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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市场公平竞争法律体系的建议
◎文/黄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形成了以《反不正当竞

争法》、《价格法》和《反垄断法》等一整套调整

和规范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行为的法律体系。它们分

别从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规范价格行为、稳定市场价格水平、维护消费者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入手，着力调整和规范市

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进而促进了我国国内

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

平稳发展是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和

《反垄断法》等市场公平竞争法律体系的建立分不

开的。

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向深入推进，

《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和《反垄断法》

等法律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这些问题表现

为：三部法律的制定跨越了近十年，法律中存在的

重叠与冲突、漏洞和空白颇多；立法语言相对粗糙

和含混影响了执法实践，处罚力度过低难以形成有

效威慑；法律关于不正当竞争方法和行为规定过

窄，使得执法机构在实践中对某些不正当竞争行为

无法可依。因此，我国应尽快修改和完善市场公平

竞争法律体系，营造良好的市场法治环境和秩序，

进而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

及社会公共利益。

统筹协调三部法律的修改

1993年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1998年

实施的《价格法》分别制定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

价格体制改革过程的初期，而2008年施行《反垄断

法》时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因

此这三部法律基于产生的经济背景、思想基础以及

立法参考不同，其法律内在的立法理念、规则体系

和法律实施等存在冲突和矛盾。如《反不正当竞争

法》除具体规定了假冒、仿冒等6种比较典型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以外，还规定了5种从性质上看应该属于

《反垄断法》调整的行为，包括公用企业滥用独占

地位、行政垄断、掠夺性定价、非法搭售和串通投

标；《价格法》规定了不正当价格行为，包括利用

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交易等不正当

价格竞争行为和相互串通、操纵市场行为、低于成

本的价格倾销、价格歧视以及牟取暴利等价格垄断

行为，不正当价格竞争行为从《反不正当竞争法》

来看属于其调整范围，价格垄断行为从《反垄断

法》来看属于协议价格垄断行为、掠夺性定价行为

以及通过强迫交易等垄断表现出来的反垄断法调整

的行为；《反垄断法》规定了垄断协议、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和反竞争的经营者集中等三种垄断行为，

其中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均涉及价格垄断

行为和非价格垄断行为。尽管这三部法律对垄断行

为的规范存在竞合关系，然而由于它们在立法价值

上的差异，导致三者在对垄断行为的判定标准、调

整方式和规制理念等方面存在冲突。

有 鉴 于 此 ， 建 议 统 筹 协 调 《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法》、《价格法》和《反垄断法》的修改工作，删

除《价格法》中关于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竞争行

为的内容，统一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

围；删除《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中关于

规制垄断行为的内容，统一纳入《反垄断法》的调

整范围。

修改《价格法》

完善对管制市场的价格监管

1.修改后的《价格法》应侧重于调整价格宏观调

控和非竞争性价格监管

当前的《价格法》第1条规定了多重目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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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

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健康发展”，然而在法律实施中很难平衡多重的价

值目标。如管制市场内的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与该市场内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矛盾、价格配

置资源与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发生冲突时的价值取

向等。此外，虽然《价格法》明确以政府指导价和

政府定价为规制对象，并对绝大多数实行市场调节

价格领域的经营者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行监管，然

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趋向深入发展以及价格体制的

放开，许多市场调节领域内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完全

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不公平交易方法等

手段进行规制，无须以《价格法》进行调整。

因此，修改后的《价格法》应侧重于：第一，

价格宏观调控，包括建立价格信息收集、处理和分

析机制，建立全市场价格稳定机制和价格危机处理

机制等；第二，公用事业、能源、电信和铁路等

管制市场的定价和竞争，包括明确政府价格管制范

围、政府定价和指导价格领域以及调控手段和方

式、监督管制市场内经营者的竞争，从而保护社会

公共利益和消费者福利。换句话说，修改后的《价

格法》应将价值目标明确界定为稳定市场价格总水

平，规范管制市场内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行为，保护

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修改后的《价格法》应解决与特定行业监管立

法在价格管理方面存在的矛盾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关于价格管理权限划分

的规定主要涉及两种模式和两个层级。其中，两种

模式涉及特定行业主管部门制定或主导价格制定

（民航、电信和港口服务等）模式，如《民用航空

法》、《电信条例》和《港口法》的规定等；价

格主管部门制定或主导价格制定（电力、邮政模

式），如《电力法》和《邮政法》的规定等。两个

层级是指由中央和地方（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两

级确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

用范围，即中央定价目录和地方定价目录。不同的

定价模式和价格层级管理模式造成了特定行业内商

品和服务价格管理、不同地域价格管理存在差异，

特别是在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受到行业利益和

地方利益影响时，管理差异化不但无法发挥立法目

的，反而会阻碍市场价格的公平和透明，进而使行

业内部和不同地域产生市场进入壁垒和地方保护主

义盛行现象。鉴于统一的价格管理有助于发展科

学、规范和透明的价格监管，因此，笔者建议在修

改《价格法》时，一是明确价格主管部门在特定行

业价格管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价格主管部门应会

同特定行业主管部门制定价格，并由价格主管部门

对价格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二是在减少地方定价目

录所涉及地方政府指导价和地方政府定价的商品和

服务的同时，完善定价实体和程序法律制度，做到

定价管理公开、公平和公正。

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

加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

1.《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修订时应将社会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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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纳入其立法目的

当前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提出了法律

保护的重要目标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

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

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没有

具体规定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纵观德国等国家

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各国普遍重视通过保护

未受扭曲的竞争以达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

因此，有必要引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

一方面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一方面制止不正当竞

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2.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应扩大调整范围

和对象

当前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经营者

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

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其中，不正当

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

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经营者，

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

济组织和个人。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关

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列举过窄，因此，当前我国法

院审理的绝大多数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均是以第二条

规定为基础进行审判的。从法律实践来看，法院在

审判中过于强调经营者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

的商业道德，反而忽视了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即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反不正当竞争

法》在修订时有必要在提出经营者遵守市场交易基

本原则和商业道德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保护消费者

利益。

此外，现有法律对不正当竞争和经营者的概

念界定过窄，没有反映出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发

展趋势和特点。有鉴于当前司法部门和执法机构在

实践中对不正当竞争和经营者已经进行了更为广义

地理解，因此，在修改法律时建议扩大不正当竞争

行为和经营者的内涵，以容纳更多地调整范围和对

象。建议将经营者界定为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

提供服务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将不正当竞争

界定为损害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正当或者欺骗性的行

为。

完善《反垄断法》

打击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的损害

现有的《反垄断法》在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

护消费者利益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反垄断法》

实施以来，我国三家反垄断法执法机构依据法律通

过高通案和马士基、地中海航运和法国达飞网络中

心经营者集中案等一系列重要案件的审查决定向公

众表明了执法机构坚定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消费者

利益的决心，也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

保障。作为经济宪法，《反垄断法》的实施有效预

防和制止了市场内的垄断行为，并在保护市场公平

竞争以及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然而，《反垄断法》在实施中还是遇到了重要

概念界定含糊、程序规则缺乏、垄断行为法律责任

不完善、执法机构缺乏统一性以及执法资源不足等

问题。

为此，建议在《反垄断法》修改中注意规范法

律中的重要概念、强化实体和程序规则以及完善垄

断行为的法律责任等，包括：第一，厘清控制等重

要的法律概念；第二，建立垄断行为的立案、听证

和查处程序，经营者集中申报、听证和审查程序，

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程序等；第三，细

化反垄断宽恕制度的内容；第四，加强未依法申报

经营者集中处罚和未经批准抢先实施集中的处罚力

度，包括建立日罚金制度等；第五，强化经营者违

反与执法机构承诺的法律责任等。

对于执法机构缺乏统一性和执法资源不足的问

题，《反垄断法》在修改时应与我国的机构改革相

衔接，明确合并现有的执法机构，建立统一的执法

队伍，解决现有的多头执法和交叉执法现象，进一

步发挥《反垄断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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