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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3/2021_2022__E4_B8_AD_

E7_BA_A7_E5_B7_A5_E5_c49_83608.htm 一、 影响市场价格的

基本因素： 企业定价即企业自主制定价格，是企业自主经营

的基本权益之一。 影响企业定价的因素可分为： 外部因素：

市场需求性质、竞争程度和政策、法律法规等； 内部因素：

营销目标、营销组合策略和成本。 二、 企业定价的限制因素

（新增） 两大方面因素：伦理和法律两大方面。 （一）伦理

限制因素：我国《价格法》第七条规定：经营者定价，应当

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关

键是要掌握什么是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 所谓公平：本着等

价:)原则，平等地对待购买者，不得进行价格歧视； 合法：

本着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排挤竞争对手

，不得合谋操纵市场价格，获取垄断利润； 诚实信用：货真

价实，明码标价，按质论价，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与法律

相比，伦理道德对企业定价的限制并非强制性的，而是由人

们的约定俗成、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维护的，完全是一种

自律的规范。但是，企业定价决策中若不遵循道德伦理准则

，最终将会失去顾客。所以，不讲伦理的企业是短视而愚蠢

的。 其中，P78页的五个层次伦理规范水平一般了解。 （二

）法律限制因素：记忆的内容较多，主要掌握法律对各种不

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标准。 1．价格垄断行为：指企业通过

相互串通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操纵市场调节价，扰乱正常

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其他企业或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危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市场支配地位一般由企业的市场份



额决定。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的大企业一般都拥有市场支配

地位，它们往往可以通过改变产量来影响市场价格。 2．价

格歧视：指把具有同一单位平均成本的同一种类的商品，在

同一时期，以不同的价格向不同的买主出售的企业行为。 实

际上，这是一种没有道理的价格差别.一般说来,价格不同是建

立在成本不同的基础上的,但现在各商品成本都相同,价格就应

该一致,但实际却对不同的买主有不同的价.所以这就是一种”

歧视”. 请注意：虽然对不同的买主以不同的价格出售同种商

品都是价格歧视，然而，我国现行价格法只是把生产者对企

业的价格歧视列为“不正当价格行为”而加以禁止，暂未把

企业对消费者的价格歧视列为“不正当价格行为” 。 例：按

《价格法》规定，下列应加以禁止的价格歧视行为有（ ） A

．甲企业对丙企业和丁企业提供相同的商品，但实行不同的

价格 B． 运输企业对老人、在岗人员和学生制定不同的价格

C．假期民航对乘坐飞机的教师可凭教师证给予7折优惠 D．

电信部门对单位用市话和家庭用市话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 答

案：A。 3．低价倾销：指企业在依法降价处理商品之外（如

季节性降价销售），为排挤竞争对手以独占市场（目的），

而采取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扰乱正常生产经营秩

序，损害国家利益或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所谓“低

于成本的价格”对生产企业来说就是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

本，对经销企业来说就是销售价格低于其进货成本。其他变

相的以低于成本价格的销售方式还包括：以高等级商品充抵

低等级商品以变相降价，折扣补贴优惠价格、非对等物资串

换、以物抵债、少开或不开发票、多给批量优惠、招标中压

低标价以及其他方式。 4．价格欺诈：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



或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其

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其中需要熟悉P80-81页的9条

欺诈性标价行为和6条欺诈性价格手段。 5．变相变动商品牌

价：“商品牌价”是指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变相变动商

品牌价就是指经营者对政府定价进行变相涨价或降价，故意

不严格执行政府定价。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变相涨价：

比如，用“新产品”名义定高价；对老产品偷工减料；价格

不变却粗制滥造；以次充好；价格不变，但降低服务质量，

二是变相降价：比如收购农产品时压秤；销售商品时实行回

扣，在价外给予对方好处等。 6．哄抬价格：指用欺骗等手

段来推动市场价格过高上涨的扰乱市场行为。其手法有：捏

造、散布虚假消息；囤积居奇，由此来引起消费者恐慌，从

而引发抢购甚至挤兑抢购风潮，扰乱市场秩序。 7．不执行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行为： 具体包括11项行为，书上P82

页。 8．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行为： 具

体有6条行为，P82页。 9．违反明码标价制度的行为：具体包

括4条，P82-83页。 10．牟取暴利：主要掌握其含义与特征。 

牟取暴利是指经营者用不正当手段在短时间内牟取巨额利润

的行为。所谓“不正当手段”就是指不合理的商品价格和服

务收费标准。 如果某一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水平（或差价率、

利润率）超过了平均价格（或平均差价率、平均利润率）的

合理幅度，就可被视为“牟取暴利”行为。 牟取暴利行为是

一种非常复杂的行为，认定的关键就在于其平均价格、平均

差价率和平均利润率的确定。一般情况下，涉及到的有关平

均价格、平均差价率和平均利润率以其社会平均成本为基础

测定，并由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业务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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