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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榜”上不光有企业，还有行政单位

此次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公布的首批
13个典型案例中，5个案件发生在药品领域，
8个案件发生在公用事业及保险等领域。“上
榜”主要原因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相关主
体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滥用行政权力排
除、限制竞争。

在药品领域，涉案相关药品列入了国家
基本药物，用于治疗肿瘤、心梗、血透等重大
疾病，关系着民众身体健康，但相关主体不
法行为带来了不良社会影响。

如远大医药与武汉汇海达成并实施关
于销售去甲肾上腺素原料药和肾上腺素原
料药的垄断协议，导致相关制剂价格逐年上
涨并时常短缺，影响患者正常用药，增加了
患者用药成本和国家医保支出。

涉案的公用事业，涵盖了供热、供气、餐
厨垃圾收运等领域，提供着百姓日常生活不
可或缺的服务，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时有发生。

如华能日照热力有限公司没有正当理
由，要求新建小区开发建设单位必须购买其
销售的用热计量装置，否则不予供热验收；
对其供热范围的部分企事业单位由原来的
按用热计量收费改成按面积收费，而其他同
类单位仍按用热计量收费，使相关企事业单
位承担了更多经营成本。

从主体属性上看，此次执法行动公布的
案例中，除了企业主体之外，还包括两个行
政单位，两起行政性垄断典型案例分别出自
兰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和哈尔滨市城市管
理局。前者未经公平竞争审查、违反审查标
准出台政策措施，排除、限制了其他符合条
件的企业参与当地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
理服务市场的竞争。后者未严格执行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其
他具有相应资质和服务能力的企业参与该
区域共享单车市场竞争。

以专项执法行动强化震慑作用

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
家、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看来，由于
药品行业和公用事业的产品特性和市场结
构特点，垄断行为易发、多发、频发，此次公
布的首批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进一
步起到引导和规范作用。同时，通过专项执
法，还可强化“查处一起、震慑一批、规范一
片”的效益。

专项执法手段为何重要？国务院反垄
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张晨颖补充指出，相比于零散式的反垄
断执法，专项执法行动能有效整合和协调执
法资源，执法机构可根据具体行业需求制定
行动计划，针对重点垄断领域匹配更多执法
资源，从而提高执法效率和质量。

从此次专项行动处罚力度看，市场监管
部门毫不“手软”，不仅没收相关企业的违法
所得，同时还依据相关规定对相关主体进行
罚款。其中，市场监管部门对“远大医药与

武汉汇海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案”和“东北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均开
出了亿元级的“罚单”。

从“民生”破题有深意

早在今年2月初，中国市场监管部门就
对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作出了部
署。今年反垄断执法选择从民生领域破题，
具有重要现实背景。

从微观看，是为民。
张晨颖表示，2023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

要任务之一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
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开好局起好步。“运用反垄断法化解防范竞
争损害引致的社会福利减损是重要途径。”

“在反垄断执法的众多领域中，民生领
域的重要性和执法需求最为显著。”张晨颖
举例称，诸如医药、水热气电、交通、社会保
险、建材等民生领域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基本
生存和切身利益，该领域垄断所带来的高价
等负面影响往往成为民众“不可承受之重”，
如果垄断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将对民众日
常生活和经济利益产生严重影响。

而此次专项执法行动聚焦民生领域，在
张晨颖看来，原因就在于近些年民众对原料
药行业、公共事业行业等民生领域的垄断行
为反映强烈，该领域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的反垄断执法数量也常年居于高位。
对其开展反垄断专项行动是中国立足当前
经济形势、贯彻落实监管为民的重要举措。

从宏观看，是为大局。
时建中指出，预防和制止民生领域垄断

行为，不仅有助于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还有助于遏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
竞争。

“从市场监管的角度看，推动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时建
中说，我国反垄断法既反对市场垄断，也要
求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意味着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打破行
政性垄断，则可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此次
以民生领域反垄断作为切口，可以预见反垄
断法将是未来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
有力武器。

预防和制止民生领域垄断行为，对限制
行政性垄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张晨颖介
绍，过去，对于交通运输、工程建设、政府采
购等重点行业，常出现行政权力妨碍商品自
由流通、限定或变相限定交易等行为。

针对行政权力妨碍正常市场经济活动
的行为，时建中强调，加强公平竞争审查是
一个重要手段。本次专项执法行动，直面公
平竞争审查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比如：
没有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审查质量不
高。两起行政性垄断典型案例的公布，将有
助于推动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硬约束，
提高公平竞争审查质量。 中新社

广受社会关注的中国反垄断执法最近有了新动向。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披露的信息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

展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持续加强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目前取得阶
段性进展，并向社会公布了第一批集中查处的13个重大典型垄断案件，主要涉
及药品、公用事业和保险等领域。个别企业甚至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了亿元级

“天价罚单”。
透过第一批公布的典型个案，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重要信号。

浪费惊人！

净水器产生的尾水
多数被当成废水排放

大量尾水被当作废水排放

我国多数净水器使用反渗透
技术，因此制作直饮水的同时也
会产生尾水。

多位业内人士估算，我国净
水器净废比多在2:1到3:1之间，
即每产生2到3杯净化水，就会排
出1杯尾水。这就意味着，净水器
为人们提供直饮水的同时，产生
大量尾水。

有数据表明，家用末端净水
市场2022年零售规模为1404万
台，其中，会排出尾水的厨下RO
（反渗透）机占比75%左右。海尔
水联网产业超前企划总监杨春涛
博士测算，按照每户家庭日均尾
水排放量为5升计算，2022年全年
RO（反渗透）机新装用户一年的
尾水排放量为1921.7万立方米。

另有调查称，商用净水器在
写字楼、学校、医院、企业、政府机
关单位等场景中逐步得到青睐，
2022年新装商用净水器处理的饮
用水消费量达到572.4亿升，其中
采用反渗透技术处理的水大约占
比60%，商用净水机净废比约为
1:1，即得到饮用水同时，其排放
废水量为3434.4万立方米。

杨春涛测算，仅2022年售出
的家用和商用净水器产生的尾水
量，就相当于3个以上西湖的
水量。

那么，被净化器排出的尾水是
废水吗？记者了解到，净水器尾水
是仍然可以使用的生活用水。中
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徐东生介绍
说，净水器排出的尾水除了钙、镁
等含量比自来水略高，其他大多
数指标如浊度、色度、有机物、胶
体等，都比自来水低，这样的水绝
不是废水。虽然不能作为饮用水，
但可以用来洗碗、洗菜、浇花。

然而，很多家庭、小区、单位
等净水器产生的尾水被直接排入
下水道。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净水设备
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专家委员
会主任顾久传曾调研、统计了北
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近100个
净水器使用场景，其中对净水器
尾水进行再利用的不足30户，超
过七成尾水被直接排入下水道。

是什么妨碍了尾水再利用？

我国净水器产生的尾水再利
用空间大，但仍受制于诸多因素。

——— 商家误导宣传，消费者
认知不足。

记者采访了线上线下的10家
净水器销售商家，商家均称尾水
产生量不大，没有再利用的必要，
且都没有主动提供尾水再利用设
备的安装。

其中6个商家的销售员直接

声称尾水是废水，无法再利用。
记者向商家提出再利用设备安装
需求之后，只有3个商家的销售员
表示可帮助对接安装师傅上门改
造尾水排放管，但费用由消费者
自行承担。

在这样的宣传下，很多消费
者认为尾水就是废水或“毒水”，
安装净水器时默许工人直接将尾
水排废。

——— 尾水再利用方案不
规范。

不少受访者表示，直接排放
尾水也是无奈之举。山西省晋城
市龙凤苑小区南侧安装了一台净
水器，其尾水管连接了一个水桶，
居民可以自行取用。这些尾水被
用来洗车、洗鞋、冲厕，受到居民
好评。但尾水排出量大，如利用
不及时，水桶里的水会溢出，冬天
还会导致路面结冰。为此，龙凤
苑小区的物业又在水桶上安装了
水龙头和排水池。而更多受访者
则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再利用方
案，只能把尾水白白排掉。

鼓励节水循环利用

山西省节水办相关负责人认
为，我国净水器市场保有量和需
求量都较大，减少净水器尾水浪
费事关水资源保护，行动迫在
眉睫。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出台政
策，明确要求对净水器尾水进行
再利用。今年3月正式实施的《北
京市节水条例》要求现场制售饮
用水的单位和个人安装尾水回收
设施，对尾水进行利用，不得直接
排放尾水。

《贵州省节约用水条例》要求
引导城乡居民使用节水型器具，
创建节水型村寨和居民小区，鼓
励新建居民小区安装再生水回用
设施。

《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明
确，以水为主要原料的饮用水生
产企业以及现场制售饮用水的经
营者，应当采用节水技术和工艺；
产生的尾水具备条件的，应当进
行回收利用。

顾久传认为，应鼓励各地在
节水法规中增加净水器尾水利用
规定，明确销售、安装等多环节尾
水再利用责任，并出台相关行业
标准。

杨春涛建议，依据我国各地
不同水质，应鼓励纳滤、超滤、陶
瓷等不同技术多元发展。同时在
净水器领域引入“领跑者”概念，
在原有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对“领
跑者”在水效等方面提出更高要
求，鼓励企业创新。顾久传建议，
在新建社区等可试点探索直饮水
系统，集中净化直饮水，探索分质
供水。 据新华社电

近年来，净水器在小区、办公场所和家庭中逐渐普及。很多人
注意到，接净水器直饮水时，有时能听到机身排水管道传出“哗哗”
的流水声，这就是尾水。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可以利用的水，往
往被直接排入下水道，造成巨大浪费。

这种情况已经受到关注。目前，北京、贵州、山东一些地方已
经出台政策，明确要求对净水器尾水进行再利用。

两两张张亿亿元元级级““天天价价罚罚单单””

中中国国反反垄垄断断执执法法亮亮剑剑
释释放放这这些些新新信信号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