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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对网络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以确立全书的研究范围。
在分析相关学者对网络经济的定义之后，作者指出网络经济是具有网络经济效应等网络经济学特征的
网络产业。
以此为基础，作者进一步对网络经济的一般性经济学特征进行了简要评述，并对其中存在争议与容易
混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网络外部性、网络效应、网络经济效应等等，指出了这些特征带来的新的
反垄断问题。
作者进一步发现网络经济的产业组织特征，不论是理论模型，还是其市场结构以及企业的竞争策略等
，都表明企业行为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既可能朝着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向发展，也可能降低经
济效率，由此带来了反垄断法干预难题。
在回顾了相关观点后，作者指出了解决该难题的方法。
    在研究了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基本理论问题之后，作者又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具体制度
，包括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之禁止、对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合并控制三大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的重点在于辨别网络经济中的限制竞争行为与传统经济中的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与实质究竟有何
不同，进而找到有效的规制方法。
作者首先分析了静态网络市场中的网络效应、用户安装基础、转移成本、网络型产品的兼容性与差异
性、网络经济的动态特征、网络经济中新的交易形态等因素对网络经济中相关市场界定的影响，然后
指出界定网络经济中的市场优势地位主要应该考虑网络经济效应、对关键设施拥有知识产权与标准这
三个因素，市场份额等因素则居于次要地位。
以此为基础，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搭售、拒绝交易、价格歧视、掠夺性定价、标准的滥用这些网络经济
中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及其反垄断法规制，分析了电子商务中的信息共享协议与买方联合限制竞争
、B2B合资企业、联合利用网络限制竞争与联合制定标准这些限制竞争协议及其反垄断法规制，并分
析了网络经济对合并控制理论的挑战与典型网络产业中的具体合并控制案例。
    本书最后讨论了中国反垄断立法如何因应网络经济，指出我国网络经济中的反垄断法规制形势不容
乐观，除了传统网络部门中的反垄断问题，国外企业利用其网络优势限制竞争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新
兴网络产业中的反垄断问题又被忽视，以上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国民
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现有反垄断立法缺乏体系，难以适用于网络经济。
作者结合本书前面各章节的有关内容与《反垄断法(修改稿)》中的相关规定，分析了我国反垄断立法
应该在规制网络经济方面如何完善，给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具体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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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3：有研究表明在B2C市场中，即使是同质产品，其价格的分散程度要比传统市场要高。
如果考虑到电子商务能够降低搜索与比较成本，这一点显得有些反常。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电子商务市场中的价格分散，这是否表明缺少竞争？
如果是，竞争执法机构应该如何应对？
　　德国学者认为造成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搜索成本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低，因为：首先，搜索引
擎与在线指南并不那么完美。
寻找价格信息并且进行比较也要花费很多时间。
其次，人类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有限。
例如，即使在互联网上能够更容易获得丰富的信息，但是还需在这些信息中进行筛选。
第三，即使通过开发出完美的软件能够解决上面两个问题，网上的电子商店也会设法避免其价格被拿
来与其他商店进行比较。
比如某些网上商店会公布价格信息而隐藏某些品质与性能信息。
　　造成以上现象的另外一个原因，德国学者认为是电子商务中更容易实施价格歧视。
因为电子商务中往往是一对一进行交易，同时消费者的个人偏好很容易为商家获取，商家就能对那些
支付意愿高的消费收取较高的价格。
而澳大利亚学者认为这是造成电子商务中价格分散的主要原因。
　　问题4：为什么在B2C交易中知名品牌或普通产品都有可能是知名品牌更好或者较差的替代品？
为什么B2C卖主比传统渠道有更强或更弱的讨价还价能力？
　　德国学者认为因为电子商务中商家没有一个稳定的本地客户，因此他们必须要让自己能够被发现
，也就是必须建立自己的品牌，或者将现实世界中的知名品牌移植到网络空间中来。
因此，网络空间中同样需要品牌效应。
此外，在电子商务中能够产生网络外部性，网络外部性能够让电子商务中的商家更容易留住在线获得
的消费者，从而给商家以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
而澳大利亚学者的认识与德国学者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在电子商务中，有些时候知名品牌具有优势，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不知名品牌具有价格上的优势。
而在B2C交易中商家的讨价还价能力是否更强取决于消费者对B2C网站的接受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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