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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解读之反垄断篇 

 

 

2016 年 2 月 25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

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生效于 1993 年，在其颁布

之时，中国的《反垄断法》还停留在立法规划阶段，为了有效抑制初露头角的垄断现象，《反不正当

竞争法》于诞生初期在一定程度上肩负了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双重历史使命。经过 20 多年的发

展，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市场竞争程度和竞争状况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法律内容狭窄陈旧、法律空白点多、行政执法标准不统一、法律

责任制度不完善、处罚力度弱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出台的《修订草案》，其中的诸多条款一旦最终实施，对市场竞争和行业结构都可能

产生深远影响。下面我们试举其中的若干“亮点”予以评述。 

1. 引入“相对优势地位”概念 

《修订草案》新增条款 

第六条 经营者不得利用相对优势地位，实施下列不公平交易行为： 

（一）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方的交易对象； 

（二）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方购买其指定的商品； 

（三）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方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条件； 

（四）滥收费用或者不合理地要求交易相对方提供其他经济利益； 

（五）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本法所称的相对优势地位，是指在具体交易过程中，交易一方在资金、技术、市场准入、销售渠

道、原材料采购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交易相对方对该经营者具有依赖性，难以转向其他经营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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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所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中，原告对于被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及

其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负有举证责任。这一制度安排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使得实践

中原告的胜诉率很低。 

《修订草案》所引入的“相对优势地位”，涵盖了“市场支配地位”，一方面给受到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行为侵害的经营者及消费者提供了《反垄断法》以外的另一个维权手段；另一方面，也将《反

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所未规制的“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纳入监管部门执法和经营

者/消费者维权的对象。 

鉴于起诉“滥用优势地位”的举证责任显著小于起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且根据《修订草案》第

十七条，如果胜诉也能够达到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和获得“损害赔偿”的效果。可以想见，本条一

旦实施，部分可以依据《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起诉的当事人可能转而依据《反不正当

竞争法》“滥用优势地位”的规定起诉，且此类诉讼的数量和胜诉率都可能显著提升。 

2. 统一执法权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订草案》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

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

境和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

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按照其规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

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

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相关部门也可以依照其规定进行监督检

查。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的规定，实际上分割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政执法权，使得不正

当竞争行为因所处的行业不同而受不同部门根据各自行业特点而制定的不同规定管辖。这一做法使

得不同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处罚力度都不尽相同。并且由于行业主管机关对于《反不正

当竞争法》并不熟悉，而工商机关又囿于行业监管而不愿轻易涉足，在这些行业中对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查处相对较少。 

《修订草案》明确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管辖权，行业主管部门也可以依

照其规定监督检查，但这不妨碍工商机关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使执法权。因此，在医药、金融

等领域的企业尤其需要提升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认识，并加强相关培训。 

3. 保留“串通投标”的规定 

《修订草案》 《反垄断法》 

第十二条 投标者不得串通投标，抬高

标价或者压低标价。 

投标者和招标者不得相互勾结，以排挤

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 

第十三条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

议： 

（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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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十二条

规定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根据情节处以十万元以上三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二）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 

（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 

（四）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 

（五）联合抵制交易； 

（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

或者其他协同行为。 

第四十六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

议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

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串通投标行为的规定与《反垄断法》中对横向垄断协议的规定有竞合关系。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查处的多起价格垄断案件都涉及（并在处罚决定中明确）串通投标的行为，且根

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处罚。鉴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对于串通投标行为的处罚标准

不同，同类行为被不同行政机关（发改委根据《反垄断法》或工商局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查处

有不同的处罚结果的“同案不同罚”的情形仍可能出现，建议有关部门对《修订草案》中本条的取舍做

进一步考虑，即使保留也要对其适用及其与《反垄断法》的竞合作出解释。 

4. 规范互联网市场竞争 

《修订草案》新增条款 

第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利用网络技术或者应用服务实施下列影响用户选择、干扰其他经营者正常

经营的行为： 

（一）未经用户同意，通过技术手段阻止用户正常使用其他经营者的网络应用服务； 

（二）未经许可或者授权，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网络应用服务中插入链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 

（三）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或者不能正常使用他人合法提供的网络应用服

务； 

（四）未经许可或者授权，干扰或者破坏他人合法提供的网络应用服务的正常运行。 

第二十六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根据情节处以

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近年来，互联网领域涌现了众多不正当竞争的案例，且多个案例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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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草案》明文规定了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助于明晰相关市场不正当竞争的界限，指

导经营者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修订草案》第二十六条中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高于大多数已有的诉讼案例中的赔偿金额，也

高于大多数工商机关已查处的案例中的罚款数额，值得引起业内企业的重视。 

5. 删除部分竞合的条款 

删除条款 

第六条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

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 

第七条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

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

场。 

第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 销售鲜活商品； 

(二) 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的商品； 

(三) 季节性降价； 

(四) 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 

第十二条 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 

在对上述四个条款所提及的指定交易、行政垄断、掠夺性定价和非法搭售这四种限制竞争行为进

行规制时，《反垄断法》、《价格法》和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构成要件以及法律责任层面有一定

交叉，由此引发的法条竞合问题增加了法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修订草案》将上述四个条款连同其

所对应的法律责任条款删除，符合学界和实务界一直以来的呼吁，有助于实现《反不正当竞争法》与

《反垄断法》的有序衔接和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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