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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什么关系？毫无疑问，垄断行为是由垄断企业的经营行

为产生的，是源与流的关系。但是，并非所有的垄断企业的

经营行为都是垄断行为，而垄断行为并不是完全由垄断企业

的经营行为引发的。譬如一个行业内若干企业联合起来以“

垄断协议”或协同行为实施垄断经营行为，而这些单个的企

业无论从规模还是实力上都称不上“垄断企业”；而一个高

度集中的专卖性垄断企业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如果是在充分征

求消费者意见的基础上定价的，那么这个企业的经营行为就

不是垄断行为。正如单个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行为无法形成垄

断行为一样，垄断企业的经营行为多半是垄断行为。这里就

有一个标准尺度的问题，垄断企业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有人

说，《反垄断法》本身并不反对垄断企业本身，而是反对垄

断经营行为。这种观点有一点道理，但是，把垄断企业和垄

断经营行为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垄断企业

形成的动力和最终目的是为了实施垄断经营，获取垄断利润

。 假如企业经营者成为一个市场领域的寡头，不是为了垄断

经营和垄断利润，那么企业也就失去了做大作强的勇气和动

力。企业作为商品生产经营者，不断地壮大自己的规模，实

施兼并和并购发展成行业老大，或者成为市场独裁者，不是

为了慈善，而是为了获取垄断利益。这是资本的原始本性。 

假如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领域都只有一个企业控制，这个企

业毫无疑问的是垄断企业，它的经营行为为所欲为，谁又能



说它没有垄断行为呢？由此可见，一般来说垄断企业是垄断

经营行为的前提。只有当垄断企业的市场定价行为由消费者

参与时，才能摆脱垄断企业没有垄断行为的嫌疑。然而，这

是不现实的。 垄断企业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法律上没有明

确的定义，就连垄断经营行为的定义《反垄断法》都没有明

确。一般意义上的垄断是指经营者排除竞争、实施商品和价

格单独定价行为而不与消费者平等协商、进行经营活动、获

取垄断利润的行为过程。不管垄断行为表现形式如何复杂，

有一点可以肯定获取超额垄断利润是最终目的，而不公平交

易和民众利益被损害是最终结果。当然，一些垄断行为形成

过程中排除竞争的兼并和并购，将会损害其他同类中小企业

的权益。但是越来越多的垄断行为是同类企业协同行为实施

，利益均沾取代传统的利润独占成为新的垄断经营表现形式

。 《反垄断法》没有规定垄断企业的概念和标准，这意味着

反垄断法仅仅是针对垄断经营行为。一方面优胜劣汰，生产

竞争中一些小企业被兼并和淘汰不可避免，而个别企业通过

市场整合成为行业龙头、独占市场份额地位顺理成章；另一

方面一个商品生产领域内经营过于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企业

身上就容易发生市场交易不公，一是侵害民众利益，二是危

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国

家要保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就必须保证国有经济在市场

份额中的绝对地位。保证国有经济的控股地位是依靠国民经

济命脉和安全行业的生产经营绝对控股地位来实现的，对于

多数的大众生活消费必需品国家可以留给民营经济去发展。 

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和国家安全行业企业既是国家经济性质的

本质保障，也是存在垄断经营行为较为集中的领域。为了保



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经济安全，《反垄断法》规定了单

个企业50%的市场份额才符合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这就为

维护国有经济控股地位奠定了法律基础。 但是，这个50%的

市场份额标准也是一个隐患，这就意味着外资企业并购中国

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达不到50%的市场份额就

不能说是取得“市场支配地位”，或者说单个企业的定价行

为是垄断经营行为。一旦发生外资或者民营业企业在众多的

商品生产领域的并购行为纷纷达到50%的市场份额，或者控

制若干个同类企业的综合市场份额超过50%的市场份额时，

国家经济的主控权就会落入外资或民营企业手中。到时就不

仅仅是一个垄断经营的问题了，而是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问题了。 实践中，当一个商品领域的单个企业的市场份

额超过10%时，它的商品和服务的定价行为就足可以起到影

响和导向作用，如果这种定价行为排除了和消费者的平等协

商，那么就是一种垄断经营行为。国家为了保障国有经济的

控股地位规定了50%的市场份额标准，但这个标准又埋下了

外资和民营经济大肆兼并并购实现生产集中，争夺经济主导

权的隐患。 既然垄断经营行为是以经营者的市场交易行为为

判断依据，垄断企业本身的市场份额仅仅是参考或基础，那

么以50%市场份额来判断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和集中程度就

不可取。50%的市场份额既可以成为维护国有资产控股的法

律界限，也可能成为外资和民营经济争夺国家经济主控权的

法律空子。当然，国家可以对企业的生产集中行为设立低

于50%的反垄断审查标准，但这又将引起法律适用标准不统

一的指责。 既然国际贸易惯例中对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做出了

法律的豁免性保护规定，那么50%的市场份额标准就不应当



成为《反垄断法》的市场支配地位标准和经营者集中程度的

审查标准。法律上直接规定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

市场份额保护标准，一般企业的通行垄断判断标准就行了。

同时，把垄断企业的市场份额判断标准和企业的垄断经营行

为区别开来，维护国有经济的控股地位和制裁其垄断经营行

为区别开来。《反垄断法》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公平竞争和

保护消费者权益、民众利益一样都不能少。期待《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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