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反垄断法完成修改保护公平竞争

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记者 赵文君）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6 月 24 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反垄

断法的决定，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反垄断法自 2008 年实施以来的首次修改。修改后

的反垄断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制定和

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健全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反

垄断统一执法工作。

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后的反垄断法完善相关

制度设计，如在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同时鼓励创新；明确经

营者在依法竞争的同时合规经营；规定了垄断协议的安全港

规则；增加了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有关规定。

反垄断法的修改，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为经营者提供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反垄断法完成修改 有这些新变化

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记者 赵文君）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6 月 24 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反垄

断法的决定，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反垄断法自

2008 年实施以来的首次修改，旨在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健全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王翔介绍，修改

决定共二十五条，进一步完善反垄断相关制度规则。

在垄断协议方面，一是完善了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规

则，对于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纵向垄断协议，经营者

能够证明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不予禁止。二是增

加了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对于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

纵向垄断协议，经营者的市场份额低于规定标准并符合其他

相关条件的，不予禁止。三是增加规定，经营者不得组织其

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或者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提

供实质性帮助。

在经营者集中方面，一是完善了对未达到申报标准的经

营者集中的调查、处理程序，对于未达到申报标准但有证据

证明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要求经营者申报；经营者不申报

的，应当依法进行调查。二是根据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需要，



增加了审查期限“停钟”制度。三是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

构应当健全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审查制度，依法加强对涉及

国计民生等重要领域的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提高审查质量和

效率。

王翔介绍，修改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处理好规范

和发展的关系，同时把握反垄断法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定位和

反垄断工作的专业性、复杂性等特点，在法律中完善基本制

度规则的同时，为制定反垄断指南和其他配套规定留出空

间。





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反垄断相关规则

6 月 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反垄断法将于 8 月 1 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王翔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指出，现行反垄断法 2008 年实施以来，对于保护

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促进高质量发展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

现行反垄断法的框架和主要制度总体可行。但随着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快速发

展，反垄断法在实施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迫切需要明确反

垄断相关制度在平台经济领域的适用规则，加强反垄断监

管，进一步完善反垄断相关制度规则。

王翔表示，修改后的反垄断法进一步完善了反垄断相关

制度，并把握反垄断法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定位和反垄断工作

的专业性、复杂性等特点，在完善基本制度规则的同时，为

制定反垄断指南和其他配套规定留出了空间。

完善反垄断相关制度规则

“修改后的反垄断法总结反垄断执法实践，借鉴国际经

验，对反垄断相关制度规则作了进一步完善。”王翔介绍说，

在垄断协议方面，修改后的反垄断法完善了纵向垄断协议的

认定规则，对于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纵向垄断协议，



经营者能够证明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不予禁止。

同时，增加了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对于经营者与交易相

对人达成的纵向垄断协议，经营者的市场份额低于规定标准

并符合其他相关条件的，不予禁止。此外，增加了经营者不

得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或者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

断协议提供实质性帮助的规定。

在经营者集中方面，修改后的反垄断法完善了对未达到

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的调查、处理程序，对于未达到申报

标准但有证据证明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

经营者集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要求经营者申报；

经营者不申报的，应当依法进行调查。根据经营者集中审查

工作需要，修改后的反垄断法增加了审查期限“停钟”制度。

修改后的反垄断法还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健全

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审查制度，依法加强对涉及国计民生等

重要领域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

加大对垄断行为惩治力度

修改后的反垄断法明确规定，国家健全完善反垄断规则

制度，强化反垄断监管力量，提高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现代

化水平，加强反垄断执法司法，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垄断案件，

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王翔指出，针对反垄断执法中反映出的问题，修改后的

反垄断法加大了对垄断行为的惩治力度。具体体现在提高了

对达成垄断协议、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拒绝阻碍反垄断执

法机构调查等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增加了对达成垄断协议



的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处罚规

定。增加规定，对于违反本法规定，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

别恶劣、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

在本法相关规定的罚款数额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具体

罚款数额。

明确平台经济的适用规则

网络时代下，线上购物、网约车等服务与人们的生活密

不可分，修改后的反垄断法进一步明确了反垄断相关制度在

平台经济领域的具体适用规则。

根据平台经济领域竞争方式和特点，修改后的反垄断法

既有原则规定，比如在总则中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

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

为”；同时也结合具体垄断行为提出细化的规则条款，比如在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章中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

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规定的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明确平台经济反垄断相关规则，对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

创新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王翔说。（赵晨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