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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垄断，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从其出现那日起就备受各国的关注。
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垄断导致的问题和矛盾也开始在我国许多领域中
逐渐凸显。
我国政府也尝试采用立法的方式对越来越多的垄断中不正当的行为进行规制。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将竞争法纳人立法计划以来，于199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1994年《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反垄断法》。
2007年8月30日，《反垄断法》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
。
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明确了我国反垄断的总纲，详细规定了我国对各种垄断现象的
规制，促进了我国反垄断事业的发展。
《反垄断法》作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过程的法律标志之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也诱发了学界对
反垄断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重新思考。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其独特的国情使本国面临的垄断与反垄断问题有其独特性，
也使得人们对垄断和反垄断研究的需求尤为迫切。
在这个领域展开研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成为当前学术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规整适合中国国情的垄断认识并对其进行新的规制设计是目前的首要任务。
垄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集中的产物，在历来的经济理论中，学术界均有较深的研究。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对于垄断的认识必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尤其是对于有着独特发展历程，只能在实践中逐渐摸索的中国来说，适合国情的垄断理论显得尤为重
要。
在西方经济学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创立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垄断理论成为最
迫切的需要，这也决定了我们对于垄断的认识、对于反垄断的规制方式都必须重新进行考量，做出判
断。
其次，世界范围内各国企业围绕市场不断上演着新的攻防战。
这些在新形势下产生的垄断与反垄断矛盾对学术界而言必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
而目前中国关于垄断及反垄断的法律条文尚需要不断完善；在具体实践操作中，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
上因得不到有效保护，利益遭受损害；在国际市场上又因为对国际反垄断领域的相关法规与实践的研
究不够深入，与各国发生贸易摩擦时受到的冲击较大。
面对日益严峻的局面，中国企业如何应对也成为学界研究垄断与反垄断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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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垄断和反垄断的相关理论知识，基于大量事实探讨了中国垄断的特点，并在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从不同角度勾勒了我国反垄断体系的基本框架。
旨在通过本书的研究和分析，使广大读者对垄断和反垄断的理论有一定了解，对我国垄断的现状和反
垄断所面临的严峻考验有清醒的认识；同时，能够为更多从事反垄断研究的学者提供研究平台，给国
家规制机构的管理者们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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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目前，在发达国家的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学教科书中，对自然垄断的定义基本上是建立在规
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基础上的。
如萨谬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出：“当存在着如此强有力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
以至只有一个厂商能生存时，就会产生自然垄断。
①”二、自然垄断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作为自然垄断产业，必须具备以下技术经济特征：（1）网络
性。
自然垄断产业在提供服务时形成网络系统。
如电力、煤气、热力供应、自来水、电信、铁路、邮政等产业，均属网络性产业，必须有一个完整统
一的网络才能提供社会化的服务。
如在电力行业，发电和输电环节的协作是保证电力供应系统完整性的关键。
电力供求平衡必须在电网的每一个环节上保持不变，否则将造成大规模电力供应的中断。
由于随机性的供求不平衡会突然发生，所以电力平衡要求有中央控制和调度。
这种网络供应系统，规模（利用者人数和距离）越大，就越需要巨大的固定资金，因此具有显著的规
模经济效应。
（2）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显著。
虽然绝大多数产业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但在自然垄断产业领域，规模经济和范围
经济效应更为显著，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随产量增加而大幅度降低，以致在既定的市场需求下，一家
厂商足以提供和满足大部分甚至全部需求。
所以，从成本和效率的标准看，相对于多家厂商自由竞争而言，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是自然垄断产业
组织合理的市场结构和制度安排。
（3）关联经济效应显著。
自然垄断产业在提供服务时，存在很多一系列复杂工序。
这些系列工序之间要求相互稳定衔接，即在技术上是连接的。
在具体的产业组织上，往往要求全程全网联合作业和统一兼容性。
虽然从理论上讲可以将不同阶段的作业交由不同的企业分别去完成，但垂直一体化的产业组织往往具
有更大的经济效益性，可以保证产供销的协调，节约市场交易费用，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给企业带来损
失。
（4）有大量的沉没资本。
由于资产的专用性，资本一旦投入自然垄断产业领域，就很难收回，也很难改为其他用途。
如果多家企业之间进行自由竞争，结果要么是几败俱伤，要么是兼并联合。
（5）普遍服务性。
大多数自然垄断产业的“产品”是公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需要保证所提供服务的稳定性、质量的可
靠性和可信赖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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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反垄断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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