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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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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垄断法的第四根支柱，即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受到足够
重视，给公众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禁止行政垄断不属于反垄断法的核心内容。其实，这是一种误

解。将国家公权力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市场竞争扭曲纳入法律监管体系，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

泛承认 
    为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和公平竞争的市场，国务院于今年 6月发布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
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对自己实施的
政策与措施进行审查，清理并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与做法。目前，有的省份已开始部署自查

工作，但有的地方仍处于观望状态。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政策在地方落地时会面临“时滞”问题，

另一方面也说明地方政府对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认知尚存不足。此次审查要求政府行政管理机

构审查自己的行政行为，因而需要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真正深刻的理解，且秉持一种“断臂求

生”的勇气与信心，才能实现审查的效果，否则就可能沦为一场“走秀”活动。 
    公平竞争审查，是国务院作为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对下级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所提出的一种自
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是我国反垄断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法治政府

不可或缺的一环。被誉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于 2008 年 8 月 1 日在我国正式生效。在经
过短暂的沉寂之后，反垄断法在打击垄断行为尤其是价格垄断行为、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以及并购审查等方面日显其威，产生了不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案例。与之相较，反垄断法的第四

根支柱，即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受到足够重视，使得该法一

直是“跛足前行”，同时也给公众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禁止行政垄断不属于反垄断法的核心内容。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将国家公权力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市场竞争扭曲纳入法律监管体系，已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意见》强调了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指出建立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是为了健全行政机关内部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确保政府依法行政。当前，我国经济正处

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一剂良方，它要求作为市场主

体的企业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削减不符合市场需求的过度产能，以求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企业

要真正地提高效率，必须在竞争的环境下，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筛选出高效率的生产与经营模

式，而且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依赖政府的干预与扶持。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尽可能地

避免实施有可能扭曲竞争的措施，以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当前我国仍然面临经济下行压力，

外部市场不景气对我国的出口造成巨大阻碍。同时，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投资产生的

后续影响也使得短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空间十分有限。时不我待，此时需要各部门以及各级地

方政府立刻行动起来，扫除制度性障碍，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