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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研讨

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櫘

毊

毊毊

毊

共享经济与法律变革

编 者 按

共享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形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利用互联网平台连接供给

和需求，可以大幅促进资源配置效率，２０１１年《时代》杂志认为共享经济是改变世界的

十大理念之一。《环球法律评论》杂志于２０１８年５日至６日举办“首届环法论坛”暨

“共享经济与法律变革”国际研讨会，涵盖共享经济相关的信用体系、法律规制、法治实

践、劳动关系以及各参与方责任义务等多个主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陈盨研究员在开幕式致辞时指出，要在大数据时

代共享经济趋势下平衡新旧业态的存续竞争与利益纠结，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必须跳

出经验窠臼与观念束缚以及身份局限，站在时代前沿并拓展观察视野，思考如何既鼓

励创新又维持秩序，既促进发育新动能又调适社会稳定器，如何既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又提升法律的引领性，如何既保障执法的有效性与公信力又提高行政管理的合理性与

灵活度，这些都考验着政策制定者包括立法者的智慧与勇气，也考验着为政策法律建

言献策者的智慧与勇气。对共享经济与法律规制的探讨不仅具有时代色彩浓郁的理

论意义，也具有现实需要迫切的实践价值。

围绕“共享经济、信用体系与法律制度”这一论题，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法学院洛贝

尔教授（ＯｒｌｙＬｏｂｅｌ）认为，相较于共享经济这一术语，平台经济可能可以更贴切地阐述

现在的互联网行为的变化；国家信息中心共享经济研究中心张新红主任介绍了中国共

享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李斌副巡视员指出，金融业是分

享经济的一个代表，征信是金融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应遵循征信自

身的性质、规律和制度规则；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法制司副司长任端平分析

了目前在立法和监管中所面临的新问题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监管等问题；原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网监司韦犁副司长指出，要界定清楚到底哪些行为是共享经济，同时应正

确处理平台和政府监管、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杨合庆

副主任认为共享经济的核心是互联网的发展，要处理好传统与新生经济之间以及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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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共享经济之间的竞争问题，还要注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个人隐私。

围绕“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这一论题，交通部政策法规司魏东司长认为共享经济

给传统的经济业态和行政管理带来了挑战，迫切呼唤有关法律制度的变革；美国纽约

市出租车与豪车委员会政策与外事部门副主任海因（ＢｉｌｌＨｅｉｎｚｅｎ）为大家提供了纽约
市租车监管的详细数据；滴滴出行首席发展官李建华先生同与会者分享了从企业角度

对政府监管的观察和思考；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布赫教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Ｂｕｓｃｈ）为大家
介绍了在线中介平台欧洲模范规则的最新发展；阿里巴巴集团副总法律顾问俞思瑛女

士谈了她对经济问题背后深层次社会问题的理解以及互联网对共享经济的作用。

围绕“共享经济的法治实践”这一论题，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程琥副院长分析

了共享经济对行政法治提出的挑战以及相应回应；意大利帕勒莫大学斯莫尔托教授

（ＧｕｉｄｏＳｍｏｒｔｏ）探讨了平台经济中弱势群体保护的问题；波兰华沙大学博格丹诺维奇
（ＰｉｏｔｒＢｏｇｄａｎｏｗｉｃｚ）介绍了欧盟法院关于共享经济的判例法；日本大阪大学武田邦宣
教授介绍了日本共享经济的表现形式、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的工作实践以及平台责任

等；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王振宇副庭长提出，在完善监管规则和司法实践中，要更

为周全，尤其应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关注。

围绕“共享经济中的服务提供者”这一论题，美国康奈尔大学哈瑞斯教授（Ｓｅｔｈ
Ｄ．Ｈａｒｒｉｓ）系统介绍了美国共享经济中从业者的情况以及法律规制的最新动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聂生奎司长梳理了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新发展以及保护难点，并提

出了新的监管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杨伟国院长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共

享经济对雇佣法变革的影响。美团点评集团法务部总监张腾针对零工问题政策对策

提出了建议。日本早稻田大学土田和博教授分析了非专业供应者是否适用劳动法以

及如何判定共享经济服务是否构成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

学院院长刘飞教授认为，共享经济对于传统行政法学理和解释体系的冲击并没有达到

需要发生系统性变革的程度，现有疑惑只是阶段性的，系统性变革也许正在发生。

《环球法律评论》主编周汉华研究员闭幕式总结发言时指出，本次会议是国内第一

次如此高规格、系统、前沿地探讨共享经济与法律变革的会议，中国法治已经到了一个

范式更替的阶段，主流范式已经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或者共享经济发展的现实，在共

享经济或者平台经济的推动下，一套新的法治范式已经出现。在进入数字化时代之

后，我们在坚持强调稳定性的主流范式目标的同时，要找到适应鼓励创新的新范式。

美国耶鲁大学贺诗礼教授（ＪａｍｉｅＰ．Ｈｏｒｓｌｅｙ）、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
究所鲁春丛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李洪雷研究员、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高秦伟教授等国内外专家也在论坛上分享了各自精彩的观点。

为推动共享经济法律发展，集中反映本次论坛成果，我们特策划本次主题研讨。

感谢中外专家提供论文，尤其感谢哈瑞斯教授、土田和博教授、洛贝尔教授和斯莫尔托

教授授权本刊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中文首发其文章。

·６·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