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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有三编十二章：第一编“反垄断法总论”，共五章，论述了反垄断法与经济学的关系，反垄断
法的产生和发展、特点和地位、宗旨与价值及其效力；第二编“垄断行为”，共四章，分别介绍了垄
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第三编“反垄断法的实施”，共三章，阐述了
实施体制和适用原则、实施方式、国际合作。
本书运用了经济学理论和法学理论，结合相关背景，以及主要国家反垄断法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情况，
对反垄断法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体系合理，逻辑清晰，内容翔实且较为深刻，知识丰富，不失
为一本有利于全面掌握和理解反垄断法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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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经济法研究所副所长。
兼任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市经济法学会理事。

出版独著《竞争法学原理》、《横向价格卡特尔法律规制研究》、《竞争法》；合著《知识产权法》
、《经济法总论》；主编教材(辅)《经济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案例评析》、《反垄断法案例评析
》等，参与撰写法学著作20余部，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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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因此，新自由主义之于弗莱堡学派，哈耶克之于欧肯的理论，都承认秩序之于自然界和人
类的重要性；需要一种维持秩序的机制。
但在维持秩序的方法上，两人（派）分道扬镳了：哈耶克走上了“自然之路”，欧肯转向“社会之路
”。
 哈耶克的自然之路建立在心灵自由基础上。
哈耶克并未界定过什么是他所理解的竞争，他的有关竞争的作用和功能建立在初始市场经济的家族成
员——自由的基础上，即“一个人不受别人意志的任意强制的状态”。
自然，竞争就是他所认为的自由的人的行为及其结果，自由竞争便是一个包括工具在内的结果状态。
这和他研究问题采取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
哈耶克对差别待遇和卡特尔的态度都建立在自治这个工具之上。
“毋庸置疑，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会就应予适用的标准和类似问题达成各种谅解或协议，只要人们没有
就特定情势中的其他条件达成明确的协议，那么他们就标准问题达成的协议或谅解就应当得到适用。
此外，只要人们是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遵守这类协议，而且任何其他人都不得对那些认为退出这类协
议对自己有益的人施加压力，那么这一的协议或谅解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或者说，任何对这类协议或谅解予以彻底禁止的做法都是极具危害的。
”哈耶克认为，垄断有两种类型，并应对其采取不同的态度。
一种垄断是市场合理结构的表现，这种合理结构会走向平衡。
由于他将竞争视作一种发现的过程，高额垄断利润很容易被竞争者发现，并使得进入市场富有吸引力
。
因此，在他看来，潜在的竞争者发现并迅速进入市场本身就排除了垄断定价，真正的长久保持垄断地
位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而短期的垄断不应该受限制，如同创新性企业将其任何一个新产品销售到市场，其本身就是一定时间
内的垄断者。
这种意义上的市场结构代表了市场绩效。
真正需要加以限制的垄断，是另一种垄断——在原来优越地位消失之后保护和维持其地位的垄断，即
自然垄断。
它使得潜在的竞争者无法进入市场。
显然，这里的竞争秩序靠竞争者和潜在的竞争者调节即可显现，他将国家介入经济的最基本方式也排
除了。
总之，这种自生自发的秩序相对于国家而言，就是排除国家调节、国家参与。
 弗莱堡学派构建的秩序自由主义有着与新自由主义相同的思想渊源，即接受古典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出
发点：竞争是良好经济所必需的；必须由私人而不是政府决策引导资源流动。
但在目标和方法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他们不但要求分散政治权力，也要求分散经济权力。
后一个目标是个人无能为力的，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
政府的经济政策分为秩序政策和过程政策。
所谓过程政策，是指在既定的或者很少变化的秩序框架和国民经济结构下，所有那些针对经济运行过
程本身所采取的、并能影响价格一数量关系变化的各种国家干预调节措施的总和，包括货币政策、财
政政策、收入政策等。
秩序政策的地位要高于过程政策，过程政策是为秩序政策服务的。
所谓秩序政策，指国家确定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和社会总体条件，以便使一个有运作能力和符
合人类尊严的经济体制得到发展。
国家必须为竞争秩序确定一个框架，并不断保护这个框架。
在保证自由进入市场和防止垄断行为的条件下，市场过程的参与者可以自主作出决策。
同时，市场把各个市场参与者的计划协调成一个国民经济的整体过程。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垄断法>>

这种秩序政策也被国内学者概括为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即所有那些为经济运行过程创造和保持长期有
效的秩序框架、行为规则和权限的有关经济法律和措施手段的总和。
秩序自由主义者在欧洲的影响十分广大，不仅仅对经济理论，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政策对经济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
它确定了竞争法在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确立了竞争秩序是一种国家构建秩序的理念。
 毫无疑问，制订竞争法就是在实现国家构建秩序，它强制地限制某些自由来实现更广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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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垄断法》可以为理解、掌握和运用反垄断法制度提供指导，为反垄断法的教学和有关考试提供基
础资料，为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拓展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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