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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垄断法的发展历史证明，科学的反垄断法能够促

进企业健康发展，增强国家产业竞争力，而不科学的反垄断法

只会危害企业，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使得国家产业竞争力遭

到损害。如何保证反垄断法设立的科学性，可操作性，是当前

我国反垄断法立法工作中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而这一问题

的关键是如何区分垄断超额利润与效率高额利润。

一、基本定义

垄断获得超额利润：企业通过垄断势力，提高产品的价

格，使得产品价格高于正常市场出清时的价格，从而获得超额

利润。如图 1，在市场出清价格为 PE时，企业获得正常利润。

如果企业通过垄断势力，阻止其他企业进入，则垄断企业可以

通过调节市场中产品的供给量，也就是通过减少产量，使得市

场中的产品供不应求，将产品价格由 PE提高到 P1，从而获得

高额利润，如图阴影部分 ABPEP1的面积。此处假设市场结构

为寡头垄断，故 Q1即垄断企业的实际销售量。

效率获得超额利润：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或管理创新，提高

生产效率，使得企业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市场平均成本，

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如图 2，市场处于正常的市场出请状态
时，产品价格为 PE，产品销售数量为 QE。此时，大多数企业处

于正常获利状态，如果某个企业在短时间内通过改善产品生

产流程、创新管理机制或者降低单位产品原料、能源消耗，则

会使得该企业的生产成本低于市场平均成本，从而获得如图

2所示的超额利润，阴影部分 ABC1CA的面积。图中 C1为高

效率企业生产成本，CA为产业平均生产成本，Q1为高效率企

业的产品销售量，（QE-Q1）为行业内其他企业的产品销售量。

上述分析阐明了垄断超额利润与效率超额利润的实质区

别。然而，这种实质分析在区分市场上超额利润的来源是结构

型的还是高效率型的实践中，很难形成可操作性的方法。然

而，市场的实质总是可以通过具体的市场表征体现出来，下面

我们对两种超额利润的市场表征进行深入分析。

二、两种超额利润的市场表征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垄断超额利润与效率高额利润

的实质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提高产品价格使之高于市场出清

价格，后者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使之低于市场出清成本来获取

超额利润。其实，这种有区别的市场表现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

面来进行分析：

1援 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表征：垄断获得超额利润的市场
产品供不应求，而效率获得超额利润的市场产品供求平衡。就

正常的竞争市场而言，市场的运行总是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的。

产品价格总是围绕产品价值上下波动，不会出现急剧的价格

起伏。这是因为，在正常竞争的市场上，所有生产企业根据自

身的生产能力和在市场上的占有率确定自己的供给量，而在

一定的时间段内，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求也是处于稳定状态

的，不会出现急剧变化。正是这种供给和需求的内在稳定机制

导致正常竞争市场产品的供求关系总是处于出清状态。对于

垄断市场而言，垄断企业要获得超额利润，它必须依靠自己的

垄断势力控制产品的供给数量，使得市场中产品的数量低于

正常的市场需求量，从而淘汰掉那些有正常需求而购买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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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垄断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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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裕的消费者。事实上，垄断企业也是这样做的。正是这种供

给数量的控制，导致市场上的产品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由于供求规律的作用而使产品价格得以提升。这种垄断控制

淘汰的消费者群为如图 3所示。购买力位于 PE至 P1的消费

者为被淘汰的消费者群。

2援 市场结构的表征：垄断获得超额利润的市场集中度
高，而效率获得超额利润的市场集中度较低。就一般产业而

言，若行业集中度指标 CR4>30，则说明该产业有垄断势力存
在。垄断企业要想控制市场中产品的供给量，必须限制企业的

数量，企业的数量越少，对产品的供给控制力越强。对产品供

给数量的控制，最终结果会使得产业集中度明显上升，形成集

中度高的市场结构。而在效率超额利润市场中，企业不具备有

控制产品供给数量，从而控制产品价格的能力，其市场结构呈

现出高度的竞争性，表现为市场集中度较低。如果对这两类市

场的企业结构进行图形描述，可以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洛伦

茨曲线，如图 4所示：

3援 行业进入壁垒的表征：获得垄断超额利润的市场进入
门槛很高，而获得效率超额利润的市场进入门槛较低。经济学

中将产业进入壁垒定义为：相对于潜在进入者而言，产业内现

存企业所具有的某种优势。进入壁垒具有保护产业内已有企

业的作用，也是潜在进入者成为现实进入者时必须首先克服

的困难。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施蒂格勒指出，进入壁垒可以理

解为打算进入某一产业的企业而非已有企业所必须承担的一

种额外的生产成本。进入壁垒的高低，既反映了市场内已有企

业优势的大小，也反映了新进入企业所遇障碍的大小。可以

说，进入壁垒的高低是影响该行业市场垄断和竞争关系的一

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对市场结构的直接反映。形成壁垒的原

因主要有：规模经济、必要资本量及沉没费用、产品差别、绝对

费用、政策法律、既存企业的战略性阻止行为等等。垄断超额

利润企业所在的产业都具有很高的产业进入壁垒，其借助的

非市场力量一般包括：政策法规、恶意竞争性阻止行为等。而

效率超额利润企业不存在行业进入壁垒，任何企业任何时候

都可以轻松进入。

4援 市场稳定性的表征：垄断超额利润企业的市场表现出
很强的稳定性；而效率超额利润企业的市场稳定性较差。由于

垄断超额利润企业借助的是政策法规和非常规甚至是恶意的

竞争手段，其市场结构一般比较稳定，在短期内市场结构不会

发生大的变化，但对于效率超额利润企业而言，其市场稳定性

较差。若某企业通过改善其生产流程、创新管理机制或者改进

生产技术，则该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将会得到提升，而挤压行业

内其他企业的市场，导致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市场结构持续时

间的长短主要依赖于企业进行管理或技术创新周期的长短，

创新周期长则持续时间长，反之亦然。

5援 维持市场运行机制的表征：企业获得垄断超额利润，
除了市场机制外，一般有市场之外的力量参与；而效率超额利

润企业一般仅靠市场机制本身就可以正常运行。由行业进入

壁垒可知，如果仅仅依靠规模经济、必要资本量及沉没费用、

产品差别、绝对费用等市场本身的力量，垄断企业一般难以继

续其垄断地位，受高额利润的强烈吸引，潜在进入者会很快蜂

拥而至。所以要保持其垄断地位必须借助非市场的力量，譬

如：政策法规的制定，恶意的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寻租行为

等。通过这些非市场力量的参与与组合，就会形成某种非市场

的运行机制，维持垄断市场的正常运行，保证垄断超额利润。

对于效率超额利润企业而言，其市场运行完全依赖市场本身

的力量。正是因为市场运行机制本身的公正性，使得企业不断

寻求能够提升其自身生产效率的种种手段。因为它们相信，只

要能创新就可获得超额利润，而且这种超额利润会随着其他

企业的创新而消失。所以依靠市场机制的公正性，保持强有力

的创新能力是效率型企业的取胜法宝。

三、结论

实践中，在对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进行判断时，我们通常

可以通过结合以上五种市场表征来进行，即产品供求关系、市

场结构、进入壁垒、市场稳定性和市场运行机制五种表征相结

合的运用。当然，如何结合以上五种市场表征对企业超额利润

进行判断，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与不断的改进。

明确区分结构型高利润与效率型高利润具有很强的理论

意义与实践意义。相信本文为判断两种高利润提出了一种可

靠的指标组合和有效的判断方法。这为我国新时期的反垄断

立法及其修订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据此能够判断

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为产业发展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

提高我国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促进我国产业可持续，更科学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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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垄断淘汰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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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垄断型市场结构（左）与效率型市场结构（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