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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会对垄断行业有所触动吗？ 

许秀华 [中国能源网 ] 2007-09-03 

  手机迟迟不能实现单向收费、方便面企业价格串通、油价上涨及民营油企走投
无路要打包出售、五大发电集团联合上书发改委要求电价上涨……中国的老百姓在
这些不断出现的热门新闻事件中，对垄断行业和垄断行为也有了模模糊糊的概念，
懵懂之中，对《反垄断法》的出台有了些许的憧憬和期待。  

  2007年8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反垄断法，并将
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自此，这部自1994年进行酝酿，号称“经济宪法”的反垄
断法终于在13年漫长而不懈的千呼万唤下出台了。    

  近两天网络上沸沸扬扬，可以说，公众是喜忧参半。这是一个好事情，这一方
面说明公众对国家政策法律的关注度增加了，侧面反映法制社会的概念已经在国内
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众通过法律手段谋求自身保护的意识增强以及实际
参政议政能力的增强。但无论怎样说，在我国仍处在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现阶段，指
望一部法律的出台就可以解决相关的所有问题，则未免过于天真。    

  因为法律不仅仅是一整套规则，更是在立法、监督、裁决、执行等过程中一系
列现实存在的利益群体以及代表这些利益群体的活生生的人之间的一种博弈。法律
条文本身是静态的，但是法律的实施过程则是动态的，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对法
律条文进行合理的、适用的司法解释，体现法律的前瞻性、惩戒性和威慑性则更为
重要。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反垄断法所依存的市场环境和经济体制都
和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从立法背景上来看，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是在市场经济发
育到一定程度之后，为了继续发挥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而制定的；而中国的反
垄断法则是在市场经济发育尚未成熟、行政主导的改革体制尚未转型、垄断问题已
经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为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制定的法律，因此对反垄断法过
度地苛求完美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正因为有着独特的中国国情，因此，在反
垄断法正式施行一段时间后，如何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场经济的推进情况
进行适时的修订，则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垄断是对市场竞争的一种反动。反垄断法的惟一目标应该是促进经济福利。垄
断不仅导致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而且垄断直接损害社会公平公
正。充分的市场竞争可以保证技术进步持续发生、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价格
不断下降。垄断设立行业进入门槛以及技术应用门槛，阻碍了技术进步，其结果不
仅损害了以个人和中小企业等弱势竞争对手为主的技术研发主体的利益，也损害了
指望通过技术进步获得质优价廉产品的终端消费者的利益。而行业性垄断行为的蔓
延，不仅造成了行业内部不思进取行为的蔓延，客观上形成了外来投资者对该行业
事实上的“行业禁入”。    

  因此，垄断法规定，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
行为。反垄断法规定了三种垄断行为，即：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还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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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以及对涉及
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应进行两种审查。    

  乐观人士认为，此法有利于保护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对中国经济必
将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该法中《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
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
动予以保护”，却让不少人心生疑虑。 

  在几十年漫长的计划经济体制作用下，政府至今仍履行着众多的经济职能，尽
管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市场化经济体制，但行政垄断并未消亡，只是从对经济生活的
全面控制变成了局部的对市场准入的限制。而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是行政垄断产生
的重要动力。相比于方便面行业的价格垄断与串谋，对市场经济社会公正伤害最大
的是银行、电信、电力、石油、邮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这些行业，不仅
仅是经济垄断，更是一种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自然而然继承下来的行政垄断。 

  而根据《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这些行业的垄断行为似乎受到了国家的依法保
护，而不是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因此，一些人士认为这条规定有可能会是政府利
用法律制造某种市场壁垒，使得潜在的竞争者无法进入，从而赋予现有的市场参与
者以特权。    

  支持这条规定的人士认为，目前我国一方面的确存在少数垄断企业妨碍竞争的
情况，但另一方面，从中国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来看，由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时间
并不长，国内企业还没有形成市场寡头，因此反垄断法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到中国企
业未来的发展，既要防止经营者过度集中形成垄断，又要有利于国内企业通过依法
兼并做大做强。 

  出于维护国家安全、保证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领域
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如烟草、盐等商品必须实施国家专营，自来水、能源等特
殊行业，也必须进行一定的行政垄断以及行政定价，以避免无效的重复建设和资源
浪费。垄断法中适当地出现一些豁免对象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方面各国反垄断
改革中被豁免行业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更多的国家则在反垄断法中采用
了一般的原则性豁免规定。如日本已经删除了对自然垄断行为（包括铁路、电力、
煤气等行业）的豁免。   

  支持国内企业做大做强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是无微不至“溺爱的”的保护性支
持，还是让这些企业在市场化竞争下逐步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哪种做大做强才
是真正的做大做强，哪种支持才是于国于民于企业有利的支持，还要值得有关部门
商榷。   

  应该鼓励企业塑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练就一身真本事，硬功夫，经得起风吹
雨打，能够主动适应全球化格局下国际竞争，而不是通过特定的政策扶持、资金支
持和排他性的市场准入人为地“攒”出一个大企业。看看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行
政垄断性质的企业，其效率、创新能力何其低下？再看看我们的民族品牌，其微乎
其微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无论从保护相对弱势的消费者权益考虑，还是从维护
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考虑，还是从民族企业的长期发展考虑，
反垄断法草案都必须防止“溺爱性”的保护，而更应把企业推到市场化和国际化的
大潮中去培养真正的强者。 

  反垄断法并不是要反对一切垄断行为，反垄断应该反对的是排除市场竞争的行
为，而不是惩罚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脱颖而出的优胜者。 

  因此，即便存在豁免条款，反垄断法更注重的还应该是市场资源的公平性和客
观合理性的分配。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垄断者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固化垄断利益。而能够利用特权
定价的企业，往往有能力也有实力与政府议价，从而将市场的正常生态与消费者的
需求抛置一边。 

  今年春天以来猪肉价格上涨，之后方便面又出现行业价格串通行为，严格来说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垄断，因为并无政府树立的进入壁垒，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入
这个行业。严格意义上的垄断只有一种，就是排除市场中竞争的行为。    



  对于特殊性资源，如网线、管线等，国外采取的办法是采取措施限制某些企业
的垄断。比如电信，同一线路可以有多家公司在线路上经营而不是一条线路完全被
某公司控制。    

  但是在我国，垄断性行业以及其中的大型企业，往往上下左右四处逢源，对上
能左右政策的制定，对下能够交好媒体掌控舆论，同时还具备自行筹集巨额资金的
非凡能力，因此可以长期与真实的市场需求相抗衡，对市场秩序、潜在行业进入者
和公众利益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仅靠市场规律是无法自行调整的。而对这种市场
无法自行矫正的经济行为，迫切需要社会以反垄断法等法律形式提供成本更高的法
律干预。  

    而在我国需要反垄断法进行干预的领域也不在少数。 

  如在移动通信领域，尽管手机漫游费的运营成本几近于零，欧美各国也相继大
幅降低了手机漫游费，可我国的运营商们却借助行业的支配地位，以极端高价狂收
漫游费。    

  又如中石油等成品油生产巨头，一方面大喊“炼油”亏损，天天嚷嚷涨价；一
方面又对民企加油站实施停限供油措施，迫使这些企业不得不退出这一行业领
域。    

  而《邮政法》（草案第七稿)，其中第十条明确规定：“信件的寄递业务由邮政
企业专营，但是国际信件的速递业务和单件重量在350克以上的国内信件除外。”其
中“350克”的标准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后门，可以限制其他民营快递地发展。     
   比如电力，原来设想的产供分家、输配分离，打破垄断，然而现在实际的局面
是电网独大。原因很简单，电网具有惟一性，而电网的经营只授权了一家。 

   国家电网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电网企业，在制定标准和优化管理方面具有无以
伦比的优势。以其大力推进的特高压技术为例，尽管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在特高压
输电项目技术尚未成熟，市场需求不大明确的情况下，国家电网仍挥巨资推进特高
压输电，力图打造特高压技术上的全国一张网，在技术上进一步强化目前的大垄断
格局，造成事实上其他企业的电网禁入。   

  电网范围越大，越容易受到破坏。特高压争议中最为激烈的是建设特高压同步
电网的问题，存在整个交流同步电网大停电的高风险。在战争状态下，特高压电网
很容易成为敌对国的首要攻击对象。在企业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选择面前，作为
一个强势垄断企业，国家电网在推进特高压方面仍有着不容其他势力撼动的话语权
和决策权。   

  从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件可以看出，经济垄断来源就是行政垄断，而强大的经济
垄断反过来有可以对行政部门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从而获得更广泛和强势的经济
垄断。 

  经济垄断，源于追求超额利润，而行政垄断则是为了少数群体的利益。国内最
大的石油产品生产和经销商中国石化就宣布，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大增65.4％，接
近350亿元人民币；此前有消息说，中石油上半年赚818亿元，员工酬金成本上半年
增长了三成多；非独石油行业，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电力
行业实现利润总额637亿元，增长57.6％。     

  因此为保证市场资源的公平性和客观合理性的分配，反垄断法的调整核心仍然
在于那些拥有议价权的大企业，垄断行业的利润归属，必须在国家利益与部门利益
的天平上求得平衡，必须在赋予这些垄断行业的“行政特权”基础上，缀加其理应
承担的义务，惟有如此，这些被保护的重点行业获得巨额利润，才能真正体现国家
利益的本义，使垄断行业的运行能最大程度的贴进公共利益，而避免它们的利润获
得，最终流失于部门利益化、员工福利化之中。   

  目前，反垄断法对垄断国企和行业的竞争监管规定由相关部门法律和机构管
理，而不是由反垄断先行调节，这将使国企的垄断行为非但不受反垄断法的制约，
反而还要受到行业法的法律保护。以行业垄断为特征的行政垄断的本质并不是垄
断，而是“滥用权力”。对计划经济残留下的垄断行业的必须进行有效的监管和约
束，遏制利己行为和霸道作风，否则将可能出现“挟持”社会经济发展的“油
荒”、“电荒”、“煤荒”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阻挠经济发展的恶性



事件。 

  反垄断不能单靠立法，而应更多地依赖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首先是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广泛竞争的局面，其次是要明确专营专卖的
范围，防止专卖专营扩大化，以达到逐步限制和取消一些不合理的市场禁入规则，
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市场运行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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