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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实施后，我国的反垄断案件总是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无论是反垄断行政执法案件，还是反垄断司法案件，相关当事人对于所涉具体问题的理解都相去甚远
。
如果对这些“相左”的意见加以罗列，就会变成一片“丛林”。
假如反垄断法的实施是一片“丛林”，那么引领反垄断法走出“丛林”的出路就在于一个国家须要拥
有一流的反垄断司法制度。

蒋岩波等编著的《反垄断司法制度》是反垄断司法的专著。
概括了各国反垄断司法运作的原理，梳理了反垄断司法制度建设的经验；从比较法入手，运用实证分
析的方法，阐释了反垄断司法发达程度对反垄断法实施绩效的决定作用；提出我国实行反垄断司法制
度改革的紧迫性。

《反垄断司法制度》按照我国反垄断案件的审判机制、反垄断诉讼的管辖、当事人资格、法律责任及
各类诉讼的衔接等问题谋篇布局，提出了我国反垄断司法制度建设的初步方案，对反垄断司法人员及
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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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纯行政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法院”模式 这是传统的司法审查模式，以
三权分立理论为基础，由法院对纯行政性的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的决定予以审查。
行使审查权的法院可以是符合法定条件的任何法院，也可以是少数几个法院，或者是一个特定的法院
，甚至是专门设立的一个反垄断法庭，但其共同点是必须是由法官组成的纯粹意义上的司法机关。
采取这种模式的国家包括：法国、土耳其、韩国、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1）法国。
法国在其《商法典》第四篇关于定价自由和竞争部分，明确规定，对竞争委员会作出决定不服的，案
件当事人或者政府官员在该决定公布之日起10日内向巴黎上诉法院上诉，请求司法审查或者撤销决定
。
（2）土耳其。
根据土耳其1994年《保护竞争法》第55条规定：“竞争委员会作出的最后决定，临时措施和罚款决定
及定期罚款决定，在通知当事人后的指定期间内必须提交给最高行政法院接受司法审查。
若期间内当事人未向司法机构提起诉讼，则该决定应成为最终的决定。
”（3）韩国。
韩国《规制垄断与公平交易法》第54条规定：“对本法规定的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处理提起不服之诉的
，应当自接到处分通知之日或者收到关于异议申请的裁决书的正本之日起30日内提起”，而该法第55
条还进一步指出了此类案件由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所在地的首尔高等法院专属管辖。
（4）津巴布韦。
在津巴布韦，《竞争法》第40条规定，因工业贸易竞争委员会的决定而其权利受到损害的任何人，
在1979年《行政法院法》中所规定的时间内，可向行政法院提出上诉。
 （二）“纯行政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裁判所→法院”模式 鉴于反垄断法案件的专业性特点，为了
解决法院审查能力不足的问题，一些国家（地区）在竞争主管机构与法院之间设立了一个过滤性质的
初审机构——具有准司法性的裁判所。
裁判所与法院一样具有裁判功能，并且在裁判程序上也采用类似法庭诉讼的程序，但在人员组成上，
通常包含具有专业专长的非法律成员（通常是在商业、经济学、统计学等方面具有专长的人士），而
不全是法官。
裁判所依审查程序所作的决定，一般只有法律问题才可以上诉到法院（通常是较高级别的上诉法院）
，或者（根据各法域的制度不同）就事实问题只有经过许可才可以提起上诉。
它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确保行政机关对于法律的解释、对于事实的评估、对于法律适用于事实的过程
以及行事方式等，均能受到有效的审查和控制。
例如，加拿大对于《竞争法》第七章规定的欺诈销售行为和第八章规定的法庭应当审查的事项，竞争
专员不能直接作出决定，而应该请求竞争裁判所给予禁令救济；裁判所作出的决定可以上诉到联邦上
诉法院，但是事实问题需要事先获得联邦上诉法院的许可。
南非和英国也采用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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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垄断司法制度》按照我国反垄断案件的审判机制、反垄断诉讼的管辖、当事人资格、法律责任及
各类诉讼的衔接等问题谋篇布局，提出了我国反垄断司法制度建设的初步方案，对反垄断司法人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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