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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与反垄断法 一、垄断的基本含义、分类 (一)垄断的基本

含义 垄断的经济学含义和垄断的法律含义 经济学上的垄断指

的是少数大企业或经济组织之间为撰取高额利润，利用正当

或不正当竞争手段，彼此达成协议独占某种商品的生产和销

售。 法学中的垄断，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

公共利益，通过合谋性协议、安排和协同行动，或者通过滥

用经济优势地位，排斥或者控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济活动

，在某一领域内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行为。 垄断行为有两个特

征。一个是危害性，即这种行为和状态将会导致某一生产和

流通领域的竞争受到实质性的限制和损害。二是违法性，即

这种行为和状态是违反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的。 (二)垄断的

分类 垄断可分为合法垄断与非法垄断两类。 1、合法垄断。

合法垄断是指国家为了保护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反

垄断法中明确规定的不适用垄断禁止法律的垄断行为。合法

垄断的范围和种类有：（1）特定的经济部门的垄断。（2）

知识产权领域。（3）对外贸易领域。（4）协同组合行为。 2

、非法垄断，即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它是指违反法律、

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合谋性协议、安排和协同行动，

或者通过滥用经济优势地位，排斥或控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

活动，在某一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行为。 

非法垄断的主要形式有：（1）独占。（2）兼并。（3）股份

保有。（4）董事的交叉任职。（5）联合行为。 ＊垄断的形



式：概括为两类：一是协议垄断，即企业之间通过合谋性协

议，安排或者协同行动，相互约束各自的经济活动，违反公

共利益，在一定的交易领域内限制或妨碍竞争。协议垄断又

表现为两类：横向限制、纵向限制。二是滥用经济优势地位

，即企业通过其市场力量的优势地位，限制竞争者进入市场

或以其他方式不适当地限制竞争。 二、垄断的几种不同表述 

考虑到为垄断统一定义的困难性，以及垄断表现形式的多样

性，许多国家在制定反垄断法时并未直接使用垄断一词，而

且用其他相关述语揭示垄断的内涵，以此来界定垄断。垄断

的几种不同表述如下： 1、垄断状态。垄断状态是指一种在

相关市场中因企业占据市 场支配地位而致使在修配当的期间

内产生市场弊害，应受反垄断法处罚的状态。 2、垄断化。

垄断化，是介于垄断状态与垄断力滥用之间的反垄断法所规

范的垄断类型，乃是指企业在相关市场故意取得和维持垄断

力量，或图谋垄断，应受反垄断法禁止的行为。 3、垄断力

的滥用。垄断力的滥用，是指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

其市场支配力，并在一定交易领域实质性地限制竞争，违背

公共利益，应受反垄断法禁止的行为。垄断力的滥用是大多

数国家反垄断法所规范的内容，其构成要件一般是：市场支

配地位、滥用行为与损害竞争的结果。 三、反垄断法的含义

及法律适用 反垄断法与反限制竞争法、反不正当竟争法同属

于市场秩序规制法。 （一）反垄断法的含义 反垄断法是指通

过规范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来调整企业和企业联合组织相互

间竞争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反垄断法及其性质和地位。

反垄断法仍然是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基本法律之一。因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垄断和竞争



矛盾的加剧。为了处理好这对矛盾，从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竞

争和国家利益出发，从维护广大竞争者和消费者利益出发，

促进竞争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打破地区封锁和条块垄断、

行政性垄断，必须把国家管理市场经济活动，制止垄断现象

的经济政策规范化、规律化。反垄断法则是保障这种经济管

理手段和政策措施的法律工具。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垄断

法是完善我国经济法体系的重要任务。 （二）反垄断法的法

律适用 1、垄断法的适用主体。考虑到我国常使用“企业”

（包括公司）一词来表述从事生产和流通的经营者，它们又

是竞争关系的主要参加者，所以，我国的反垄断法以企业及

企业联合组织为其主体适用对象。 2、反垄断法的适用客体

。反垄断法的规范对象大致是两类四大项。两类即垄断和限

制竞争行为，两者可统一于对竞争和限制基础上。四大项指

垄断（含垄断状态、垄断化、垄断力滥用）、限制竞争行为

、经济力量过度集中，不公平交易方法和歧视。 四、反垄断

法的理论基础 (1)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2)反垄断法的经

济社会伦理思潮。 (3)反垄断法的法理学基础。 ＊反垄断法的

精神在于维护公平竞争，保证市场发生最优化的作用。它保

障企业公正的竞争能力和竞争机会的获得与行使，保障企业

平等的进入市场的自由权利；它谴责、打击所有分裂市场、

取消、扭曲市场的企业行为。正因如此，反垄断法才被喻为

“自由企业的大宪章”。 1、保障企业自由 保障企业自由原

则即企业可以自主经营，为了追求利润，企业可以依法进入

和退出某一产业部门，自由从事商事活动，不受非法干扰和

障碍。 2、打击行政性垄断 目前存在于我国的行政性垄断主

要有行业壁垒、地区壁垒和行政性公司。 （1）行业壁垒 行



业壁垒是由国家通过政策手段设置于一些特殊行业的进入壁

垒，阻碍企业自由开业参与竞争。在我国存在着行业壁垒的

典型行业是金融业和通讯业、通讯业在国内由于缺乏外部竞

争，其服务质量和服务费用长期得不到改善，但它们的经营

者和职员却比其他行业能获得更大、更稳定的收益。行业壁

垒属于典型的国家垄断政策的体现，受歧视的只是市场众多

主体中的一部分，主要是私营和集体企业。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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