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 7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特制定《反价格垄断规定》，经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反价格垄断规定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制止价格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价格垄断行为，适用本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外的价格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价格垄断行为包括：  
  （一）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  
  （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使用价格手段，排除、限制竞争。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在价

格方面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

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

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  
 
  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

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价格垄断协议，是指在价格方面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

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 
  
  第六条 认定其他协同行为，应当依据下列因素：  
  （一）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具有一致性；  
  （二）经营者进行过意思联络；  
 
  认定协同行为还应考虑市场结构和市场变化等情况。  
 
  第七条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价格垄断协议：  



  （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和服务（以下统称商品）的价格水平；  
  （二）固定或者变更价格变动幅度；  
  （三）固定或者变更对价格有影响的手续费、折扣或者其他费用；  
  （四）使用约定的价格作为与第三方交易的基础；  
  （五）约定采用据以计算价格的标准公式；  
  （六）约定未经参加协议的其他经营者同意不得变更价格；  
  （七）通过其他方式变相固定或者变更价格；  
  （八）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价格垄断协议。  
 
  第八条 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价格垄断协议：  
  （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  
  （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三）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价格垄断协议。  
 
  第九条 禁止行业协会从事下列行为：  
  （一）制定排除、限制价格竞争的规则、决定、通知等；  
  （二）组织经营者达成本规定所禁止的价格垄断协议；  
  （三）组织经营者达成或者实施价格垄断协议的其他行为。  
 
  第十条 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不适用本

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  
 
  第十一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

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认定“不公平的高价”和“不公平的低价”，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销售价格或者购买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其他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同

种商品的价格；  
  （二）在成本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是否超过正常幅度提高销售价格或者降低购买

价格；  
  （三）销售商品的提价幅度是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或者购买商品的降价幅

度是否明显高于交易相对人成本降低幅度；  
  （四）需要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  
 
  第十二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

售商品。  
 
  本条所称“正当理由”包括：  
  （一）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和积压商品的；  
  （二）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的；  
  （三）为推广新产品进行促销的；  
  （四）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十三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通过设定过高的销售

价格或者过低的购买价格，变相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本条所称“正当理由”包括：  
  （一）交易相对人有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出现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等情况，

可能会给交易安全造成较大风险的；  
  （二）交易相对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向其他经营者购买同种商品、替代商品，或

者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向其他经营者出售商品的；  
  （三）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十四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通过价格折扣等手段

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本条所称“正当理由”包括：  
  （一）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的；  
  （二）为了维护品牌形象或者提高服务水平的；  
  （三）能够显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的；  
  （四）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十五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在交易时在价格之外附加不合理的费

用。  
 
  第十六条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

对人在交易价格上实行差别待遇。  
 
  第十七条 本规定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

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

的市场地位。  
 
  其他交易条件，是指除商品价格、数量之外能够对市场交易产生实质影响的其他

因素，包括商品等级、付款条件、交付方式、售后服务、交易选择权和技术约束条件

等。  
 
  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是指排除、延缓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

或者导致其他经营者虽能够进入该相关市场但进入成本大幅度提高，无法与现有经营

者开展有效竞争等。  
 
  第十八条 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在界定相关市场的基础上，依据

下列因素：  
  （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  
  （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  
  （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  
  （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  
  （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  
  （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  
  （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  



  （三）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  
 
  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

不应当推定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有证据证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应当

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

行政权力，实施下列行为，妨碍商品的自由流通：  
  （一）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  
  （二）对外地商品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  
  （三）对外地商品规定歧视性价格；  
  （四）妨碍商品自由流通的其他规定价格或者收费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

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者从事本规定禁止的各类价格垄断行为。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价格竞争内容的

规定。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有本规定所列价格垄断行为的，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经

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据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

七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行业协会违反本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的，依照反垄断法

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有本规

定所列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依照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

处理。  
 
  第二十五条 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调查，拒绝提供有关材料、信息，

或者提供虚假材料、信息，或者隐匿、销毁、转移证据，或者有其他拒绝、阻碍调查

行为的，依照反垄断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六条 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

为，不适用本规定；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价格垄断行为，

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七条 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

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1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2003 年 6 月 18 日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发布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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