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单元  经营者集中 

 

【基本概念】经营者集中，是指经营者之间通过合并、取得股份或者资产、委托经营或联营以及人事兼任等

方式形成的控制与被控制状态。 

【解释】《反垄断法》对经营者集中的规制在于“控制”，而不在于“禁止”，这种控制制度体现为经营者集中

申报制度。 

 

一、经营者集中申报 

1、经营者集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1）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

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 亿元人民币； 

（2）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

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 亿元人民币。 

【总结】全球 100 亿+2 人国内 4 亿；国内 20 亿+2 人国内 4 亿。 

 

【举例】“甲，乙，丙，丁”四家经营者合并，上一年度全球营业额合计是 110 个亿，其中在中国境内的营业

额，甲是 3 个亿，乙是 3 个亿，丙是 2 个亿，丁是 5 个亿。此种情况，需要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批吗？ 

答案：不需要 

 

2、申报豁免 

（1）参与集中的一个经营者拥有其他每个经营者 50%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者资产的； 

（2）参与集中的每个经营者 50%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者资产被同一个未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拥有的。 

【举例】甲是 A、B、C 公司的母公司，持股均在 50%以上，“甲、A、B、C”合并的，合并前就是一家人，是

“母子关系”；“A、B、C”合并的，合并前就是“兄弟关系”，故母子、兄弟关系企业合并的，豁免申报。 

 

【例-单选题】根据反垄断法律制度的规定，衡量经营者集中是否需要进行反垄断申报的基本参数是参与集中

的经营者的 （  ）。 

A.收入 

B.营业额 

C.利润 

D.市场份额 

 

答案： B 

解析：衡量经营者集中是否需要进行反垄断申报的基本参数是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营业额。  

 

二、经营者集中审查程序 

1、两阶段审查 

（1）第一步审查：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自收到经营者提交的文件、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对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进行初步审

查，作出是否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经营者。 

（2）第二步审查：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 90 日内审查完毕，作出是否禁止经营者集

中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经营者。 

 

（3）延长审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经书面通知经营者，可以延长前款规定的审查期限，但最长不得

超过 60 日（审查最长时间 30+90+60=180 日）： 

①经营者同意延长审查期限的； 



②经营者提交的文件、资料不准确，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③经营者申报后有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例-单选题】根据反垄断法律制度的规定，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程序的最长审查时限为（  ）。 

A.60 日 

B.90 日 

C.180 日 

D.210 日 

 

答案：C 

解析：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程序的最长审查时限为 180 天（30+90+60=180 日）。 

 

2、简易程序 

（1）符合下列情形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为简易案件： 

①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 15%； 

【举例】甲、乙、丙、丁均为家电销售企业，四家企业合并后占市场份额比例＜15%，按简易案件处理。 

 

②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 25%； 

【举例】甲是电器生产企业，乙是电器运输公司，丙是电器销售公司，他们 3 个各自在各自的市场中占有的

份额比例均＜25%，则按简易程序处理。 

 

③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

25%； 

【举例】甲是生产电器的，乙是卖床上用品的，甲乙公司在各自的市场中占有的份额比例均＜25%，两企业合

并按简易程序处理。 

④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⑤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对国内影响不大） 

 

⑥由两个以上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举例】甲公司由 A ，B 两公司控制，之后 A，B，C，D 四个公司进行了合并，甲公司由合并后的公司控制，

控制权本质上未转移。 

 

（2）虽符合上述条件，但存在下列情形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不视为简易案件： 

①由两个以上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的一个经营者控制，该经营者与合营企业属于同

一相关市场的竞争者且市场份额之和大于 15%的；（A、B、C、D 合并后的公司与其控制的甲公司均从事电器

生产行业且市场份额大于 15%的，则不视为简易案件） 

②经营者集中涉及的相关市场难以界定； 

③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④经营者集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⑤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⑥其他情形。 

 

【例-单选题】下列经营者集中案件，通常可以作为简易案件审查的是（  ）。 

A.在同一相关市场的甲公司和乙公司合并，两公司所占市场份额均为 10% 

B.纺织公司甲和制衣公司乙合并，甲公司在布料市场占有的份额为 20%，乙公司在成衣市场占有的份额为 24% 

C.制衣公司甲和建筑公司乙合并，两公司在各自主营业务相关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均为 25% 

D.由甲公司与乙公司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的乙公司控制，该乙公司与合营企业属于同一相



关市场的竞争者，且市场份额之和大于 15%的 

 

答案：B 

解析： 

（1）选项 A：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2）选项 B：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 25%； 

（3）选项 C：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

的份额均“小于”25%； 

 

（4）选项 D：由两个以上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的一个经营者控制，该经营者与合营

企业属于同一相关市场的竞争者且市场份额之和大于 15%的的，不视为简易案件。 

 

三、限制性条件的分类 

1、结构性条件：剥离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部分资产或业务等； 

【解释】所谓资产或业务剥离，即由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将自己的部分业务出售给第三方经营者，以保持这部

分业务的竞争性。 

【林哥白话】为防止 A、B 两公司合并后形成经营者集中，市场监管总局作为批准合并的条件会将 A，B 公司

的一部分业务剥离出售给第三方，从而减少 A、B 公司对行业的垄断影响。 

 

（2）行为性条件：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开放其网络或平台等基础设施、许可关键技术（包括专利、专有技术或其他知识产权）、终

止排他性协议等；（主动消除垄断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3）结构性条件和行为性条件相结合的综合性条件。 

 

四、对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调查处理 

1、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1）经营者集中达到申报标准，相关经营者未申报径行实施集中; 

（2）经营者集中申报后，相关经营者未经批准实施集中； 

（3）违反经营者集中审查决定。 

 

2、法律后果（2023 年调整） 

经营者违法实施集中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

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处上一年度销售额 10%以下的罚款；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

效果的，处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注意】反垄断执法机构要对被调查的违法集中交易是否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行评估，

并据此决定是否给予“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