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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注重不同学科视角之间的交融和比较。
首先，本书主题是价格歧视的反垄断法规制，但书中所论、所述并不限于反垄断法的文本和实践框架
，作者还分析了行业管制(或产业规制、产业政策)、消费者权益保护视角下价格歧视的合法性判断及
其规制途径问题，并对不同的规制模式进行了比较，揭示和明确了不同规制之间的关系，把价格歧视
的反垄断法规制的分析和论证建立在一个更加宽广的法律背景之上，如此更能清楚揭示价格歧视的反
垄断法规制的特殊性。
其次，除了经济法视角之外，本书的论述还涉及宪法与行政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
反垄断法或竞争法被称为“经济宪法”，这不仅仅是一种形象比喻，而且还反映了反垄断法某种程度
上所具有的宪法特质。
比如在论述美国反价格歧视法的时候，确实还需要考虑美国联邦反垄断职权的宪法根据，即美国宪法
上的“州际贸易条款”，这直接影响到美国法上价格歧视的违法要件构成与认定。
欧盟反价格歧视法也始终逃脱不了“统一大市场”这一宪法性目标的制约。
在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配置，也无疑可以视为是一个宪法和行政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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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价格歧视进入经济学的视野，时间并不长。
价格歧视是企业可以运用的一种“价格策略”。
“歧视性”，必然意味着企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价格。
因此，价格歧视与某种“垄断力量”具有内在联系。
只有当这种事实上的“决定”能力在经济现实生活中展现出来，并且其重要性足以让经济学家不得不
顾及这一事实，否则经济学分析会产生逻辑上的矛盾，如此，价格歧视才会进入经济学的视野。
　　19世纪70年代，伴随着对垄断的关注，价格歧视进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然而，在最开始的阶段，“理论家对经济行为的一般性描述被以下假定大大简化了，他们假定，所有
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在可以感觉到的范围内，都不受个别家庭或个别厂家影响，因而在价格理论
内可以看做是给定的。
”这样，垄断现象被当做“例外”的情形，企业可能采取的“价格策略”及其影响，被简单地排除了
。
直到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财富与福利》一书中对这类问题的陈述，“表明了该时期的经
济学家对价格差别这一问题的理解程度”。
庇古将“歧视性垄断”，与“垄断性竞争”、“纯粹垄断”并列，分析了这种特殊情形存在的条件、
主要类型以及对经济福利的影响。
在当时，庇古的著作不仅较完整地论述了价格歧视的有关问题，而且也为后来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基本
的分析框架。
庇古所讨论的“歧视”性做法实际上就是价格歧视。
　　二、实证性描述与规范性评价：给“价格歧视”下定义遭遇的难题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
虽然是开创性的研究，但是，庇古并未给价格歧视下一明确的定义，这一工作留给后来的经济学家们
。
给“价格歧视”下定义的时候，不仅因为“歧视”这一用语本身可能引起的误解，还因为实证经济学
和规范经济学较为严格的分野，经济学家面临不少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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