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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武汉大学国际法博士文库》终于面世了!这是令人高兴和值得庆贺的事情。
作为推动《文库》编辑出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本人有责任也很乐意将我们做这项工作的缘由和初衷
告诉读者。
2000年，经过严格的评审，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
随后经过三年的建设，基地又于2004年顺利通过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合格评估。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深感任重而道远，自然不须扬鞭自奋
蹄，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法教学和研究向前发展，勤勉地做了或者正在做一些有
益的事情，其中一项举措就是编辑出版《武汉大学国际法博士文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己培养的国际法专业博士逐年增多。
仔细看看他们撰写的博士论文，我们不难发现，博士研究生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法研究的生力军，他们
以博士论文表现出来的许多研究成果或者填补了我国国际法研究的空白，或者开拓了我国国际法研究
的新领域，有的甚至还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我国国际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因此，我们感到责无旁贷，有必要精选部分优秀国际法博士论文，以文库的形式编辑之，出版之。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编辑出版《文库》的缘由。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编辑出版《文库》决不是短期行为，更不是当下时常见到的应景之作，我们是要
把《文库》当着法律文化工程和长期经营的品牌来建设的。
我们相信，随着《文库》收录的一本本博士论文问世，它们一定会对提升我国国际法研究的学术水平
，推进我国国际法学界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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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法》由彭兴华编写。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作者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并以此为视角，以国际竞争法为出发点，分别从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的
相互关系及影响，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对贸易自由化的作用及反作用，我国判定竞争法应注意的几个
问题等方面对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法做了细致深入地探讨，并对我国制定反垄断法提出了富
有建设性的意见。
极具前瞻性，适合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相关教师及研究人员、从业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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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一般性问题一、对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理解二、经济理论与
竞争政策三、竞争政策目标第二节 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一、贸易自由化的演进
二、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第二章 贸易政策对竞争的影响第一节 边境措施一、关税二、数量限
制第二节 国内管制措施一、贸易的技术壁垒二、政府补贴三、国营企业四、政府采购第三节 贸易救
济措施一、保障措施二、反倾销措施三、反补贴措施第四节 关于规制贸易措施的WTO多变纪律之不
足第三章 竞争政策对贸易的影响第一节 竞争政策对贸易的整体影响第二节 横向限制协议一、固定价
格、限制产量、划分市场二、联合抵制三、出口卡特尔四、紧扣卡特尔第三节 纵向限制协议一、转售
价格维持二、独家交易第四节 滥用支配地位一、拒绝交易二、搭售三、掠夺定价第五节 企业合并一
、水平合并二、垂直合并三、混合合并第六节 国内竞争法规制反竞争行为之不足第四章 竞争政策和
竞争法对跨国反竞争行为的规制第一节 国内竞争法的域外适用一、美国反垄断法及其域外适用二、欧
盟竞争法及其域外适用三、小结第二节 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双边层面、区域层面和多变层面一、双边
协议二、区域协议三、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多变层面第三节 竞争政策和竞争法对跨国反竞争行为之不
足第五章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建构竞争法的必要性一、发展中国家建构竞争法的必
要性二、反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竞争法的集中观点的评析第二节 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关注特殊和差别待
遇规定一、GATT\WTO体制中关于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规定二、现行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缺陷三、轨迹竞
争法中对特殊和差别待遇的采用第六章 国际竞争立法第一节 主要国家对制定国际竞争法的态度一、
欧盟的立场二、美国的立场三、其他国家的立场四、中国的立场第二节 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方案一
、1993年慕尼黑《国际反垄断法法典草案》二、1995年欧盟“新贸易秩序中的竞争政策——加强国际
合作及规范”三、1998年中国香港提出“WTO方式”第三节 WTO竞争政策的发展现状第四节 国际竞
争立法的可行途径第五节 多边竞争协议主要内容的构想一、多边竞争协议的核心原则二、多边竞争协
议对贸易措施的规则三、多边竞争协议对反竞争行为的规制四、多边竞争协议关于自愿合作的条款五
、多边竞争协议对特殊和差别对待的适用第七章 中国的对策第一节 中国竞争法的现状第二节 中国的
对策一、切实执行并继续完善《反垄断法》二、保持其他经济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一致三、积极参
与WTO竞争政策多边协议的探讨和制定四、培育竞争文化参考文献后记英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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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出口卡特尔出口卡特尔是指出口企业之间对某个国家的出口商定出口产品价格、数量、质量或划
分销售市场等。
这里需注意的是，并非出口企业所有的合作性安排都属于出口卡特尔，只有那些试图通过类似卡特尔
的行为来限制竞争的合作性安排才是出口卡特尔。
因此，判断一项安排是否出口卡特尔需要考虑其结构、目的和该安排所产生的效果。
[2]竞争企业之间的出口卡特尔对国家的出口有益。
例如，由于高额的交易成本和专门技术的欠缺，个别企业不能向外国市场扩展其业务。
竞争企业之间的出口安排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规模经济、向外国市场渗透的专门技术、促销协助和销
售渠道。
许多政府将它们的出口安排视为促进出口的有力工具，因为它们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促进和扩展贸易机
会的手段，特别是在国内企业面临其他国家的进口限制措施时。
因此，除某些限制之外，竞争企业之间的出口贸易安排一般为政府所批准。
另外，政府批准某些出口卡特尔还可能是为了回应进口国限制其出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卡
特尔类似于自愿出口限制或有秩序的销售安排。
比如，日本就将批准某些出口卡特尔作为限制出口的手段，从而达到管制贸易的目的。
出口卡特尔是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中最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
从贸易角度而言，出口卡特尔往往是一国促进其对外贸易的有效手段，但出口卡特尔通过划分市场、
固定价格、限制产量等行为，也可能产生扭曲国际贸易的效果。
从竞争角度而言，出口卡特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外国市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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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在读博士研究生第一年选定论文题目时，就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此后几年中真正付出的心血却远远
超出了想象。
在国内尚未有系统研究的情况下，挑战wTO的前沿问题，显然是有难度的。
多少个夜晚辗转反侧，无数次提笔凝思，都是为了不辜负在珞珈山下所度过的整整十年。
但是。
对于博士论文，心中是有遗憾的。
为了做好这篇论文，需要对贸易和竞争的经济分析与法律制度两个方面都有深层次的把握，然而由于
时间的有限和理论上的不足，当时还不能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只有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完善。
幸运的是，毕业时我拿到了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知识产权、竞争法及税法研究所的奖学金，使我有机
会去德国做访问学者，了解和研究各国竞争法和国际竞争法的最新发展。
回国后，经整理和修改，终于完成了本书。
可以说，出版本书，是我的夙愿。
深深地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余劲松老师。
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指导我的学业，并以正直、睿智的风格教我为人处事。
本书从选题、篇章结构到具体观点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点，仅仅是本书的提纲，就在他的指导下修改
了多次。
以前少不更事，曾窃以为他对我的要求未免过于严格，后来经历世事，才体会到老师对学生的一片苦
心。
师恩如海，终生铭记。
师母邵沙平老师对我的学习和生活也给予了无私的关怀和照顾，在此唯有表以深深的谢意。
真诚地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左海聪老师。
自读硕士研究生以来，他始终关心我的成长，正是这种关心和扶助，使我无时不感到温暖，并有勇气
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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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法》：武汉大学国际法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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