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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鲁市监行处字〔2023〕5 号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当事人名称：华能日照热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MA3C6A37XK

成立日期：2016 年 2 月 2 日

地址：日照市东港秦楼街道胶南路 38 号

主要经营范围：城市供热建设、维护及运营；供热工程设计

与施工；供热设施设备安装及维护；供热设备部件加工及销售；

电力销售。

二、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一）案件来源

2020 年 7 月，本机关收到举报，反映当事人存在涉嫌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请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

（二）调查经过

根据举报，本机关通过对相关受热用户的调查和日照市相关

部门的走访，以及对当事人的初查，认为举报情况属实，遂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本案行为

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22 修正）》施行前，按

照新旧法律适用原则，仍适用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以下简称修改前的《反垄断法》）立案。之后，本机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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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和相关受热单位进行调查取证，所提证据相互印证，形成

当事人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链。案件调查过程中，本机

关多次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听取陈述意见。

（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本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一）本案相关市场界定

修改前的《反垄断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相关

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

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

1.相关商品市场

本案中，当事人提供的商品主要是城市公共管网供热服务。

从需求替代角度看，对于城市内居民及工商业用户在日常生活和

生产经营过程中供热需求一般通过使用城市公共管网供热或自

建供热设施解决。对于大多数用热户而言，自建供热设施在环保

审批、投资、场地等方面存在困难或问题，难以替代城市公共管

网供热服务。市场上销售的电力供热、燃气供热产品多用于小范

围的生活供热，在供热面积和供热能效上与城市公共管网供热差

距大，难以形成普遍替代。从供给替代角度看，其他经营者想要

提供城市公共管网供热服务，需获得政府规划审批并投入大量资

金进行管网建设，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均较高，短期内较难转换

为城市公共管网供热企业。因此，城市公共管网供热构成单独的

相关商品市场，本案的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城市公共管网供热服

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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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地域市场

根据《山东省供热条例》的相关规定，供热主管部门依据城

市、县城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供热专项规划，经法定

程序批准后实施。根据城市建设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城

市管网供热布局应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跨区域管网铺设成本过高且缺乏经济合理性。在日照市人民政府

关于《日照市供热专项规划》的批复中，针对当事人的供热区域

进行了专项规划，主要范围为日照市主城区。因此，本案相关地

域市场界定为日照市主城区。

综上，本案的相关市场界定为日照市主城区城市公共管网供

热服务市场。

（二）当事人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修改前的《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市场

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

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

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城市公共管网供热是城市内居民生活和经

营者生产经营的必需品，居民和经营者对区域内的公共管网供热

提供者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其他经营者想要进入城市公共管网

供热服务市场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当事人是日照市人

民政府确定的主城区供热规划范围内公共管网供热的唯一提供

者，当地居民和经营者对当事人的公共管网供热具有很强的依赖

性。根据修改前的《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关于经营者

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当事人在日照市主城区供热规划范围内公

共管网供热服务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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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事人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1.限定开发建设单位采购安装当事人的用热计量装置

当事人依据日照市相关部门《关于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提高

气暖专营设施设备建设验收工作效率的通知》的规定，要求 2018

年 8 月 20 日之后的日照市新建小区内的用热计量装置，一律由

当事人负责采购、安装、维护使用，采购安装费用，由开发建设

单位与当事人按照合同约定，由开发建设单位缴纳（相关部门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问题已另案处理）。2020 年 6 月，日

照市某开发建设单位建设的小区因未购买当事人的用热计量装

置，导致该小区内安装的其他用热计量装置无法通过当事人的供

热验收。本机关立案调查后，当事人未再对该开发建设单位安装

的其他用热计量装置提出异议，并且对该小区通过了供热验收。

根据《山东省供热条例》等相关规定，居住建筑应当安装依

法检定合格的用热计量装置，并未要求用热计量装置由供热企业

提供。虽然当事人实施的限定行为是被动遵守相关部门文件导

致，但是该行为及其依据的相关部门文件亦不能违反《反垄断

法》，不能作为当事人实施限定交易行为的正当理由。当事人作

为日照市主城区供热管网规划区域内唯一的城市供热经营许可

企业，在日照市主城区城市公共管网供热服务市场具有市场支配

地位，没有正当理由对开发建设单位实施了限定采购安装其用热

计量装置的行为，使开发建设单位无法自行选择热计量装置的交

易对象，排除、限制了热计量装置销售市场的竞争。

2.对企事业单位的供热收费方式实施差别待遇

通常情况下，对具备用热计量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供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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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用热计量收费，这既节约了用热资源，也节约了企事业单

位用热成本。当事人在 2018 年冬季供热时，对已安装热计量装

置的企事业单位，按用热计量收费。2019 年冬季供热时，当事

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本案涉及的企事业单位改变收费

方式，由 2018 年的按用热计量收费改成按面积收费。在此期间，

其他具备用热计量条件的同类型企事业单位仍按用热计量收费。

涉案企事业单位已完成热计量装置的安装并在案发前已经

按用热计量收费，个别涉案企事业单位为了按用热计量收费，专

门委托机构对热计量表进行过检验，而当事人却未提供书面证据

证明涉案企事业单位不符合用热计量条件。因此，涉案企事业单

位与其他具备用热计量条件未被改用按面积收费的企事业单位，

与当事人在供热交易上具备相同的交易条件，当事人对涉案企事

业单位改按面积收取供热费用没有正当理由，实行了差别待遇。

涉案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商场、宾馆、机关等，具有阶段

性停暖的特点，按用热计量方式收费有利于这些单位节约能耗和

减少开支。当事人上述行为使相关企事业单位承担了更多经营成

本和费用，不仅损害了涉案企事业单位的利益，按面积收取供热

费用使涉案企事业单位在不必要的非用热时间受热，而且造成了

热能资源的浪费。

本机关立案调查后，当事人对改变收费方式的涉案企事业单

位改按计量收费，并且将 2019 年冬季多收的供热费退回。

另查明，当事人 2019 年度销售额为 425,982,204.65 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略）

四、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以及是否采纳和理由

调查期间，当事人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和 11 月 3 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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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关提出中止调查申请，但当事人在中止申请书中未说明涉嫌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具体事实，且在当事人提交中止申请书

前，本机关已根据举报对相关开发建设单位和被改变热计量收费

方式的企事业单位进行了调查，认为当事人构成涉嫌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行为。依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第二

十九条第三款“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调

查核实后，认为构成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应当依法作

出处理决定，不再接受经营者提出的中止调查申请”的规定，本

机关不再接受当事人提出的中止调查申请。

当事人于 2023 年 1 月 5 日收到本机关送达的行政处罚告知

书，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听证申请。

五、行政处罚的依据和决定

当事人的行为已违反修改前的《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禁止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

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

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的规

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

能与其进行交易和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

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的行为。

依据修改前的《反垄断法》第四十九条“对本法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罚款，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

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的时间等因

素”的规定，《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第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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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三款“经营者能够证明其从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被

动遵守行政命令所导致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鉴于当事人已经退还全部违法所得，

决定对当事人从轻处罚。

依据修改前的《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机关对当

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 2019 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的罚款

4,259,822.05 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缴

款编码将上述罚款通过山东省财政厅网站的“山东省非税收入统

缴平台”缴纳。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当事人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者山东省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

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4 月 3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