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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 29日 

 

2022 年中国反垄断领域工作简要盘点 

2022 年是中国反垄断领域工作继续全面及深

入展开的一年，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方面均体

现出加速趋势。 

1. 反垄断立法 

2022 年 6 月 24 日，经过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的审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反垄

断法》”）（2022 修订），自 2022 年 8 月 1日起正式

施行。修订后的《反垄断法》强调党的领导、强化

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丰富和细化了对垄断协议的

规制、较大幅度调整了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并且

在行为主体、违法行为范围、罚款金额、责任类型

等多个方面度提高了法律威慑力。 

紧随其后，市场监管总局于 2022年 6月 27 日

发布了一系列相关配套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包括

《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征求意见

稿）》、《禁止垄断协议规定（征求意见稿）》、《制止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征求意见

稿）》、《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征求意见

稿）》、以及《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

为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22 年 11月 18 日，为加强反垄断司法，依法

公正高效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维护公平竞争秩

序，在 2012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

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起草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司法

解释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司法

解释征求意见稿》不仅对反垄断程序性事项，比如

括管辖权、举证责任分配等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对反垄断实体性事项，比如相关市场界定、违法行

为的认定要件等，也都有一些扩张性解释。总体而

言，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细化与明确了反垄断司法

审理规则，提高了对司法裁判的可预期性，有助于

实现立法、执法与司法之间的连贯性。 

除《反垄断法》以及配套法规、司法解释的立

法进展以外，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了若干反

垄断合规指引。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22年底，全

国共有 16个省发布了 24部本行政区域内的反垄断

合规指引。 

2. 反垄断执法 

(1) 经营者集中审查数据 

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止，根据我们统计，相关执法机构共无条件批准了

4748件案件（包括简易案件在内），56件附条件案

件，3 件禁止集中案件。2022年全年，市场监管总

局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 741件。其中，无条件批

准案件 736 件，附条件批准案件 5 件，禁止案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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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与 2021 年相比，2022 年审结案件数量基本持

平。 

2022 年，市场监管总局审结并公布了 45 件未

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与去年的 95 件相比数量有较为明显

的回落。在 45 起案件中，3 件罚款金额为 30 万元

人民币（占比约 6%），3件罚款金额为 40万元人民

币（占比约 6%），40 件罚款金额达到顶格 50 万元

人民币（占比约 89%）（存在同一案件中不同经营者

罚款金额不同的情形），平均处罚金额与 2021 年相

比基本持平，显示出市场监管总局对未依法申报案

件维持了较高水平的处罚力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新《反垄断法》大幅提升了针对违法实施经营者集

中的行政处罚力度。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

经营者集中将被处以最高 500万元的罚款，与原《反

垄断法》相比增幅达到 10倍；而具有或可能具有排

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将被处以最高上一

年度销售额 10%的罚款。这意味着新《反垄断法》

生效后，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成本将显著提升。 

就附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而言，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市场监管

总局共公布了 5起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

中案件；未公布任何违反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

件的行政处罚决定，未做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 

(2) 经营者集中审查试点委托 

为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进一步提升经

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效能，市场监管总局于 2022年

7 月 8 日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试点委托开展部

分经营者集中案件反垄断审查的公告》，试点委托

北京、上海、广东、重庆、陕西等 5个省（直辖市）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试点省市局”）实施部分经营

者集中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五个月来，市

场监管总局共委托试点省市局审查经营者集中案

件 135 件，占同期申报量的 32.7%。就审查用时而

言，试点省市局委托审查案件从立案到审结平均用

时 17.8 天，与市场监管总局基本保持一致。 

(3) 反垄断调查案件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止，市场监管总局合计公布了 15件垄断协议案件；

9 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基于这些案件的公开

处罚决定内容，市场监管总局以及省级市场监管部

门采取的处罚措施包括：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

违法所得，以及销售额 1%-5%的罚款。其中，有 8件

案件中的经营者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有 2 件案件中的经营者被处以上一年度 5%营业额

的罚款比例（其他均在 1%-4%之间）。 

3. 反垄断诉讼 

2022 年反垄断诉讼的趋势特点，可从最高法公

布的 10 件反垄断典型案例中予以管中窥豹。该等

典型案例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1) 严厉打击垄断行为，尽力降低垄断行为的

影响与风险。 

⚫ 在“驾校联营”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中，法院

明确了认定涉及横向垄断协议的民事行为无

效的原则与方式，具体而言，合同条款中违反

垄断法禁止性规定的内容原则上无效，如果合

同无效部分会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则其他部

分也应无效； 

⚫ 在“茂名混凝土企业横向垄断协议”反垄断

行政处罚案中，法院明确了一致性市场行为和

信息交流两个因素可以证明“其他协同行为”

的存在，继而由经营者对其一致性行为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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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 在“威海水务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纠纷案中，法院指出限定交易行为也可以是隐含的、

间接的，因而实施限定交易行为造成的损失不仅包

括直接损失，也包括减少的可得利益。该等案件细

化了相关垄断纠纷的处理方式，对垄断行为的制裁

与规制进一步增强。 

(2) 聚焦民生热点，以保障人民群众利益为主

要出发点。法院针对供水、机动车检测、幼教等关

乎民生的领域中出现的垄断纠纷予以了高度关注，

确保人民能够享受公平、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的便

利。 

(3) 积极促进了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标准的

协调统一。举例而言， 

⚫ 在“茂名混凝土企业横向垄断协议”反垄断

行政处罚案中，法院明确了在计算罚款基数

（上一年度销售额）时，“上一年度销售额”

中的“上一年度”应确定为与作出处罚时在

时间上最接近、事实上最关联的违法行为发生

年度； 

⚫ 在“海南消防检测企业横向垄断协议“反垄

断行政处罚案中，法院明确了“上一年度销售

额”中的“销售额”可以理解为全部销售额，

并将过罚相当原则作为确定罚款数额的主要

考量因素。上述案件填补了行政执法过程中相

关概念的不确定性，为行政机关的裁量基准提

供了指引。 

⚫ 在“延安混凝土企业”合同纠纷及横向垄断

协议纠纷案中，法院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罚

的垄断行为人判处承担赔偿责任，落实了行政

执法与司法审判的衔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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