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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核心卡特尔”一词，源于经合组织1998年《关于打击核心卡特尔的有效行动建议》（以下简称《建
议》）， 根据该《建议》，核心卡特尔是指竞争者之间达成的反竞争协议、协同行为或安排，包括固
定价格、串通投标、限制产量、制定配额，通过划分消费者、供应商、地域或商业渠道等方式分享或
分割市场。
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源于国际社会为打击国际卡特尔而加强相关国内法制并展开国际合作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起，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卡特尔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 为了获得巨额垄断利润
，卡特尔不再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共谋，不仅对各国相关产业和消费者造成
巨大损害，还严重破坏了国际竞争秩序和国际贸易。
　对国际卡特尔的有效规制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涉案国国内竞争法的有效规制；另一方面
是涉案国在相关领域的有效合作，两者缺一不可。
虽然国际卡特尔具有跨国因素，但无论是主体、行为还是产生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涉及到具体的某个
国家，因此必然应由受到影响的国家首先对其予以国内法上的管制。
但如果各相关国家在国内法规制方面差别过大、效果悬殊，那么不仅无法有效打击国际卡特尔，国际
合作的基本条件和前提也很难具备，因此各国国内法规制的整体水平提高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正因为跨国因素的存在，无论是违法行为的揭露、调查，还是其后案件的审理和处罚，必然涉
及诸多涉外信息、证据和实施措施，如果没有相关的国际合作，案件的侦破和审理就会困难重重，在
相当程度上影响国内法规制的有效性，因此很多国家迫切希望展开国际合作。
无论是整体加强各国的国内法制，还是展开有效的国际合作，对规制对象的统一认识是必不可少的。
在经合组织提出“核心卡特尔”这一概念之前，虽然各发达国家竞争法一直将卡特尔作为规制的重要
内容，但对于卡特尔的内涵和外延、认定标准、适用除外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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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学研究也呈现出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各种学术观点和派别不断涌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当代法律科学文库》酝酿已久。
我们编辑出版该文库的宗旨，就是要为法学研究者和工作者提供交流平台，为现实中的法制实践提供
理论依据。
　　《当代法律科学文库》的选题是开放性的。
不管是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法制课题，还是只选取部门法学基础理论视角，或切入法制热
点难点问题，只要对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有新观察、新分析和新思考，我们愿意为作者搭建出版平台
，让这些研究成果呈现给学界、呈现给世人、呈现给社会。
我们坚信，这些优秀成果一定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一定会对我国的法制建设起到推动和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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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美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师，法学博士，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国巴黎第一大
学法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反垄断法、国际经济法，曾在《法学家》、《法商研究》、《政法论坛》
等学术期刊发表《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1款对母子公司行为的法律适用》、《论核心卡特尔参与者申请
宽大的时间条件》等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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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信息交换的主要障碍对竞争机构而言，能够顺畅、有效地分享和交换所有类型的信息无疑是理想
的合作状态，不过，事实上各类信息的交换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和阻滞因素。
这些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机密信息”界定存在差异性和模糊性根据各国国内法，
除公共信息外，核心卡特尔案件中涉及的信息均可能具有一定的“机密性”，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对
案件中的某些信息必须承担保密义务。
但是各国对“机密信息”的界定差异很大，对于同一信息，在某些国家之间可以交换，而有些国家之
间却不能交换；有的国家对“机密信息”没有明确界定，竞争机构与涉案当事方之间常常对“机密信
息”无法达成共识，甚至将其交由法院裁决，导致相关程序复杂而冗长；也有的国家对机密信息界定
过宽，几乎无法与其他国家交换有价值信息。
以美国和欧共体的相关合作为例，欧共体将机密信息分为机密的商业信息和机密的机构信息。
机密的商业信息是指在调查过程中获得的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机密信息，除非相关公司明确允许，否
则不能透露给美国；机密的机构信息则是指调查本身的信息，包括程序方面的内容，这类信息可以提
供给美国。
与欧共体不同，美国对机密信息没有这样的区分，除了关于行政或司法行动、程序方面的信息外，在
没有相关企业的同意下禁止透露任何信息。
因此，在欧共体和美国之间的相关调查合作中，对等的信息交换往往需要借助于案件当事方对信息保
密权利的放弃。
机密信息界定上的模糊性和差异性不仅阻碍该类信息的分享，还使竞争机构无法明确“非机密信息”
的范围，从而形成“为保护机密信息而避免交换任何信息”的消极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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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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