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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7日 

 

2020 年中国经营者集中执法案件综述及未来趋势展望

2020 年是中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

法》”）实施的第十二年，也是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

改革后的第二个执法年度。作为中国反垄断执法体

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谨以本文简要回顾和总

结 2020 年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进展情况，以及

对未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工作予以展望。 

一、 2020年中国经营者集中案件执法情况总结 

2020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以

下简称“总局”）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 458起。其

中，无条件批准案件 454起，附条件批准案件 4起，

无禁止案件。与 2019年相比，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审结案件数量略有下降
1
，但

总体上仍保持基本持平。 

1、 行为性救济仍然是解决总局竞争关注的有效

措施 

2020年，总局公布附条件批准案件共 4起，分

别是丹纳赫公司收购通用电气医疗生命科学生物

制药业务案
2
、英飞凌科技公司收购赛普拉斯半导体

公司股权案
3
、英伟达公司收购迈络思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案
4
和采埃孚股份公司收购威伯科控股公司股

权案
5
。四起案件中，仅丹纳赫公司收购通用电气医

 
1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19）》，“2019 年总局共审结 465 件经

营者集中申报，其中附条件批准 5 件。”链接请见

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t20201224_324676.html。 
2 审查决定书链接请见

http://www.samr.gov.cn/fldj/tzgg/ftjpz/202002/t20200228_312297.html 

疗生命科学生物制药业务案中同时附加了结构性

和行为性救济条件，其余案件均只附加了行为性救

济条件。从该等附条件批准案件来看，我们理解总

局对行为性救济条件可以解决竞争关注仍然秉持

开放和正面态度，对于存在竞争关注的案件，只要

申报方能够根据个案情形提出总局认可的救济承

诺措施，交易获得附条件批准的可能性仍然是非常

大的。 

2、 审查时限总体提速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总局调整经营

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流程，由原来的线下提交改

为非现场方式进行，允许申报人线上提交经营者集

中申报材料及补充问题回复。同时，总局通过电子

邮箱或者传真方式向申报人送达受理通知、补充文

件清单、立案通知及审查决定。可以说，非现场方

式极大提高了申报效率，为审查时限提速留出了更

多空间。 

从提交后的审查时限来看，基于 2020 年我们

的案件申报实践，从提交初始申报、正式立案到获

得最终批准，普通案件（不含附条件批准案件）的

平均审批时间约为 11周，最快的审批时间约为 7周

左右。对于简易案件而言，其平均审批时间约为 4

3 审查决定书链接请见
http://www.samr.gov.cn/fldj/tzgg/ftjpz/202004/t20200408_313950.html 

4 审查决定书链接请见
http://www.samr.gov.cn/fldj/tzgg/ftjpz/202004/t20200416_314327.html 

5 审查决定书链接请见
http://www.samr.gov.cn/fldj/tzgg/ftjpz/202005/t20200515_315255.html 

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t20201224_324676.html
http://www.samr.gov.cn/fldj/tzgg/ftjpz/202002/t20200228_312297.html
http://www.samr.gov.cn/fldj/tzgg/ftjpz/202004/t20200408_313950.html
http://www.samr.gov.cn/fldj/tzgg/ftjpz/202004/t20200416_314327.html
http://www.samr.gov.cn/fldj/tzgg/ftjpz/202005/t20200515_315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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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最快的审批时间为 1.5周。对于附条件批准案

件而言，根据 2020 年总局公布的 4 起附条件批准

案件，从提交初始申报、正式立案到获得最终批准，

平均审批时间约为 291天，较 2019年（约 393天）

相比也有明显提速。 

3、 未依法申报案件的处罚力度加强 

在未依法申报案件的调查方面，2020年，总局

审结并公布了 12 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

中案件。虽然可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

响，案件审结数量与 2019 年（18 起案件）相比略

有下降，但是在 12 起案件中，7 起罚款金额为 30

万元人民币（占比约 58%），3 起涉及 VIE架构的案

件罚款金额达到顶格50万元人民币（占比约25%），

2 起为 35 万元人民币（占比约 17%），平均处罚金

额相比较于 2019 年有所提升，显示了总局对未依

法申报案件的处罚力度在法定范围内的加强。 

二、 经营者集中执法的未来趋势展望 

2020年 1月 2日，总局发布了《<反垄断法>修

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反垄断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其中对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

制度做了一些修订。2020年 10月 23日，总局发布

了《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审查

暂行规定》”），整体上对此前的若干经营者集中规

范性文件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并结合执法经验作了

一定程度的调整和完善。该《审查暂行规定》已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生效。除此之外，2020 年 11 月

10 日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平台指南（征求意见

稿）》”），其中对平台经济领域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审

查提供了一些细化规则指引。基于此，并结合总局

 
6 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主要负责人就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

腾讯控股企业阅文收购新丽传媒、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

法申报案件处罚情况答记者问，链接请见

近期的执法实践，我们预计，未来中国的经营者集

中执法或将呈现如下趋势和特点： 

1、 涉及 VIE架构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将进行申报和

补报 

2020 年 7 月 16 日，总局审查并无条件批准了

涉及协议控制（VIE）架构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

—上海明察哲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环胜信息技

术（上海）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在 2020年 11

月 6日的“双十一”规范线上经济秩序行政指导会

上，总局明确了涉及 VIE架构的经营者集中同样适

用《反垄断法》，应当依法申报并接受反垄断审查。

2020 年 11 月 10 日发布的《平台指南（征求意见

稿）》也明确提及涉及 VIE 架构的经营者集中属于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范围。2020 年 12 月 14 日，

总局公开处罚了三起涉及 VIE架构的经营者集中案

件，这也是总局首次对涉及 VIE架构企业违法实施

集中作出行政处罚。此外，根据总局披露，总局目

前正在依法审查广州虎牙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斗

鱼鱼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并等涉及 VIE架构的经

营者集中申报案件。 

至此，涉及 VIE架构的经营者集中申报问题得

到了完全明确：VIE 架构不是企业规避经营者集中

监管的理由。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无论是被调查

的经营者、目标公司还是有关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存

在 VIE架构，都应当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违

法实施集中都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6
 

对于企业未来发生的涉及 VIE架构的经营者集

中案件，应当在实施前进行申报，未经申报批准，

不得实施集中。那么对于过去实施的、未进行申报

的案件，企业应如何处理呢？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

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t20201214_324336.html 

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t20201214_3243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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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在其针对三起涉及 VIE架构的未依法申报案件

处罚情况答记者问中已明确指出“互联网平台企业

要对之前的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系统梳理，主动向

市场监管总局报告有关情况，并积极配合调查工

作。” 

考虑到总局上述要求，我们理解，对于非互联

网平台企业此前实施经营者集中的，为了保证合规，

企业应考虑主动自行梳理过去实施集中的情况，并

适时向总局主动报告有关情况和进行补报。从另外

一个角度看，企业主动报告和补报，既能够消除企

业经营者集中申报方面的合规瑕疵，也有利于企业

在未来交易的申报审批中避免潜在的风险和问题，

例如更好地确保未来在其他交易进行申报时针对

合规性作出真实、准确和完整承诺。 

2、 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调查案件增多，且违法者

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处罚 

一方面，在此前规定的典型的未经申报而实施

的经营者集中案件基础上，总局进一步明确了构成

违法实施集中案件的其他情形。具体而言，商务部

此前发布的《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

办法》，从字面上看，仅对达到申报标准应申报但未

申报实施的集中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实践中，

违法实施集中的情形还有多种，包括经营者申报后

未经批准实施的集中、商谈期间实施的、违反审查

决定的等。总局也查处了多件此类案件，例如，总

局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处罚的新希望投资收购兴

源环境股权案即属于申报后未经批准而实施的集

中，在该案中，交易方向总局提交了申报，案件公

示期为 2019 年 4 月 9 日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而

交易方在公示期结束之前（2019 年 4 月 17 日）收

 
7 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主要负责人就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

腾讯控股企业阅文收购新丽传媒、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

申报案件处罚情况答记者问，“与其他司法辖区相比，目前我国违法实

购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最终被处以 40 万元人

民币的罚款。结合这些审查实践，最新颁布的《审

查暂行规定》明确了除未经申报而实施的集中外，

违法实施的集中还包括申报后未经批准实施的集

中和违反审查决定的集中。《反垄断法》修订（征求

意见稿）中也有类似规定。 

另一方面，违法实施集中的法律后果很可能大

幅提升。目前，根据《反垄断法》，违法实施集中面

临的罚款金额的上限为 50 万元人民币，这对于企

业规模庞大、交易金额较高的并购等集中案件来说，

威慑力明显存在不足。针对这一点，多年来很多专

家学者、律师、企业等都提出意见，建议提高处罚

金额。2020年年初发布的《反垄断法》修订（征求

意见稿）中便对罚款金额予以了大幅上调：应当申

报而未申报即实施集中的、申报后未经批准实施集

中的案件，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虽然《反垄断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仍在修

订过程中，上述条款未必能包含在最终生效文本中，

但鉴于总局已明确认可，与其他司法辖区相比，中

国目前的罚款额度确实偏低
7
，未来新修订的《反垄

断法》很可能会将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罚款额度

大幅提高，以提高法律威慑力。 

鉴于此，我们建议企业未来在从事并购等集中

行为时，应当更加审慎地评估交易是否需要进行经

营者集中申报，并提前准备申报材料，从而在确保

完全合规的同时，也不会对交易进程造成耽搁。 

3、 关键行业领域内的经营者集中可能面临反垄

断严格监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

可控能力”和“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施经营者集中的罚款额度确实偏低，威慑力有限。”链接请见
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t20201214_324336.html 

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t20201214_3243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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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放在 2021年八个重点任务的第二位和第六位，

同时再度强调“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解决“卡脖

子”问题。结合该等部署，我们理解一些当前我国

科技的“卡脖子”领域，例如半导体制造、航空工

业、精密机械、生物种业等领域的并购涉及的经营

者集中反垄断执法，可能面临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严

格监管，对于这些并购是否可能在相关市场产生排

除或者限制影响，将可能面临更谨慎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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