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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澎湃

12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通报显示，阿里巴巴投资
收购银泰商业股权、阅文集团收
购新丽传媒股权、丰巢网络收购
中邮智递股权，三起实施经营者
集中的案例因未依法申报而遭行
政处罚。三家公司分别被处以
50万元人民币罚款。

50 万元的罚款，对于三家巨
头企业来说，分量并不大，但其所
起到的示范和警示意义，远超罚
款金额：虽然平台经济领域竞争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但传统的
反垄断法律规则仍然适用。平台
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互联网平
台企业应当严格遵守反垄断法律
法规，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如何
定义垄断，尤其是如何界定互联
网平台企业的垄断，在企业界以
及学术界存在不小的争议。垄断
的危害人所皆知，可是也有人担
心，如果反垄断的限制过大，可能
会影响平台企业发展，不利于产
生规模效应，从而影响到市场的
繁荣。

因为这种模糊性和争议性，
许多互联网企业一直抱着侥幸心
理，不断试探边界。如今，市场监
管总局公布的标志性案例，证明

“反垄断”已经切实成为悬在企业
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将会倒
逼企业在做此类决策时，不得不
三思而行。

早在一个多月前，市场监管
总局已经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

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尝试对一些久已存在争议现象进
行界定，比如“二选一”“大数据杀
熟”“搭售”等。此前，这些消费者
非常关心的问题，屡屡引发互联
网巨头之间的口水战。近期监管
部门的一系列动作证明：一切市
场竞争和创新，必须建立在为消
费者利益服务的基础之上。否
则，相关部门不会视而不见。

市场永远在变化，互联网行
业仍然在发展，监管部门以及社
会各界对于平台企业垄断的认识
也在不断深入。与时俱进、革故
鼎新，相关部门迅速完善法律法
规、加强监管力度，是对市场和消
费者负责任的表现。

当然，反垄断的根本目的，不
是阻止企业做大做强，而是防止

企业利用自己优势地位，做出伤
害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的事。
在已经公布的三个典型案例中，
我们看到，监管部门既考察了目
标公司所在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
和发展趋势，也考察了收购方与
目标公司的业务关联以及平台特
征可能带来的影响。严谨和科学
的工作态度，保证了处罚和后续
处理的恰如其分，不会影响到互
联网行业的整体发展。

对市场的监管和保护没有完
成时，只有进行时。市场监管总
局已经表示，正在依法审查虎牙
与斗鱼合并等案件。这也提醒所
有互联网企业，必须提升对公平
竞争意识的感知和认同，增强对
反垄断合规意识以及维护市场公
平竞争的自觉性。

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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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晨

近日，陕西延安一起离婚诉
讼引发关注。

六旬老太王花（化名）称，婚
后丈夫非打即骂，她忍气吞声 40
年，如今儿女已成家立业，因此向
法院起诉离婚。法院认为，夫妻
生活 40载，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幸
福晚年，只要双方互谅沟通，仍是
一个美满的家庭，驳回了王花的
离婚诉求。

这起离婚诉讼吸引眼球，主
要原因在于，再过半个月，《民法
典》就要实施了，“离婚冷静期”将
落地，民政部门已对婚姻登记程
序进行调整。当“和平分手”的路
子不那么畅通时，人们自然想到
诉讼离婚，离婚诉讼案件大概率
将迎来增长。六旬老太的经历，
让人们多了一些担忧：诉讼离婚
这条路，是不是也不好走？

跳出个案看，法院不予支持，
是司法面对数字逐年攀升的离婚
诉讼潮，有意采取的“降温”对

策。2017年底召开的全国部分法
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试点工作推进会，即强调“充分发
挥家事审判的诊断、修复和治疗
作用，实现对尚未破裂的婚姻和
问题家庭的救治”。

从司法实践看，法院对诉讼
离婚的支持率不高，依然以“劝
和”为主。

这些政策和实践的良苦用心
是明显的。对离婚诉求的“冷处
理”，也的确会让一些婚姻“由冷
转暖”“破镜重圆”。加上我国传
统文化中有“劝和不劝离”的观
念，或多或少会影响法院判决。

但也要看到，“不离”的判定，
会让一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勉强维
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轻则在
一段不幸福婚姻中苦耗度日，重
则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时间被延
长。无论哪种，都绝非当事人所
愿。

一名六旬的女性，需要多大
的勇气，才会走出起诉离婚这一
步？这本身就说明她对婚姻已经

忍无可忍。此前为了照顾子女选
择忍耐，是出于爱心和责任的选
择，不能视为其对婚姻自由权利
的放弃。

如律师所说，即便判定“不
离”，法院也要拿出更有力的说
理，而不仅是“说情”，否则可能会

“好心办坏事”：既让当事人无法
摆脱困境，也让舆论误解对离婚
诉求的“冷处理”是对婚姻自由权
利的干涉。

前段时间，“50 岁退休阿姨
自驾游”刷屏。这位苏阿姨坦言
结婚三十多年，过得并不幸福。
在为家庭默默付出多年，女儿的
孩子入学后，她决定暂离家庭，独
自开车旅行。虽说“不考虑离
婚”，但苏阿姨的选择，显然是对
不如意婚姻的反抗。

绝大多数网友对两位女性与
传统不符的形象和举动表示理解
和支持，这说明，人们的思想观念
有了很大转变。更注重个体感
受、更追求幸福的新型婚姻观，已
经深入人心。

法治的健全，应当与个体权
利意识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相
适应。司法需要在保护当事人婚
姻自由权利和实现家庭关系稳定
之间，找到一个更合理的平衡
点。不妨就从对“感情破裂”的司
法认定标准重新审视和调整开
始。

@网友评论

@挚爱我涛：打骂 40年还有
幸福的晚年？什么逻辑？

@牛奶罐空空如也：为了数
据好看吗？

@盖特Nine9：家暴也不是
离婚的条件了吗？

@猫儿哟：“年纪大了，到了
相互照应的时候”，指到了你照顾
丈夫的时候了。

@是小兔子啊啊啊啊啊：我
是来离婚的，你就给我离婚好
了。你又不了解我的生活，装什
么和事佬。

（网友评论来自新浪微博）

“忍受打骂40年”被判不准离婚，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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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消息
称，2020年省政府民生实事点评活动
于12月11日正式启动，所有项目“民生
码”已张贴于项目所在地。对2020年
省政府民生实事完成情况，大家是否
满意，还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扫一
扫项目“民生码”参与，活动将持续到
2021年3月31日。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明确，对评价
低、有投诉的，省政府办公厅将督促有
关地方、部门认真处理；对反映强烈、
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线索，将由省
政府督查室直接核查；经查证属实、较
为典型的问题，将予以公开曝光、严肃
处理。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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