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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晓晔教授是国内公认的反垄断法权威学者，并颇具国际声望。
本书是其数十年潜心研究和参与立法的成果汇集和思考。

作者从经济学与法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历史考察、理论探讨、案例分析和跨国北京，对反垄断法的各
种理论和实践进行严谨和深入的论述，资料丰富，视野宏阔。
尤为突出的是，作为我国《反垄断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作者更注重从中国反垄断立法、执法和研
究的现实需要出发安排全书结构与内容，《反垄断法》既是其对反垄断法体系和制度的系统阐述，亦
是其对反垄断法领域诸多问题的梳理和总结，更是其对反垄断法艰难出台前后以及施行以来的反思和
展望。

《反垄断法》作为研究生教材，兼具知识性和实用性，亦可为政府机关、公司、律所等相关从业人员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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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汉堡大学法学博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法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
究会副会长、国家商务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议程)贸易与竞争政策专家咨询组组长、全国人大
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反垄断法起草小组顾问。
研究领域为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
专著有《企业合并中的反垄断问题》、《欧共体竞争法》、《竞争法学》等6部，主编《反垄断法与
市场经济》、《竞争法与经济发展》等论文集4部，合著10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
及Washington
University Clobal Studies Law Review，RabelsZ，GRUR
int.等中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篇。
2002年和2005年分别为第9届和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做过关于反垄断法的法制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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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市场经济与竞争
第一节竞争的概念
一、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
二、竞争的特征
三、竞争的概念
第二节竞争对市场经济的作用
一、优化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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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动经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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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芝加哥学派
六、后芝加哥学派
第四节我国竞争理论的发展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竞争理论的反思
二、市场竞争理论在我国的产生与发展
三、市场竞争需要法律保护
第二章竞争法概述
第三章世界各地反垄断法概况
第四章反垄断法的基本概念
第五章横向限制竞争协议
第六章纵向限制竞争协议
第七章知识产权许可中的限制竞争
第八章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第九章行业监管与反垄断法
第十章经营者集中控制
第十一章行政垄断
第十二章反垄断执法机构及其程序
第十三章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
第十四章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第十五章反垄断执法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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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然而，近年来，人们对反垄断立法宗旨的另一种解释逐步占了上风，即反垄断法是以提高经
济效率和消费者的社会福利为目的，而反垄断不过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工具。
这个变化尤其反映在欧盟内部，如欧盟委员会2005年12月发布的《欧共体条约第82条适用于滥用性排
他行为的讨论稿》提出，“第82条之目的是保护市场竞争作为提高消费者福利和保障资源有效配置的
工具。
”[6]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欧盟竞争法是保护竞争，还是把竞争作为一个提高消费者福利和保障资源有
效配置的手段？
欧盟委员会在竞争政策方面的变化受到了德国学者的批判。
他们说，欧盟竞争法是建立在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即竞争自由可以给人们带来诸多的好处，而不仅仅
是实现一个特定的最终目标——保护消费者；此外，在不同的案件中，竞争可实现的目的或者愿望多
种多样，而不仅仅是消费者的利益。
这即是说，正是因为竞争本身有很多好处，保护竞争就应当成为反垄断法的目的。
当然，反垄断法也有豁免限制竞争的规定，但这些豁免应当有严格的条件，即它们是反垄断的例外，
而不是普遍的规则o[7]看来，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保护竞争，还是实现某个特定的目的如提高消费者的
社会福利，这个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然而，就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来说，反垄断既可被视为是反垄断法的目的，也可被视为是实现某些
特定目的的手段。
我国《反垄断法》第1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这说明，我国《反垄断法》的直接目的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间接目的则是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二）反垄断法是一元目的还是多元目的如果反垄断法是一种手段，随之的问题就是，反垄断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答案。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过一场关于反托拉斯立法目的的大辩论，参加辩论的主角被分为一元派和多
元派。
作为一元派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反托拉斯法的唯一目的是资源优化配置和消费者的社会福利，其他所
谓的目的不过是浅薄文人就需要考虑电话接受人的利益；如果反不正当竞争法还考虑社会公共利益，
那就还应当考虑准备与这个消费者通话的其他人的利益。
可以设想，如果电话广告成为合法的广告方式，消费者就不仅会经常受到这种广告的骚扰，而且因为
电话线路常常被企业的电话广告所占用，电话通讯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
谈到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我们有必要区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总体上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无论反垄断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它们的立法都不限于某个唯
一的目的，而是同时具有保护竞争、保护经营者、保护消费者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二、反垄断立法的宗旨反垄断法的任务是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但这里有很多理论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反对垄断、保护竞争是反垄断法的目的，还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是一种手段，反垄断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率，还是其
他目的如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上述两个问题的关联性很强，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问题：反垄断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一）反垄断是目的还是手段对于这个问题，德国学者的一贯态度是，反垄断法是致力于建立和确保
一个有效竞争的机制，其任务是保护市场主体的竞争自由，维护市场的竞争性。
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即市场竞争本身是一个协调和创新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供求关系可以得到改善，社会资源可以实现优化配置，市场势力可以得到制约，
各种利益可以得到协调，因此“反对限制竞争法只是一个比赛规则，它只是针对个别人的限制竞争行
为，而不是必须规定人们所期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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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国Ordo秩序自由主义学派总结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后还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经济自由
和竞争自由不仅可以繁荣国家的经济，而且也是通向政治自由的必经之路。
因此，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被视为国家的“经济宪法”，其根本任务就是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
争，为竞争自由创造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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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垄断法》是研究生教学书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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