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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
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工具。
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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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经济，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但是以赢利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的
一些经营者会利用自由竞争的原则反过来限制竞争、消除竞争，甚至会有一些经营者看到其他经营者
有竞争优势而自身不具备时，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窃取别人的竞争优势来牟利，从而破坏市场经济
的公平竞争秩序。
当现实生活中仿冒名牌或虚假宣传随处可见的时候，当各种各样的价格同盟不仅可以达成，而且能堂
而皇之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原来的竞争对手不再进行价格竞争的时候，必然促使我们反思：如果
没有公平的竞争，如果没有自由的竞争，如果竞争可以非常轻易地被竞争对手通过协议的方式所限制
和消除，那么市场经济将如何发展？
所有关于竞争的思考会告诉经营者，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维护竞争秩序是非常必要的，而且
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竞争秩序更是不可或缺的。
竞争法就是一部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激励经营者提高效率，最终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整体利
益的法律。
    竞争法在对竞争关系和竞争管理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始终以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
最大化为目标。
竞争法在授权竞争执法机关对反竞争的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时，也应当牢牢把握住这个目标与方向。
因此，在理解竞争法时，尤其是理解反垄断法的各项制度时，在确定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界限时，
要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保护消费者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为最高标准。
    竞争法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本书将以反垄断法传统的三大制度（即垄断协议行为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经营者集中
行为规制）和行政性垄断行为规制展开，大家在学习时要注意把握反垄断法的精神实质，因为当经济
条件、经济背景、经济政策和国际大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时，竞争执法机关在适用反垄断法时为了实现
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也要因时因地作出具体的判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只有一个答案。
我国1993年出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从内容的角度讲是一部综合性的竞争法律，除了对传统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范以外，还规制了部分的限制竞争行为，目前该法也正在修订之中。
我们在撰写反不正当竞争法这部分内容时，把几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市场混同行为、引人误
解或虚假宣传行为、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商业贿赂行为、商业诋毁行为和不正
当多层次直销行为）作为重点进行阐述，同时本书还通过背景资料和典型案例等助读材料，帮助大家
理解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出现的难点。
    在学习竞争法的过程中，大家应要领悟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具有经济学的背景知识对于理解竞争
法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大家在学习竞争法的同时能够抽出一些时间来研读一些典型的经济学著作，一定会大有裨益。
第二，竞争法是与大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充满活力的经济法。
当我们漫步街头时，进入我们视线的一些商品宣传是否属于引人误解或虚假的宣传呢？
当我们浏览各种报刊时，我们也许会产生这样的思考：所报道的某些企业并购行为是反垄断法要规制
的行为吗？
每每遇到这些疑问，都会促使我们去了解和研究竞争法。
竞争法与经济生活，特别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第三，竞争法理论博大精深。
我们在掌握了竞争法的基本知识后，要想准确地适用竞争法尤其是反垄断法，还需要对产业政策、相
关市场、行业结构、国际大市场等进行资料搜索与问题思考，更需要有坚实的经济法、民法、知识产
权法、商法、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因此，要学习与研究好竞争法必然要求我们更多地掌握这些相关理论知识。
第四，竞争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充满挑战的应用法学。
在我国竞争法学领域里，还存在着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和广袤的发展空间等待我们去探究。
例如在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中，执法和司法活动涉及的统一适用于各行业、领域的法定标准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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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行业、领域的特殊情形的适用问题；还有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尚未规定的层出不穷的新型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和处理问题，也需要竞争法理论研究作出科学回答，因此，研究竞争法大有可为
，学习竞争法充满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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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新兴市场规制理论19世纪80年代前的市场规制实践表明：市场规制与市场失灵并没有太强的相
关性（这与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相冲突）；市场规制也并不是一味地偏袒被规制者（这与市场规
制俘虏理论相冲突）。
因此，有必要形成一种能够解释过去和当前实践的理论，新兴市场规制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新兴市场规制理论主要包括寻租理论、政治企业家职能理论等。
1．寻租理论从广义而言，寻租活动是指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
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
狭义的寻租活动，亦即现代社会中最多见的非生产性的追求利益行为，是指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阻
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
寻租理论是俘虏理论的延伸，其与俘虏理论不同之处是对规制者被俘虏的过程进行深入的经济分析和
研究。
寻租理论通过讨论创租、抽租、护租和卖租，分析了规制机构面临的政治成本，并从公共选择的角度
对规制过程中的官僚角色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该理论认为：规制机构利用规制手段保持规制企业垄断地位的目的在于设立起规制租金，从而在企业
争夺规制租金过程中获得不同形式的回报；市场规制为规制机构创造了寻租的场所，使其成为创造租
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由于寻租活动会带来社会成本，所以市场规制的社会成本还应包括垄断带来的
社会成本和寻租带来的社会成本。
由此，寻租理论否认了公共利益的规范性假设。
这种理论的不足在于过度剖析了市场规制的弊病，而忽视了市场规制所带来的种种优点。
2．政治企业家职能理论与寻租理论相反，政治企业家职能理论肯定政治家在市场规制中的作用和效
率。
该理论认为，市场规制是政治家的基本职责，这种职责与企业在经济领域一样。
政治家的作用是将公民组织起来，让公民参加到政治体系中来；他们与选民交流，同时接受大众媒体
的自由的宣传；假如政治家们能够以有吸引力的和容易被人理解的方式传达信息，使选民确信目前的
规制政策低效而需要改革，他们将成功地得到更多的政治支持者，从而进行规制政策改革。
政治企业家职能理论运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多数制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认为一系列多数制选举实际上
能够产生任何技术上适宜的政策。
无论现存的政策是什么，多数制选举能够支持任何其他的政策。
与寻租理论相反，政治企业家职能理论把规制者假设得过于完美，使其只能解释“好”的规制，而不
能解释“坏”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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