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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餐饮、4S 店等连锁经营企业的快速扩张离不开收

购兼并、合资合作。连锁经营企业的营业额通常较高, 在

扩张中容易触发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同时, 连锁企业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不同行业的连锁企业也有各自

特点, 导致经营者集中申报工作相对复杂。实务中参与

交易各方往往对此认知不足。本文简要归纳连锁企业经

营者集中申报常见的两个基本问题, 以资参考。 

 

一. 莫把构成垄断与触发经营者集中申报混为

一谈 

 

按照《反垄断法》, 经营者集中达到申报标准而未

申报的, 不得实施集中。不过, 并购实务中收购方

对于是否需要履行经营者集中申报经常存有疑议。

常见的误解是, 交易各方认为本次交易不可能构成

垄断, 因而觉得不必要履行申报程序。事实上, 只

要该项交易满足经营者集中的形式, 而参与集中的

经营者的营业额达到标准, 且不属于可以豁免的情

形, 那么该项交易就需要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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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集中的形式通常包括合并、收购、控制、新设合营企业(限于共同控制的情形)等。判断一项交

易是否符合经营者集中的形式要求, 要点在于经营者是否通过交易取得标的资 产的控制权。需要注

意的是, 反垄断语境下“控制权”的外延比公司法或上市公司监管规则语境中的“控制权”概念更

为宽泛。比如对一个企业的日常经营具有否决权也属于反垄断语境下“控制”的范畴。反垄断法下

“控制权”的判断有时候并非“黑白分明”, 需要依个案具体分析。 

 

触发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营业额达到规定标准。此处需要关注: 

其一, 判断谁是参与集中的经营者。例如, 在收购标的公司的控股权时, 收购方与标的公司为参与集

中的经营者; 在新设合营企业交易中, 共同控制合营企业的各方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某些交易中, 

判断参与集中的经营者较为复杂, 需要详细分析。其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营业额是否达到申报标

准。从营业额标准看, 国内连锁经营企业在进行收购兼并等行为时很容易达到申报门槛。 

 

申报标准: 

标准一 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

全球营业额合计超 100 亿元 

且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

的营业额均超 4 亿元 

 标准二 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

中国境内营业额合计超 20 亿元 

 

经营者集中申报的豁免情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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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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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此条不能简单理解为“同一控制下的经营者集中”都可以豁免, 可割免的情形仅

限于“同一绝对控制(即 50%表决权以上)下的经营者集中”。 

 

二. 连锁企业经营者集中案件的相关市场界定 

 

《反垄断法》仅限制对“相关市场”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此

处的“相关市场”具有特定含义, 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进行竞争的商品范

围和地域范围。经营者集中均发生在一定的相关市场内。因此, 合理、完整地界定相关市场, 是识别

竞争者、估算市场份额、判断是否影响竞争效果的重要前提。 

 

相关地域市场是连锁企业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时需要仔细界定的重要概念。当连锁企业出现横向并

购或合营交易时, 相关地域市场界定尤其繁复。此时要先考虑交易各方是否存在市场区域重叠的情

况。在重叠的市场区域中(一般是城市级别)进一步以“商圈”来界定相关地域市场。例如, 超市零售

企业分为便利店、超市、大型超市等类型, 分别具有不同物理距离的辐射范围。超市零售企业之间

的经营者集中项目, 应当按照不同超市类型确定“商圈”的具体区域, 然后以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存在

重叠的各商圈作为相关地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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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 需要全面关注参与交易的相关方所从事的业务及其形态, 而不能仅关注其

主营业务而忽略其他相关业务。例如, 参与交易的商业零售企业除了以零售为主业以外, 还对外经营

商品配送业务, 此时在界定相关商品市场时不能只考虑零售业, 还应当考虑涵盖商品配送业务。 

 

连锁企业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是个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连锁企业在策划并购、合营交易时应当与法

律顾问等专业机构共同评估该交易是否触发经营者集中申报。如果触发申报, 则在交易结构中需要

考虑相应的申报时间, 同时要在交易文件中结合经营者集中申报对先决条件、各方义务、交割安排

等条款作出相应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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