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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树强编著的《全球竞争政策——WTO框架下竞争政策议题研究》是国内首部全面研究WTO框架下
竞争政策问题的专著，在分析WTO主要成员关于竞争政策多边规则谈判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
了制定国际竞争规则的途径选择，提出了多边竞争政策议题谈判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对未来WTO
框架下的竞争政策框架协议进行了设想，同时还对WTO框架下中国竞争政策的定位与国际协调问题进
行了探讨，能够为我国建立和完善竞争政策和法律制度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依据。

《全球竞争政策——WTO框架下竞争政策议题研究》是国内首部全面研究WTO框架下竞争政策问题
的专著，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十一五”、
“211工程”的课题，适合政府官员、法律工作者、律师、进出口商、经济和法律顾问以及高等院校的
国际经贸和法律专业的研究者和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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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60年代期间，在德国政府的压力下，欧共体通过了《规则17》。
自此之后，《罗马条约》第85条和第86条的执法成为欧委会的职责，以取代过去由各成员国主管机构
执法。
例如，根据《规则17》，只有欧委会具有给予“种类豁免”的权力。
同时，还决定由欧委会启动的所有调查，只要与第85条和第86条相关，都意味着任何国内主管当局必
须立即从该案件中撤出。
这一决议的主要目的是限制私人利益集团对各成员国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违反竞争性的行为。
　　因此，自60年代以来，随着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欧共体的重点任务放在了在成员国内部建立“
欧洲企业”的企业新概念上。
这一目标通过财政和法律体制的协调得以实现。
这些欧洲企业在欧共体内部实现专业化生产，这将促进欧共体改善经济结构，有效地加强共同市场的
概念。
　　在巩固共同市场过程中，欧共体将竞争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
什么样的违反竞争性行为会成为执法的重点对象，这取决于欧共体的总目标。
例如，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欧共体的基本目标就是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因此，欧委会把纵向限制以及经销渠道控制作为重点的监督对象。
根据欧委会的观点，供应商与经销商之间的协议在阻止国外竞争者市场渗透的同时还具有妨碍在共同
体内贸易自由化的效应。
欧委会无意专门涉足横向限制或者市场支配地位滥用之类的案件，而各成员国的主管机构则可以在此
类案件中自由行事。
欧共体希望这一战略服务于下述两个目标：（1）通过反对纵向限制，欧共体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壁垒得以降低，进而使本地企业尽快适应来自外部的竞争；（2）把横向限制和市场支配地位问题居
于次要的监管对象，将有助于更大的欧洲企业的发展，以更好地适应国际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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