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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目前总体情况 
目前商务部每年审查大量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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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目前总体情况 

4周至8周 最短4-8周（最长达几个月） 
 30天 90天 60天 不超过180天 

准备申报材料和
相关信息 立案前审查 审查 进一步审查 延长的进一步审

查 撤回后重新申报 

- 作出决定 
- 无回应（视为批准） 
- 申报方申请撤回 
 

提交申报材料 立案通知 进一步审查通知 延长进一步审查
通知 

中国的审查过程依然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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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各法域反垄断审查所需时间比较 
申报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六个月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欧盟 

以色列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新西兰 

俄罗斯 

南非 

台湾 

土耳其 

英国 

乌克兰 

美国 



4 

介绍:《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  商务部在2013年4月公布了《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的征求意

见稿 
•  依据草案中规定的标准，商务部可将一些特定的交易归类为“简易案件” 

•  目前尚不明确将一些特定的交易归类为“简易案件”会给交易各方带来何种益处。 
•  估计将会出台规定简易案件审理程序的进一步立法 
 

Standard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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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带来的益处 

区分简易案件的益处 
对于交易各方 
•  减少审理的时间，更快地完成交易，减少交易不确定性，便于交易各方实现交易

的带来的益处。 
 

对于消费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 
•  使消费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更快地实现有利于竞争的交易所带来的益处。 
 
对于商务部 
•  商务部得以优先审查可能在中国产生反竞争效果的案件。 
•  减少工作量、进一步提升审查和决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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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程序问题的意见 

简易案件标准是适用“快速”程序的关键 
预计划分为“简易案件”的申报会适用加快合并审查程序 

认定简易案件 
•  负责认定简易案件的主体（是交易各方还是商务部）？ 
•  认定简易案件须在立案前阶段进行还是可在审理过程中的任何时间进行？ 
•  是否会公布认定简易案件的结果？ 

信息要求 
•  特殊的申报表格（同欧盟情形）？ 
•  如果不是，简易案件交易双方是否需要提供与普通案件一样多的信息？ 

简易案件的审限以及与第三方的协作 
•  简易案件的审限为多久？ 
•  简易案件是否同普通案件一样需要提供第三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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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第二条的意
见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了在哪些情况下
一个案件被商务部视为简易案件： 
 法条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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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场份额作为唯一的衡量方式意味着在每一个案件中，定
义相关市场将成为须向商务部证明的最重要的问题 (复杂且
耗费时间） 

-  适用开放的相关市场定义的可能性 
-  其他相关市场的定义 

• 市场份额可能并不是衡量市场竞争水平的最佳标准——建
议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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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经营者，在每个市场所占的
份额均小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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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活动”的定义  
•  超过以上关于市场份额的标准规定的案件是否仍可能会被
视为简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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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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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过以上关于市场份额的标准规定的案件是否仍可能会被
视为简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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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第三条的意
见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在哪些情况下一
个案件不应被视为简易案件： 
 法条规定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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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议这些类型的交易不应自动被排除于简易案件之外，而
应基于市场份额认定 

(2)经营者集中涉及的相关市场难以界定； •  建议相关案件中如不存在重大的横向重叠/纵向关系，则不
需要界定相关市场 

(3) 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  建议制定进一步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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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议制定进一步的标准 
 

(5)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  建议制定进一步的标准 
 

(6)商务部认为可能对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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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第四条的
意见 

第四条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商务部可以撤销对简易案件的认定 ： 

法条规定 意见 
(1)申报人隐瞒重要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误导性信息；  •  商务部能否在审理过程中的任何时间点撤销对简易案件的

认定？我们建议: 除非交易各方存在恶意行为，否则应对商
务部撤销其对简易案件的认定规定时间限制。 
• 主张经营者集中产生反竞争效果的第三方应当对其主张进
行何种程度的证明？哪些第三方会被咨询？ (2)第三方主张经营者集中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

果并提供相关证据；  

(3)商务部发现集中交易情况或有关市场竞争状况发生重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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