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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反国际垄断问题研究》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反国际垄断问题，特别是对发展
中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垄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中国推行反国际垄断政
策的必要性及政策选择原则和思路。
本书由兰荣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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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并兼任武汉大学政府管制与公共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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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企业的国际垄断行为　　在传统反垄断经济学里，通常将企业的垄断行为分为三大类，即单个
竞争者的限制竞争行为——主导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两个竞争者合作的限制竞争行为——兼并和
多个竞争者之间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卡特尔。
相应地，在国际市场上，企业垄断行为也可以分为三大类：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跨国兼并和
国际卡特尔。
　　（1）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在国际市场上单个企业要获得完全垄断地位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更常见到的是具有明显市场优势
地位的主导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主导企业在控制市场价格方面的能力更强，在利益驱动下，
主导企业可能滥用其优势地位，从而对国际市场竞争造成破坏。
　　①市场支配地位。
　　市场地位又被称为市场优势地位、市场主导地位、控制市场的地位、独占、垄断地位、垄断状态
等等。
由于各国称谓不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也不同。
根据美国反托拉斯判例确定的原则，市场支配地位即垄断力，被认为是某个企业在相关市场上具有控
制价格或排除竞争的能力。
在欧盟竞争法的定义中，市场支配力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力量，它使得一个企业有能力在相当程度上不
受其竞争者、客户和最终消费者的影响而自行其是，能够使其防止或至少妨碍在相关市场上的有效竞
争。
而日本《禁止垄断法》用垄断状态来描述企业的市场支配力，如果某企业在相关市场上占有较高的市
场份额，从而对市场竞争产生明显不利影响，则认为该企业在此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
尽管各国反垄断法规中的措词不同，但支持支配地位的核心意义是相同的，即指企业在某一相关市场
上，在一定时期内对价格、竞争等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力或控制力。
市场支配力可能来自许多方面，比如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拥有某项特殊的产品专利如知识产权，占
有某种特殊的资产，等等。
　　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原则上，主导企业利用其市场优势强化其市场势力，阻碍自由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所有行为
都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
从实践看来，常见的主导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第一，独家经销。
　　独家经销是指一家企业赋予其经销商在某一地区独家经销其产品的权利，该经销商同时必须放弃
经销其他竞争对手的产品。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独家经销可视为垂直一体化的一种形式，竞争条件下独家经销所产生的边际成本
应该低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否则生产者不会与经销商建立此类合同关系。
因此，在竞争的条件下，独家经销无可厚非。
但是，在具有市场权力的情况下，这种独家经销是由主导企业凭借其市场优势力量强制性地推行的，
从而可能产生对消费者福利的剥削或者市场进入壁垒。
　　通过独家经销的做法可以实现垄断价格歧视、提高垄断利润，从而产生福利损失，这是因为：只
有当市场可以分割时，两个市场之间的交易才能被孤立起来，才有可能实施垄断价格歧视。
根据独家经销协议，经销商不得在其特许区域以外经营，于是在各个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的情况
下，生产商就可以在不同地区按照不同的价格销售其产品。
因此，独家经销可能导致价格歧视，有助于具有市场支配力的企业利用其强势更大程度上剥夺消费者
福利。
但是在另一方面，独家经销也有促进竞争的效应，如生产商可以利用独家经销协议威胁经销商，以调
动经销商更加努力促销生产商产品的积极性，譬如增加在其销售地区的广告投入、将独家经销产品摆
放在吸引消费者的显眼位置、保证备货的充足性、为该产品的顾客提供周到的服务等；生产商和经销
商之间长期稳定的供销方式，也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经销商长期固定销售单一产品也可能在销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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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上产生专业化，增加效率；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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