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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通用 ) 德尔福 0合并案看商务部反垄断审查标准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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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 企业合并成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而合并由于极易导致经营者获得市

场支配地位从而有能力限制市场竞争,一直是反垄断法关注的重点。 2008年 8月 1日正式施行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6把经营者的合并行为作为核心内容之一, 第一次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反垄断规制, 彻底终结了在我国经营者合并长期以

来缺乏高位阶反垄断规则的历史。文章通过对经商务部审核最终附条件通过的 /通用 ) 德尔福0合并案的介绍与分析, 在商

务部反垄断标准适用的态度转换与现在仍存在的问题上做了深入的思考, 以期为我国刚起步的反垄断执法体系提出相关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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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用 ) 德尔福0合并案简介

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之一的德尔福公司原为

通用汽车公司的零部件子公司, 后德尔福正式与通用汽车公

司分离。但德尔福未能躲开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5年德尔福

申请破产保护, 而老东家通用汽车决定再一次回购德尔福。

德尔福在全球市场均有业务, 产品供给包括通用汽车、福特、

丰田、日产、雷诺、大众等全球最大汽车厂家。除了发动机、变

速箱、外壳、座椅、轮胎外,德尔福几乎能提供其它所有的汽车

零配件,其品种之全令所有汽车零部件公司侧目。德尔福产

品在全球汽车零部件市场占有率高达 15% ~ 20% ¹。介于该

公司如此全面的零部件产品线,它的任何一个小举动,都会对

整车生产企业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因此这起合并案引起了世

界范围内汽车制造业的关注, 也进入到各国反垄断审查机构

的视野之中。通用、德尔福公司先后向美国、欧盟等国递交了

反垄断审查申请。2009年 8月 13日,欧盟委员会就已宣布批

准通用汽车公司收购德尔福这部分资产。 9月初, 美国反垄

断官员也批准了通用汽车收购德尔福部分资产的计划。而根

据德尔福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分布情况,中国业务对于德尔

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去年德尔福全球销售额为 160亿美

金,中国业务占据 10% ,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与美国市场低

迷,让德尔福把业务重心逐步转向中国。所以, 中国可以说是

其合并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站 º。

按照我国 2008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的 5反垄断法 6规

定, 我国5反垄断法6具有 /域外管辖权0,反垄断执法机构对

发生在境外但可能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垄

断行为具有管辖权。被收购方和收购方在中国的销售额超

过 4亿元人民币,以及双方当年在全球的销售额大于 100亿

元人民币,就必须接受中方的反垄断调查 »。 2010年 8月 31

日,通用和德尔福正式向中国商务部递交了反垄断申请, 9

月 2日,商务部向有关行业组织、以及通用收购德尔福涉及

的中国企业征求意见,并要求于 9月 4日提交意见,随后于 9

月 16日下达了召开会议的通知。经过听取 /闭门会议0激

烈的争论与对各方提交的材料做出具体的分析之后, 商务部

于 2009年 9月 28日发布 2009年第 76号公告, 基于通用汽

车收购零部件厂商德尔福可能会对中国汽车整车市场及其

上游汽车零部件市场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 决定附加限制性

条件批准通用汽车收购德尔福资产。这些限制性条件包括:

集中交易完成后,通用汽车、德尔福应当保证德尔福及其控

股和实际控制的关联企业将继续对国内汽车厂商无歧视性

地供货,不应附加会直接或间接排除、限制竞争的不合理条

件。通用汽车不得非法寻求获得德尔福掌握的国内其他汽

车厂商的竞争性保密信息,德尔福不得非法向通用汽车披露

其掌握的国内其他汽车厂商的竞争性保密信息, 双方不得以

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非法相互交换和沟通第三方的竞争性

保密信息。商务部表示,这是遵循5反垄断法6第 30条做出

的决定。商务部同时公布了该交易的审查评估过程, 并表

示,已经与相关的厂商和供应商进行了商谈。至此, 这起中

国汽车业界关注的合并案暂时告一段落。

二  /通用 ) 德尔福0合并案的审查标准探讨

根据5反垄断法6第 27条, 商务部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此



合并案进行了全面审查: ( 1)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

的市场份额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 ( 2)相关市场的市场集中

度; ( 3)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的影响; ( 4)经营

者集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 ( 5)经营者集中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 6)其他因素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影

响。笔者在广泛查阅此合并案相关新闻资料和经济分析材

料的前提下, 对商务部具体适用审查标准存有以下疑惑。

(一 )合并双方的市场地位判定

就笔者所查找的通用和德尔福在各自领域内所占中国

相关市场的份额以及销售收益额来看, 德尔福公司 1994年

进入中国以后, 在中国以年均 24%的增长率快速前进, 2009

年德尔福在中国合并报表收入超过 6亿美元, 中国市场始终

是德尔福非常重要的增长点。在中国, 德尔福拥有 18家法

人实体公司、20多个生产基地, 客户包括奇瑞、长城、北汽、

华晨、吉利在内几乎所有本土汽车企业 ¼, 而合并的另一方

通用汽车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经超过 80年 ,目前已在中国建

立了十家合资企业, 员工总数超过 32, 000名。其在中国所

提供的产品系列之丰富位居所有在华跨国汽车企业之首。

2007年,通用汽车及其合资公司在国内的总销售量为 1,

031, 974辆, 同比增长了 181 5% , 连续第三年在华销量位居

国际汽车制造商之首。 2009年, 通用汽车在中国总销量共

计 1, 826, 424辆,同比增长 6619% [ 1]。双方在各自中国范围

内的相关市场上确实具有实质性的市场实力。

如果按照 /哈佛学派0的 /结构主义0理论, 或是 20世纪

初盛行于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 (如意大利、瑞士和丹

麦, 欧盟之前的 4064 /89号合并控制条例 )的 /是否会产生

和加强市场支配地位 0标准, 类似的纵向企业合并应当是被

禁止的。面对这起几乎相当于汽车业界纵向的 /可口可乐 0

与 /汇源0的并购, 商务部并没有像半年之前一样拒绝其通

过审查, 而是采取了更为缓和的做法。难道商务部反垄断局

的反垄断审查力度降低了吗?

(二 ) 合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在商务部的审查考量中, 如何理解 /合并对于国民经济

的影响0历来是人们争议的焦点。那么, 何为 /国民经济 0

呢? 笔者通过查阅一些经济学的教材,其基本定义可以概括

为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现代国家范围内各社会生产部门、流

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所构成的互相联系的总体。0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部门组成的角度来看,国民经

济是指一个国家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相互交织

的社会经济综合体。通常说国民经济由涵盖了所有的物质

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三个产业部门组成。其次,从社会再生

产的角度来看, 国民经济是社会再生产经济活动的总和。即

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当然, 国民经济不是上

述再生产环节的简单总和, 而应该是再生产各环节的有机统

一体。因而, 各环节之间也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再次,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 国民经济是由国界范围内各地区

的经济组成的。那么, 具体到个案中, /国民经济0的范围就

和相关行业市场及消费者群体相联系。按照日本学者滝川

敏明的观点, 对企业合并的规制与主要涉及阻止外国公司进

入的民族主义政策密切相关。以培养 /国家队0为目标, 管

制者可能会试图阻止外国公司或跨国公司并购本国公司。

若是外国公司相互合并影响到本土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管

制者可能也会做出否定评价 [ 2]。笔者以为, 我国 5反垄断

法6中的该标准某种程度上是为政府 (管制者 )运用公权力

维护本国相关行业以最符合本国利益的方式发展提供法律

上的依据而设置的。这也是 /汇源 ) 可口可乐0合并案遭到

否定评价的很重要的潜在原因 ) ) ) /为了保护民族品牌0。

同样的, /德尔福 ) 通用 0的合并也引起了国内汽车零

部件行业浓厚的担忧情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以及各大汽

车制造商一直在强烈地建议商务部拿出充分时间, 调查这次

并购可能带来的冲击。 2009年初, 国务院出台了汽车业振

兴规划,其中扩大自主品牌汽车市场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内

容。该规划期为 2009~ 2011年, 明确提出, 到了 2011年,自

主品牌乘用车国内市场份额超过 40% , 其中轿车超过 30%。

自主品牌汽车出口占产销量的比例接近 10%。目前, 中国

整车制造中附加值较高的核心零部件大部分需要进口或由

合资企业生产。汽车的核心零部件如发动机、变速箱等, 虽

然现在有国内自主企业进入这些领域, 但还是得依赖进口。

而车用电子类产品, 国内外汽车技术能力差距巨大, 基本上

全靠进口。刹车系统的电控系统、发动机的 ECU柴油机共

轨系统、自动变速箱都已经被外资所垄断。而商务部批准了

这起可能对中国汽车整车市场及其上游汽车零部件市场的

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合并, 尽管针对业内的担心, 商务部设

定了一定的限制条件。不过,这些限制条件究竟能得到多大

程度上的执行,尤其是在内部信息泄漏部分,如何具体监管?

仅仅按照通用与德尔福关于均衡公司内部股东结构的协议

能起到多大的制约作用? 这些都还是未知。对中国本土的

汽车制造业而言,汽车零部件板块沦为外资之手, 无异于把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咽喉亮给外资, 中国自主品牌的发展将

走上更为艰难的道路。难道商务部在审查时不再有 /经济

民族主义0的相关考量了么?

三  对商务部运用5反垄断法6审查标准的再思考

上述疑问并非笔者一人所有, 在商务部接到反垄断审查

的申请之后,法学界、经济学界甚至国际关系的相关人士都

对此合并案的走势提出各种推测。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中美双方正在 G20峰会上就贸易保护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之

际,面对亟待走出 /破产保护 0的德尔福公司, 商务部适用

5反垄断法6的审查标准究竟是否理性客观? 思考之后, 笔

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本案中,商务部对标准的适用不仅是

恰当的,更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一 )重视竞争效果而非结构性方法

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刚起步不久, 很大部分内容是参照反

垄断立法和审查制度相对完善的欧盟制定出来的。无论是

2004年的5横向合并指南6, 还是 2007年的 5非横向合并指

南6, 欧盟都坚持了竞争评估的评价标准, 其将分析合并所

带来的协调效果和非协调效果作为合并分析的基础, 辅以各

种矫正因素的考察,这也是从竞争角度出发对达到一定规模

的企业合并实施控制的方法论基础。我国5反垄断法 6第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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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 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的,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

定。这表明, 我国企业合并的反垄断审查同样是以竞争评估

作为基础的, 并以合并是否导致在相关市场上实质性地排除

或限制竞争作为判断标准。

20世纪 70年代之前,哈佛学派结构主义反垄断思想的

影响在各国的反垄断立法文件中占据着主导的重要地位, 代

表性的如美国 1968年 5合并指南6便以市场份额为主要标

准, 对合并进行严厉的监控。前文所提到过欧盟之前的

4064 /89号合并控制条例也采纳了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标准。

该标准主要依靠运用市场份额和集中比率进行结构性推定,

对市场支配地位的产生和加强本身予以规制,而不论这种地

位是否已经构成滥用。该标准的理论根源是禁止支配地位

的滥用, 即如果市场支配地位不是由于企业自身内部成长形

成, 而是由于影响市场结构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而形成的, 那

么法律应当禁止这种市场支配地位的出现。同时,法律中有

关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标准往往是将举证责任转移给了当

事企业, 从而减轻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负担 [ 3]。问题是结

构主义比较严厉或过于严厉, 它所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仅从结

构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也许过于武断, 导致此

种情况下政府的干预也就比较冰冷和生硬。仅仅因为企业

达到如此的结构和规模, 所以就要被规制和制裁, 后果是使

公司管理者望而却步, 对公司的发展也产生很多担忧 [ 4]。

此种结构主义的评估理念使得反垄断法的执行过程中充满

了互相不协调的矛盾,其中一些导致保护竞争, 而另一些则

扼制竞争。 /反垄断法游离开国家的立法, 走向法庭的政治

选择; 游离开竞争理念, 走向较老的保护每一个生产者状况

的理念; 游离开对社会福利的关注, 走向对利益集团的关注;

游离开自由的理念, 走向加强平等的理念。0 [ 5]在人们的质

疑声中, 强调经济自由、市场至上的产业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迅速兴盛。该学派创立了与 /结构主义0对应的 /行为主义 0

理论, 其不承认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

着必然的联系。认为只有结构本身还不足以对市场竞争造

成损害, 因为结构本身不一定代表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力, 控

制取决于很多的因素。此种理论逐渐被欧美的执法机构和

法院所采纳, 在对企业间的合并案的审查时已经改变了以前

主要依靠运用市场份额和集中比率来评估交易的结构性推

定, 更多的倚重对接受审查的市场竞争效果进行详尽、直接

的市场分析。针对引起重大竞争性问题的合并案例,一般都

会经过详细的竞争效果评估。与严重的结构性推定相比, 向

竞争效果分析的转变已经产生了更好的效果。从某种角度

讲或者可以肯定的讲,这在竞争文化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而中国的反垄断立法一开始就反映了这种理念。

从商务部此次发布的公告来看, 立案后, 商务部在关注

到通用汽车在全球和中国汽车市场的领先地位,以及德尔福

在全球和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的领先地位和增长态势之后,

并未仅仅依靠市场份额对双方的合并作出否定性的判断, 而

是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以及约谈当事人等方式,

先后征求了有关政府部门、相关行业协会、汽车生产商以及

集中交易双方等方面意见,对此项申报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

了深入分析。在商谈中,集中双方对商务部提出的竞争关注

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先后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及其修改方

案。后来商务部进一步对集中双方针对竞争关注提出的解

决方案评估,不断的商谈和修正, 直到解决方案可以消除此

项集中可能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由此可见, 商务部

采取的是积极的尊重和鼓励市场的良性竞争的态度, 在对审

查秉持审慎原则的前提下, 运用有效竞争的理论观点, 采纳

实质限制竞争的标准。相比过去管束者的角色, 商务部的审

查具有了更多协助的意味,或许这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

要的政府角色定位。

(二 )控制合并审查中的 /经济民族主义0的滥用

在 2001年 GE /H oneyw e ll合并案发生时 ,人们曾热烈地

讨论经济民族主义的作用。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和评论人士

强调了合并的国家控制与世界一体化之间的紧张状态。伴

随着竞争法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人们对民族主义应用于合

并规制的担忧也增加了。中国欧盟商会在其发布的年度白

皮书5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2008 /20096中, 也将中国的经

济民族主义列为一大问题。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伍德克将

其解读为: /经济民族主义最初是由相关利益团体挑起的,

他们试图将外国人排除在外, 以免受到竞争的烦恼。0

经济民族主义最早起源于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拉美国家

在 20世纪 50年代 ~ 60年代倡导的以经济独立为主要内容

的民族主义,是指那些尚未取得 /现代化0或发达地位的国

家,为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而变得越来越警觉, 并

认识到这种必要性 [ 6]。南京大学青年学者李永刚教授认

为,在林林总总的 /民族主义0思潮中, 只有以追逐和保障可

见的经济利益为主题的经济民族主义处处可见, 并自然地成

为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主流和常态。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

中复兴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进程侵蚀了国家主权、构成了对

国家经济安全的极大威胁。早在 /可口可乐 ) 汇源合并案0

反垄断审查之际,某网站所进行的调查中, 有逾八成网民都

对此次收购表示反对。中国网友认为可口可乐收购汇源

/涉嫌对民族品牌的消灭0, /影响民族品牌的发展0。而商

务部运用5反垄断法6对外资并购首次 /亮剑0后, 网友大感

欣慰: /终于-说不 .了。0这被国内一些人士解读为一件尴尬

事: /商务部一直试图划清界限, 但民族主义者们却热切地

将此视为自己的胜利。0 对于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而引发的反

对风潮,不少的国外媒体表示非常的惊讶, 并且对中国作为

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作出了重新的评估, 认为中国正在运用

反垄断手段作为 /没有明言的-经济民族主义 . 0。

其实,早在中国的5反垄断法6即将通过的时候, 欧美等

发达国家的此种担忧情绪就在蔓延, 担心发展中的中国可能

会利用竞争法来阻止外国的公司合并和收购本国的公司,由

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执法机构并没有独立于经济管

理部门,这种担心有所增加。对于此种担忧, 笔者认为是不

必要的。相比较之下,尽管中国的反垄断执法和学术研究都

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通过商务部发布的一系列反垄断审查公

告以及不断出台的实施细则可以看出, 中国在主要汲取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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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客观、较为成熟的反垄断审查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

的国情, 不断积累经验, 反垄断合并审查这块传统的属于各

国 /经济民族主义0泛滥的的区域现在正在不断的透明化。

审查标准的适用也正在朝着量化的方向发展。本合并案中

这种趋势体现得尤为明显。/合并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0不

再是免于说理的 /万能阻却条款 0。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

下, 几个主要国家的合并规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趋同。这种

趋同性主要体现在各国的反垄断合并审查越来越注重经济

分析, 采用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来认定市场支配力。

此种分析方法运用得越广, 任意界定市场支配力的范围就越

窄, 因为可以减少受经济民族主义所影响的合并的范围。此

外, 欧美的合并审查实证分析表明, 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反

垄断获得的唯一授权是进行竞争分析,以这种方式在这一复

杂领域运用独特的专业技术。坚守自己的分析领域,才能保

持竞争分析的高度精确性。在 / Goog le) Doub leC lick合并

案0中,欧美就良好地贯彻了这一原则。中国的合并审查也

应当从坚持竞争评估的角度出发, 在审查合并的过程中, 面

对 /合并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0之类的条款, 将其理解成在

竞争评估中发挥矫正作用的效率因素,而不是被赋予其他的

意义。对合并案中不具有竞争性的隐私权问题,在公告中最

好阐明归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分析,严格将权力限定在竞争领

域内。从这个意义上说, /通用 ) 德尔福0合并案附条件通

过正反映了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对企业合并审查的标准

适用方面科学性、客观性在不断提高, 是中国为融入世界经

济圈所做出的又一重大努力。

注释:

¹ 参见德尔福申请破产, 拉上通用共死? [ EB /OL ]

[ 2010-06-05]. 搜狐财政网, http: /business. sohu. com /S2005 /

de lph.i shtm l。

º 参见商务部反垄断调查意外认真  通用收购德尔福

9月或难成行 [ EB /OL ] ( 2009-09-25) [ 2010-06-25]. 凤凰财

政网, http: M finance. ifeng. com /news /20090925 /1285162. sh-t

m l。

» 参见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 3条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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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M inistry of Commerce. s A ttitude aboutApplying Antitrust Standards

Through the / GM and Delphi0 M erger Case

HUANG Chen-zi

( Shandong University, J inan 250100, China )

Abstrac t:  Under the tide o f econom ic g loba liza tion, m o re and mo re enterprises choose to m erger to enhance the ir internationa l

competitiveness . Since m erger is an importantw ay for enterpr ises to create a dom inant position in the re lev antm arke t and impede effec-

tive com petition, it is w ide ly deem ed as a key issue concerned by antitrust measure. Ch ina. s Antitrust Law( CAL ) wh ich took e ffect on

August 1st 2008 se ts up com prehensive rules o fm erger contro l fo r the first tim e.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ana ly sis of the / GM and

De lphi0 m erge r case w hich fina lly got cond itional pass after the antitrust scrutiny, th is pape rmakes in-depth th inking in the convers ion

o f the theM in istry of Comm erce. s attitude about apply ing antitrust standards and the prob lem s still ex iting, hop ing to prov ide som e sug-

gestions for the beg inn ing law-enforc ing system on ant-i monopo ly in Ch ina.

K ey words:  m erge r o f en terpr ises;  antim onopo ly;  scrutiny standa rd;  the / GM and De lph i0 merger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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