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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分为：部门内竞争：指生产一组密切替代的同类商品的

企业之间的竞争，包括完全同质产品竞争（价格手段）和差

异产品竞争（非价格手段）。部门间竞争：包括满足同类需

要的代用品生产经营者的竞争（替代性越强，竞争越激烈）

和满足不同需要的有关产品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由争夺社

会成员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原材料或人才等引起）。根据是

否采用价格手段：价格竞争：使用价格策略如心理定价、声

望定价等。非价格竞争：指用价格以外的手段如广告、改进

产品和服务来进行的竞争。按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竞争行为中

的侧重点不同分为：质量竞争：基本方式有创造优质名牌产

品、保证产品性能稳定服务竞争：包括产前、产中和产后的

全过程服务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可分为：正当竞

争和不正当竞争2．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是指经营者违反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

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一概念具有以下特点：1）行为的主体是

经营者，而非政府及其所属部门； 2）是违反《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行为； 3）社会经济危害是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

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一概念最好与限制竞争行为的概念

对比理解，不正当竞争行为与限制竞争行为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限制竞争行为即为垄断，是指市场主体利用自身经济

技术优势和某些特权，对竞争对手或顾客的竞争行为或购买

行为进行限制，以谋求独占市场和市场垄断利润，损害他人



利益，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二者的联系表现在：都是与竞

争有关的行为，都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等。区别如下表所示

：限制竞争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区别 行为性质行为结果

行为主体行为的概念本质不正当竞争竞争行为扭曲市场机制

，发挥消极作用企业违反诚信原则和商业惯例限制竞争反竞

争行为抑制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企业或政府对竞争的实质性

限制（二）不正当竞争行为与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仿冒行为、对商品质量作引人

误解的虚拟表示行为、商业贿赂行为、虚拟宣传行为、侵犯

商业秘密的行为、低于成本价格的销售行为（但不包括销售

鲜活产品、处理即将到期的商品、季节性降价和因清偿债务

、转产、歇业降价销售）、搭售或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

、不正当的有奖销售行为、商业诋毁行为、串通招标、投标

行为。（各行为的具体解释请参见书P240-241页。）限制竞

争行为的表现形式：不正当的交易限制（包括横向限制协议

和纵向限制协议）、企业优势的滥用（6种表现形式

见P241-242页）和行政性限制（包括部门垄断和地区垄断）

。八、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管理（一）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管理 《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检

查的行政执法主管部门。其主要职权有：询问权、查询、复

制权、检查财物权、强制措施权、行政处罚权。 （二）不正

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包括：1．民事责任具体方式有：停止

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最主要）例（04年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中，最主要的是

（ ）A．停止侵害B． 赔偿损失C．罚款D．排除障碍2．行政



责任：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营业

执照、责令消除影响。3．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可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三）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由于我国还没

有单独的《垄断法》，所以可记住《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第23条和第30条的相关处罚规定。（P243页）九、商标的概

念与类型（一） 商标的概念、构成要素与类型 商标是指能够

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的商品或

服务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从这一定义可看出，商标的使用

者是商品的生产者、加工者、拣选者、经销者或服务的提供

者，而不是消费者；商标的标志物是商品或服务而不是一般

物品；标志的目的是为了销售而不是赠与。商标具有以下4个

特征：显著性、独占或排他性、竞争性、可交易性。商标的

构成要素包括有：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

色组合。可以是这其中的某一项，也可是其中的某两项甚至

多项要素构成一个商标。商标的类型从不同的角度，可划分

为不同的类型：按商标结构可分为：文字商标、图形商标、

字母商标、数字商标、三维标志商标、颜色组合商标和组合

商标。按商标用途可分为：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按对商标

的管理可分为：注册商标（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见P245页）和未注册商标。按使用人的动机可

分为联合商标（目的是为了保护其他商标，而不是为了使用

）和防御商标（一般是驰名商标）。按一种商品上同时使用

的商标可分为：主要商标、商品群商标和商品别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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