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解析及企业风险预警

主讲人：姜丽勇律师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出台背景01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出台背景和基本架构

 《办法》发布时间：2017年4月5日，生效时间：2017年7月1日

 《办法》出台前，发改委已查处多起涉及汽车行业的反垄断案件

 原有涉及汽车销售管理的法规已不符合法律和市场要求

现行《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于2005年4月1日实施，《反垄断法》于2008  年8月1日实施。

 其他部门陆续出台涉及汽车行业市场竞争的规范性文件

2014年8月，《工商总局关于停止实施汽车总经销商和汽车品牌授权经销商备案工 作的公告》

2014年9月，十部委《关于促进汽车维修业转型升级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

2014年10月，工商总局《关于加强汽车市场监管的指导意见》

2016年1月，商务部《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出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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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02



《销售办法》主要内容

 《品牌销售办法》第3条：本办法所称汽车品牌销售，是指汽车供应 商或经其授

权的汽车品牌经销商，使用统一的店铺名称、标识、商标 等从事汽车经营活动的

行为。

 《销售办法》第2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适用

本办法。

1、允许授权销售与非授权销售模式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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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品牌到多品牌销售

 《品牌销售办法》第27条：汽车品牌经销商必须在经营场所的突出位 置设置汽车

供应商授权使用的店铺名称、标识、商标等，并不得以任 何形式从事非授权品牌

汽车的经营。

 《销售办法》第24条：供应商可以要求经销商为本企业品牌汽车设立 单独展区，

满足经营需要和维护品牌形象的基本功能，但不得对经销 商实施下列行为：（三）

限制经营其他供应商商品；（四）限制为其 他供应商的汽车提供配件及其他售后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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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销售和售后服务功能拆分

 《品牌销售办法》第二十五条：汽车品牌经销商应当在汽车供应商授权范围内从

事汽车品牌销售、售后服务、配件供应等活动。

 《销售办法》第二十四条：供应商可以要求经销商为本企业品牌汽车 设立单独展

区，满足经营需要和维护品牌形象的基本功能，但不得对 经销商实施下列行为：

（一）要求同时具备销售、售后服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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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供应商的约束-授权期限

 对经销商的最短授权期限规定为“授权期限（不含店铺建设期）一般每次不低于

3年，首次授权期限一般不低于5年。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提前解除授权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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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供应商的约束-供货商回购义务

 对于经销商未违反合同约定被供应商解除授权的，经销商有权要求供 应商按不低

于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收购其销售、检 测和维修等设施设备，

并回购相关库存车辆和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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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供应商的约束-行为限制

 《销售办法》第二十四条供应商可以要求经销商为本企业品牌汽车设立单独展区，满足经营需要和

维护品牌形象的基本功能，但不得对经销商实施下列行为：

（一）要求同时具备销售、售后服务等功能；
（二）规定整车、配件库存品种或数量，或者规定汽车销售数量，但双方在签署 授权合同或合同延期
时就上述内容书面达成一致的除外；
（三）限制经营其他供应商商品；
（四）限制为其他供应商的汽车提供配件及其他售后服务；
（五）要求承担以汽车供应商名义实施的广告、车展等宣传推广费用，或者限定 广告宣传方式和媒体；
（六）限定不合理的经营场地面积、建筑物结构以及有偿设计单位、建筑单位、 建筑材料、通用设备
以及办公设施的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搭售未订购的汽车、配件及其他商品；
（八）干涉经销商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以及其他属于经销商自主经营范围内的活 动；
（九）限制本企业汽车产品经销商之间相互转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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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供应商的约束-提高透明度

 《销售办法》第二十五条：供应商制定或实施营销奖励等商务政策应当遵循公平、

公正、透明的原则。

 供应商应当向经销商明确商务政策的主要内容，对于临时性商务政策，应当提前

以双方约定的方式告知；对于被解除授权的经销商，应当 维护经销商在授权期间

应有的权益，不得拒绝或延迟支付销售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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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供应商的约束-不得限制配件

 《管理办法》第21条，供应商不得限制配件生产商（进口产品为进口商）

的销售对象，不得限制经销商、售后服务商转售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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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不得限定消费者的户籍地

 不得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

 不得强制消费者为其提供代办车辆注册登记等服务

 不得对消费者限定汽车配件、用品、金融、保险、救援等产品的提供 商

和售后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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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与处罚

 建立信息备案

 建立信用档案

 行政处罚（最高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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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和
《汽车反垄断指南》的关系03



三、《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和《汽车反垄断指南》的关系

 《指南》对《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内容从反垄断法角
度进行了阐述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相关条款

（二）不得限制经销商经营其他供应商商品 不得限制经销商和维修商外采和外销售后配件

（三）不得给经销商规定整车、配件库存品
种 或数量，或者规定汽车销售数量

汽车供应商强制经销商或维修商接受不合理
的 汽车或售后配件销售目标、库存品种和数
量， 有可能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

（四）不得限制经营本企业汽车产品的经销商
之间相互转售

不得限制经销商之间交叉供货

（五）不得要求经销商承担以汽车供应商名义
实施的广告、车展等宣传推广费用，或者限定
广告宣传方式和媒体

汽车供应商强制要求经销商承担以汽车供应商
名义开展的广告、车展等宣传推广费用，或强
制限定经销商自担费用开展广告宣传的特定
方 式和特定媒体，有可能被认定为纵向垄断
协议 16



三、《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和《汽车反垄断指南》的关系

 《指南》对《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内容从反垄断法角
度进行了阐述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相关条款

（六）不得限制经销商为其他供应商的汽车提
供 配件及售后服务

不得通过保修条款对售后维修服务和配件流通
施 加间接的纵向限制

（七）不得给经销商限定不合理的经营场地面
积 建筑物结构、有偿设计单位、建筑单位、建
筑材 料、通用设备以及办公设施的品牌或者供
应商

、汽车供应商限定经销商和维修商只能使用特定
有 偿设计单位或建筑单位的服务，或限定经销
商和 维修商所需建筑材料、通用设备、信息管
理系统 和办公设施等只能使用特定品牌、供应
商和供应 渠道，有可能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

（八）不得向经销商搭售未订购的汽车、汽车
配 件和用品等商品

汽车供应商向经销商或维修商强制搭售其未订
购 的汽车、售后配件、精品、耗材、修理工具
、检 测仪器等，有可能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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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纵向垄断协议

固定转售价和限定最低转售价

 直接：直接固定经销商的转售价格或限定最低最低价格

 间接：固定经销商的利润率和折扣水平，对不遵守建议价的经销商取

消返利、 拒绝供货或提前解除授权协议

 纵向协议的表现形式

• 经销商协议
• 商务政策

• 通函

• 通讯

•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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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纵向垄断协议

直接与间接的纵向垄断协议

 主张个案豁免的常见情形

• 新能源汽车推广期的固定转售价和限定最低转售价

• 仅承担中间商角色的经销商销售中的转售价格限制

• 政府采购中的转售价格限制

• 汽车供应商电商销售中的转售价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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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纵向垄断协议

建议价、指导价和限定最高价

没有约束力

• 协议一方无压力或激励

• 单纯为提高定价效率

产生约束力

• 协议一方有压力或激励

• 被多数或全部经销商

个案考虑，重在执行

个案考虑，重在实质 20



三、纵向垄断协议

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

原则上禁止

例外：有时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也能够提高经销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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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纵向垄断协议

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

例外：

 不具有显著市场力量的汽车业经营者设置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具 有效率效果和正当化理由，

通常能够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可以不认定违法：
• 约定经销商尽在其营业场所进行经销活动，但不限制该经销商的被动销售，也不限制经销商之

间交叉供货
• 限制经销商对汽车供应商为另一经销商保留的独占地域或专有客户进 行主动销售

• 限制批发商直接向最终用户进行销售

• 为避免配件被客户用于生产与汽车供应商相同的产品，限制经销商向该类客户销售配件

不具有显著市
场力 量：25%-
30%以下 市场
份额 22



三、纵向垄断协议

例外：

下属四类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通常情况下违法，但汽车业经营者 能够证明其行为符合

《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可以主张个案 豁免：

 限制经销商的被动销售

 限制经销商之间交叉供货

 限制经销商和维修商向最终用户销售汽车维修服务所需配件

 除代工协议的情形，汽车制造商与配件、修理工具、检测仪器或其他 设备供应商之间

达成约定，限制此类供应商向经销商、维修商或最终 用户销售有关配件、修理工具、

检测仪器或其他设备

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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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纵向垄断协议

 通过保修条款对售后维修服务和配件流通施加间接纵向限
制

• 造成后果

通过保修条款对售后施
加不合理的纵向限制

排斥独立维修商 减少配件供应和经销
渠道

提高汽车维修保养服
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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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纵向垄断协议

违法情形：

 汽车供应商以汽车最终用户将不在保修范围的维修保养工作全部交由授权 维修网络完

成，作为汽车供应商履行保修责任的条件

 对不在保修范围的售后配件，汽车供应商要求使用原厂配件作为其履行保修责任的条

件

 汽车供应商没有正当理由，限制其维修网络对平行进口车提供售后维修保养服务

通过保修条款对售后维修服务和配件流通施加间接纵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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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纵向垄断协议

 以下纵向限制，如果导致显著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提高汽车经销和维修渠道的价格，损害消

费者利益，则可能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

• 汽车供应商向经销商或维修商强制搭售其未订购的汽车、售后配件、精品、耗材、修 理工具、检
测仪器等

• 汽车供应商强制经销商或维修商接受不合理的汽车或售后配件销售目标、库存品种和 数量
• 汽车供应商强制要求经销商承担以汽车供应商名义开展的广告、车展等宣传推广费用，或强制限

定经销商自担费用开展广告宣传的特定方式和特定媒体
• 汽车供应商限定经销商和维修商只能使用特定有偿设计单位或建筑单位的服务，或限 定经销商和

维修商所需建筑材料、通用设备、信息管理系统和办公设施等只能使用特 定品牌、供应商和供应
渠道

• 汽车供应商拒绝供货或提前解除经销协议时，应当明确列出理由

有关经销商和维修商销售与服务能力的其他纵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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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新车销售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汽车售后市场：存在锁定效应和兼容性问题，削弱市场竞争

 在汽车销售市场上不具有支配地位的汽车供应商，在其品牌汽车售
后市场上有可能被认定为具有支配地位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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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允许“双标件”

除根据代工协议生产的配件以外，在其品牌汽车售后市场上具有支配

地 位的汽车制造商没有正当理由，不应限制为初装汽车配套的配件制

造商 生产“双标件”

售后配件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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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售后配件的供应与流通

• 允许“售后配件的供应与流通”

允许外采售后配件 允许外销售后配件

• 允许经销商和维修商购
买同质配 件或从其他渠
道购买原厂配件

• 汽车供应商有权要求授权
体系成员仅适用原厂配件
和同质配件

• 不得要求配件全部“返厂”
（根 据代工协议生产的
配件除外）

• 不得限制经销商或维修商
之间交 叉供应售后配件

• 不得限制经销商和维修商
向最终 用户销售汽车维修
所需配件

29



四、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维修技术信息、测试仪器和维修工具的可获得性

• 充分保障售后维修技术信息的可获得性，同时保障测试仪器和维修工具的可

获得性

在其品牌汽车售后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汽车供应商
无正 当理由，不得：

• 限制维修商获取特定品牌
汽车维修技术信息的权利
和渠道

• 与修理工具、检测仪器或
其他设备供应商之间达成
约定，限制此类供应商向
经销商和维修商销售有关
修理工具、检测仪器或其
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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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与《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的关系

 《指南》出台时间略晚于《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主要针对汽车及其零配件流通阶段所应遵循的规则，

进 行了全面规范

 《指南》主要侧重于在汽车及其零配件销售、售后维修过程中出现

的 反垄断法律问题

《指南》和《管理办法》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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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与《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的关系

问题：当《管理办法》与《指南》就同一涉嫌违法行为的执法尺度不一致时怎么办？

例如：

 “限制经销商之间交叉供货”

• 《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不得实施

• 《指南》——如果能够证明其行为符合《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规

定，可以主张个案豁免

《指南》对《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从反垄断法角度进行细化和补充

• 特别是规定了若干在反垄断法上可以豁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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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04



《销售办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关系

《销售办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关系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重在保护其他竞争者的合法利益

• 《销售办法》重在重塑平衡，终极目的是保护消费者权益

• 执法主体不同

《销售办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

• 《反不正当竞争法》重在保护其他竞争者的合法利益

• 《销售办法》重在重塑平衡，限制了供应商的行为

• 执法主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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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建议05



合规建议

 梳理和经销商的商务政策和合同，修改和删除和《办法》以及指南不一致的内容

 梳理和零配件企业的商务政策和合同，修改和删除和《办法》以及指南不一 致的内容

 部分行为可以涉嫌多个法律、法规下的违规，从而导致行政处罚责任

 经销商和零配件企业可能主张合同无效，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激进消费者可能提起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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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06



发改委查处的汽车行业反垄断案件

案件名称 涉案企业 执法单位 违法行为 处罚结果

日企汽车零部件价
格垄断案

日立汽车系统、三菱
电机等8家汽车零部件
生产企业

国家发改委 达成并实施了固定或变更汽
车零部件价格的垄断协议

对8家日企分别处以2013年中国
境内涉案产品销售额0%至8%的罚
款，总计约8.3亿人民币

日企轴承价格垄断
案

日本精工株式会社等4 
家轴承生产企业

国家发改委 达成并实施了固定或变更轴
承价格的垄断协议

对4家日企分别处以2013年中国
境内轴承销售额0%至8%的罚款，
总计约4亿人民币

一汽奥迪大众价格
垄断案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公
司和位于湖北的10家
奥迪经销商

湖北省物价局 一汽-大众销售公司构成固定
向第三人销售价格的行为；
其他10家经销商达成并实施
整车销售及服务维修价格的
垄断协议

对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处以2013
年相关市场销售额6%的罚款，计
2.48亿元；对其他10家经销商分
别处以2013年相关市场销售额0%
至2%的罚款，总计约0.3亿元

上海克莱斯勒价格
垄断案

克莱斯勒（中国）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和位
于上海的3家汽车经销
商

上海市物价局 克莱斯勒（中国）构成固定
向第三人转售价格的行为；
其他3家经销商就维修保养服
务价格达成垄断协议

对克莱斯勒（中国）处以2013年
相关市场销售额3%的罚款，计
0.3亿元；对其他3家经销商处以
2013年相关市场销售额4%至6%的
罚款，总计0.02亿元

奥迪宝马等8家汽
车生产企业涉嫌限
定汽车零部件最低
转售价格案（调查
进行中）

8家已受到不同程度调
查的企业：奥迪、克
莱斯勒、宝马、奔驰、
捷豹路虎、雷克萨斯、
本田、丰田

湖北省物价局、
江苏省物价局、
上海市发改委等

被指控分别实施了限定汽车
零部件最低转售价格的行为

将面临最高可达上一年度相关产
品销售额10%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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