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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偷袭”

密集反垄断和国际接轨

这是一场“黎明前的偷袭”。
夜间突然宣布调查公司，之后紧急

封存该公司电脑，防止财务信息转移或
被销毁；第二天一早，专案组入驻公司
调查。“这一次查微软、奔驰，中国政府
连‘黎明前的偷袭’这种典型的欧式招
法都用上了。”置身于反垄断调查风暴
眼的首都，北京德和衡执行主任刘克江
时刻关注这场惊动了全世界的中国政
府针对微软、高通、奥迪等跨国巨头的
反垄断调查。

这不光和他的业务有关。
“这说明，商务部、工商总局在此前

是研究了应对措施，并不是一时兴起。”
刘克江说。

奇怪的是，这位业界名律师并没有
接到多少外资企业打来的咨询反垄断
诉讼事宜的电话。

“其实，若是打官司的话，这些‘洋
老虎’毫无胜算。这一点，他们心知肚明
的。”刘克江对本报记者说。

而中国政府为发动这场战役，酝酿
了6年。

2008年，中国颁布《反垄断法》，这
时，距离中国政府引进第一家外企松下
电器已经整整过去30年。

而直到2014年，微软、高通、奥迪、奔
驰、克莱斯勒以及其它12家日本企业才悉
数站在了中国政府的反垄断审判席上。

“这与之前的运动式调查很不同，
此次针对豪车品牌的反垄断调查直打
七寸，打得它们服服帖帖。”一位汽车业
内人士分析说，发改委这次对汽车行业
反垄断调查聚焦在零配件价格过高的

“零整比”上，可谓有备而来。“零整比”
在300%之内被认为是合理的，而北京
奔驰C级W204的整车配件零整比竟然
达到1273%。相关部门在对车企展开反
垄断调查时，彻查掌握了资源、渠道及

定价权的汽车供应商，直指售后维修、
保养环节暗藏的垄断暴利，执法手段不
光和国际接轨，而且直戳这些豪华车的
垄断暴利死穴。

记者也注意到，这一次，各家豪车
品牌的反应也是出奇地快。就在8月6
日，发改委刚公布克莱斯勒、奥迪及12
家日本企业已被查明存在垄断行为，将
于近期受到相应处罚时，第一时间宣布
降价的，是此次并未接受调查、但已经
二度被央视揭批的宝马。这已经是宝马
年内宣布二度降价了。

同时，宝马还表示，鼓励授权经销
商向独立维修厂提供原厂零部件。为车
主维修车辆提供更多渠道选择。类似的
零件商店还将陆续在北京、上海等各大
城市开业。

“宝马破天荒了，这说明发改委的
调查确实戳到这些豪华车企的痛点
了。”上述汽车业内人也注意到，宝马、
奔驰、克莱斯勒等豪车品牌几乎是一前
一后宣布零部件价格下调20%，“降价
力度达到了巧妙的默契，这应该是在试
探监管底线。”

“它们在试什么？它们这是在试中
国消费者的价格底线、试中国反垄断调
查部门的容忍度。对于这样的车企，就
是要零容忍，反垄断的罚单就是要开得
重，让他们再也不敢不把中国消费者当
回事。”一位网民写道。

记者注意到，在这场针对美系、德系、
日系豪车品牌的反垄断调查中，央视、新
华社、人民日报三家国家媒体配合默契，
一会儿《豪车集中降价，反垄断调查让车
企“出汗”还是“出血”》，质疑它们是“应付
调查”，之后又呼吁《反垄断亟待“硬”起
来》，最后，新华社总结，发改委此次重拳
出击进口汽车反垄断调查，将对我国汽车
产业形成巨大的影响。

“黎明前的偷袭”引发的蝴蝶效应
还在持续。一位豪华车品牌工作人员表
示，她所在公司已经有专门的法务人员
对全员进行《反垄断法》的培训，让不同
岗位的人都清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

是被禁止的，“因为，在过去大家是没有
这种意识的。”

“它们不是不知道法律，它们是被中
国市场惯坏了。”刘克江认为，以这次表现
最积极的宝马为例，此前，它在中国市场
被负面曝光次数非常多，包括无故熄火、
为省成本用致癌材料，给难缠客户建黑名
单等，最终都是毫发无伤。不光如此，宝马
这两年在中国豪车市场的占有率都排名
第二。

并且，之前发改委对华车企的反垄断
调查态度暧昧，从未正式表态要立案。刘
克江认为，发改委不愿确认立案的原因在
于，法律强调证据，这种纵向的垄断协议
往往需要纸质证据，但却很难拿到。这次
有媒体就揭露，为逃避反垄断调查，有的
豪车品牌开会都是口头传达，不准经销商
带纸笔记录。

“之所以等了六年，才走出对豪华
车企垄断处罚的第一步，这很大程度上
归结于前几年相关部门对反垄断法的
执行力不强，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等待
一个合适的机会。我以为，后者的因素
可能会更大一点。”刘克江说，选择在6
年后向外企发力，这里面蕴藏着深层次
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因素。

棱镜门事件后，国家安全

意识觉醒

这一点，在斯诺登事件后，中国政
府对微软等IT巨头的调查体现得更为
明显。

刚刚过去的7月底，专案组对微软

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四个经营场所，即微
软（中国）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广州、成
都的分公司同时进行反垄断突击检查。

“拿微软开刀完全符合世界潮流。”
刘克江说，在欧洲，像微软这样的行业
巨头一直是欧盟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关注
对象。而且，欧盟、美国在对微软的反垄断
调查上，比中国更为严厉。过去十几年，微
软因不当使用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
的优势地位，欧盟多次对其进行了处罚，
开出的罚金总额超过20亿欧元。

“但微软并不会服软。”刘克江说，
所以，它才会连遭欧盟的反垄断调查。
这次中国版的调查，和微软在欧洲的官
司有相似之处，始于企业举报，涉嫌垄
断，“搭售”和“兼容性”是调查重点。

而在此前，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
中心便规定国家机关在信息类协议供
货强制节能产品采购招标中，所有计算
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Windows 8操作
系统。这份采购名单适用于所有中央部
委和地方政府。

8月4日，国家工商总局还发布了一条
措辞严厉的声明，正告微软要遵守中国法
率，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案件调查。

刘克江说，前一阶段，美国商务部
对中国轮胎企业进行“双反”调查，而中
国政府也在调查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
的垄断行为，这种两国间的经济博弈是
两国贸易间的常用手法。

不过，这么连续而密集的外资反垄
断调查，已经不是单纯的中美贸易纠纷
或者商业竞争那么简单了。

（下转B03版）

微软、、高通、奔驰、奥迪……

跨跨国国巨巨头头走走上上中中国国审审判判席席

出品：经济新闻中心 板块统筹：蔡宇丹
设计：壹纸工作室 晓莉 组版：马秀霞

一年前，当葛兰素史克因为“贿赂门“被推到风口浪尖时，在华的外企想不到，接下来的一系列
事件，会让它们在华的日子不再像从前那么舒服了：高盛等投行卷入雇佣中国官二代的丑闻中、福
喜事件牵出一大串洋快餐巨头。而一场针对豪华车企的反垄断调查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
着。更多的IT巨头则纷纷被排斥在中国政府的采购清单上。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华外企集体“失宠”？在一系列事件被揭露出来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怎
样的外企？当习惯于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企特权不再时，他们又该如何适应这个复杂多变的中国？
对于进入中国市场整整30年的外企来讲，中国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他们轻松赚大钱的舒服日子走
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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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企企““中中国国式式
生生存存””拐拐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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