了解经营者的信息以及所购商品的基本情况，从而做

出更明确的消费决定。由于平台储存了大量数据，为预防数据泄露，平台必须在技术层面建立数据安全

保护机制，预防服务器遭受黑客攻击导致的信息泄露。同时，建立健全投诉机制，细化纠纷处理办法，

保护消费者和商家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电商企业是电子商务的重要参与方，是参与市场

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角色。电商平台的监管动机来源于提高企业收入。如果市场中存在机会主义

行为，企业分配到的平台交易额会减少[8]，因此企业有主动监管市场秩序的意愿。电商企业要避免恶性

竞争，履行好自身义务，遵守行业准则，保证服务质量，增强消费者对服务的信任，共同营造公平的竞

争环境。 
公民是电商服务的接受者，也要积极参与到对电商服务的监管中。企业和政府要引导消费者树立理

性的消费理念，增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增加和畅通消费者意见反馈渠道，平台和商家要重视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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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并对投诉做出积极反映。虽然随着维权意识的增加消费者拥有了更多话语权，但是消费者同电商平

台和企业相比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社会监督的效力有限，所以政府监管发挥核心作用。政府在多元共治

中扮演“元治理”的角色，发挥监管和引导作用。歧视定价、恶性竞争、买卖信息、假冒伪劣等市场失

灵问题必须由政府介入干预，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严格查处平台或商家违法经营行为，维

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同时政府也要加强与电商平台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数据和信息共享机制。为助

力电商发展，为公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相关部门要加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物流配送

网络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多元主体共同努力有望建成“规范管理、精准巡查、社会共治、协同执法”的

电子商务发展生态[9] (见图 1)。 
 

 
Figure 1. E-commerce development ecology 
图 1. 电子商务发展生态 

3.3. 完善法律制度，确保程序正义 

电商平台的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完善，法律是规范交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基石。电子商务的

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交易模式，也暴露出了法律的滞后性。我国目前电子商务立法处于发出多头，各自

为政的状态，且专门针对电子商务交易的专业法律较少[10]。相关部门要及时完善信息收集、信息管理、

隐私保护等法律法规，就平台、商家及各相关方的责任、义务与权利做出具体规定，减少推诿扯皮的情

况，为多元主体履职尽责提供法律依据，进而增强消费者信任。完善行业规范，加大对入驻商家的资格

审查，加强对产品销售、产品售后等环节的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

关部门需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做好事前、事中、事后的风险防控。另一方面，法律监管必须要平衡好管

理与创新的关系。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源泉，政策制定者要不断调整管理政策，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促进

企业创新活力和竞争力。要建立创新机制，鼓励企业在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上不断创新，为电子商务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意。 

4. 小结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对社会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了经济增

长的巨大引擎。科技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然而电子商务发展日新月异的同时却面临一系列公

共价值失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数据杀熟问题破坏了社会公平，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利于电子商

务的可持续发展。电商平台的信息和隐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信息收集、存储和利用都存在信息泄露的

风险，对消费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责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然而参与主体多样化、

网络交易的虚拟性、法律规定的模糊性等问题导致了追责困难，有损公众信任。为营造良好的行业发展

生态，增强电子商务发展的合法性和公信力，电商发展必须由多元主体基于价值共识展开合作治理。公

政府

电商平台

电商企业

社会公众

合 作
治 理

行 业
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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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全和责任是开展合作的价值基础，多元主体在合作的过程中要明确角色定位，各自发挥资源优势

参与到治理中。其中政府要始终扮演“元治理”的角色，发挥监管和引导作用。法律是电商发展的制度

保障。相关部门要针对当前存在的法律滞后和法律空白采取措施，完善制度基础，保障程序正义，同时

平衡好监管和创新的关系，鼓励电商平台积极创新为行业发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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