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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局一系列的重大动作足

以表明政府的决心，这也足以让“垄

断者”彻底丢掉幻想———该收敛的还

是要收敛的。

这是《反垄断法》颁布实施 5 年

来，最为高调、最为震撼，也最富成效

的一年。截至目前，包括电子、乳品、

包装、黄金首饰等诸多涉及民生的行

业垄断企业均已受到垄断查处。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

垄断局局长许昆林更是表示，要把反

垄断调查的下一个目标对准石油、电

信、汽车、银行这四大领域。

显然，相关部门的反垄断举措采

取了先易后难，先拍苍蝇后打老虎的

策略。这是一种积极有效的行政和执

法智慧。虽然单就反垄断的深度来

说，尚未彻底解决“价格暴利”难题，

但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还

是让公众看到了希望。

这对于反垄断部门而言，无疑已

经创造了一个非常必要的舆论环境。

日前有报道说，三大电信运营商在越

来越紧逼的反垄断氛围之下，已经真

切地感受到了压力，并表示将在今年

内推动电信资费下调。

相比较此前不了了之的对电信

行业的反垄断调查，这是一个巨大的

进步。就在两年前，国家发改委价格

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曾将反垄断调

查的目标首次指向垄断性央企———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反垄断部门迎难而上，垄断企业

知难而退。“不战而屈人之兵”似乎是

反垄断部门最想看到的结局。尽管对

于电信运营商的调查结果至今悬而

未决，但被寄予厚望，认为由此可能

推动在缺乏充分竞争的石化、民航、

金融、水电等领域展开调查。

何以在当下如此密集地开展对

垄断行业的打击？显然有其深刻的时

代背景和政策意图。实现中国经济升

级版的重要前提就是刺激国内消费

和激活小微企业。但要拉动消费，首

先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改变市场畸

形，降低市场门槛，让市场恢复正常

竞争。

如果遵循以前的投资拉动，将进

一步产生新垄断的风险。只有依靠消

费拉动，才能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转

型与升级。可见中国下一步的发展，

到底是要投资多一点，还是更多地要

依靠内需是一个特别关键性的问题。

答案已经非常明朗了。在这样的

宏观背景下，可以确信，即使反垄断阻

力再大，其常态化趋势将不可逆转。其

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在国家工商总

局公布的 12起垄断案例中，有 9起案

件系有关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经营者

达成垄断协议。打击垄断者，也敲掉保

护伞，反垄断已经进入深水区。

更重要的是，经过五年来的锻炼

和积累，价格主管部门反价格垄断的

执法力量显著增强，执法能力得到很

大提升；社会各方面的相关法律意识

也有所提高，为《反垄断法》的有效实

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仅仅上半年，国家发改委连续发

布了多个有关价格处罚的政策性法

规，包括《价格行政处罚的证据规

定》、《价格监督检查证据规定》的通

知、《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关于印

发《价格行政处罚证据规定》的通知

以及关于印发《价格行政处罚案卷管

理规定》的通知、关于印发价格行政

处罚文书示范文本的通知等。

严打垄断、重振消费，这已经和

中国经济走向息息相关。反垄断执法

的频率和力度还将逐渐增大。让企业

有所约束，让公众有所期待，让经济

有所转型，《反垄断法》已经不再是一

部纸面上的法律。

敲山震虎 反垄断常态化已不可逆转
陈昌成

【反垄断“疾行”之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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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掀起反垄断风暴。年初，茅台和五粮液被发改委合

计罚款 4.49亿。最近又对奶粉、黄金首饰、食品包装、进口汽车

等行业展开反垄断调查。如此高密度的反垄断举措究竟意味着

什么？

《中国企业报》：对于今年频频出现的反垄断案件您怎么

看？

王晓晔：《反垄断法》自 2008年颁布实施，已经 5年了。5年
来，反垄断执法机关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经验，企业、消费者对

反垄断法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了解多了，案子自然也就多了。

今年处罚的案子肯定前期都已经调查很久了，并不一定是

今年才发生的事情。即使最近被罚的奶企，也不一定是今年才

调查的，只是赶巧今年出处罚结果了。

当然，比起刚执法的前两年，现在执法相对多了起来。现在

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了解的情况下，我相信，这样的案子

会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报》：两年前您说，大型垄断国企总算有人管了，

您认为现在这两年管的怎么样？

王晓晔：国企一般在服务行业的比较多，比如说银行、电

信、石油，跟老百姓的关系都很密切，发改委也表态了，下一步要

加大这方面的垄断查处力度。

效果比较起来，电信联通的案子，终止调查，社会上还是不

满意的。也可能因为是国企，受到一些部门的干扰，压力很大，反

垄断的效果不理想。比如说 139手机的 50元月租费到现在都
没有消除，因为这个月租费还曾经有个案子，中移动只是“奖励”

了个人 1000元钱，50元的月租费到现在还是纹丝不动。
商务部、发改委和工商总局是反垄断执法的三个部门，三

家各司其责。商务部主要审核经营者集中诸如并购的申报和审

查案子，比如说 GOOGLE并购摩托罗拉、松下并购三洋等，受理
了 700多件，到 6月份结案 640多件，但因为和老百姓的生活比
较远，可能关注的相对较少。发改委主要负责价格方面的反垄

断调查，卡特尔行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比如奶粉、酒业、黄

金首饰，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社会上关注的比较多。

其余的案子归工商总局，最近他们对利乐的调查，也引起了大

家的关注。

目前来看，反垄断执法部门应该提高职业透明度。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目前垄断比较严重的行业或部门有

哪些？

王晓晔：一些垄断性行业比如说石油、电信、银行是垄断比

较严重的，这些也是发改委下一步将要调查的重点。这一方面

取决于反垄断执法机关，更取决于国家大环境，取决于高层对

反垄断法的认识、对竞争政策的认识，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进度，所以，最近大家都很期待三中全会，说三中全会要以改革

为重点，如果是这样，我对反垄断就更加有信心。

《中国企业报》：有人说，垄断国企由国家定价，不受反垄断

法调整，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您认为反垄断能进行到何种程

度？反垄断究竟会产生哪些影响？会不会再一次止步于垄断程

度更高、对人们生活影响也更大的行政性垄断面前？

王晓晔：如果价格由国家定价，这价格肯定不受反垄断法

的调整。

其实现在的反垄断也有牵涉到政府的案子，但社会比较关

心的还是跟生活比较密切的方面，比如说奶粉、油价等等，当然，

行政性垄断不是一个反垄断法所能解决的，还是得靠大环境，

靠经济体制改革，靠顶层设计，如果进一步朝市场化的方向走，

反垄断就有信心。

现在的反垄断法里专门有一章节第 5章讲了行政性垄断，
但没有执法权，只有建议权。话又说回来，行政性垄断主要针对

政府，不是一个反垄断法所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涉及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些问题最终的解决还是要依

靠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企业报》：您如何评价反垄断法这 5年？

王晓晔：5年的反垄断效果总体上是不错的，成就很明显，
特别在经营者集中方面，效果显著。现在有那么多的跨国公司

在中国开展活动，其并购都要经过中国商务部的审查。中国的

反垄断法已经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反垄断法之一。

针对国企垄断行业，下一步还会有大的动作，这还是很令

人振奋的。目前，企业了解了反垄断法，对他们至少就有一定的

威慑力。而且，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性垄断，对政府也是有

看不见的影响的。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反垄断法还有哪些值得完善的地

方？

王晓晔：从行政性垄断这块来讲，社会的感觉还是很严重，

这方面搞的案子不是很多，这块一方面需要改革，一方面需要

完善。还有国企的问题，比如说联通电信的案子，最后不了了之，

还是有点遗憾的。

还有，反垄断法执行过程中，执行标准还是应该一视同仁

的。目前三家执法机关有竞争、有制衡，有一定的好处，但三家分

散执法，执法资源本来就不足，又分开来做，比如说发改委就二

十多人，商务部也就十多人，工商总局甚至 10个人都不到，就显
得执法资源非常薄弱。

我专门写文章呼吁，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高效的、独

立的，直属于国务院的一个反垄断部级执法机关，作为一个市

场经济国家，竞争政策就应该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像

德国的卡特尔局是这个国家第二个比较有权威的机构，韩国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直接对总统负责。

应建立独立高效
反垄断执法机构
本报记者 王敏

【反垄断“疾行”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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