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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经济法学固有的课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法律问题始终是学者关注的焦点。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法治在我国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政府要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立足于自由、公平的竞争而管理市场和经济，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
家所不可或缺的，也意味着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飞跃，即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从直接的管理、
调控为主，转到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为重要手段的间接调控上来。
　　肖竹博士的这本专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完成，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对政府调控、
监管市场的两种基本方式——“竞争政策”与“政府规制”的一次深入探讨。
在本书界定的内涵框架下，作为政府管理市场的两种手段，政府的“规制”与实施“竞争政策”有其
各自的理论基础和特点。
作者对二者的关系特别是差异性提出了一个比较的思路，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应当如何选择这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是直接的、控制性的“规制”，还是间接、诱导和影响性
的“竞争政策”，实质上反映了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差异，也必然会对市场和竞争产生不同的效果。
　　而在纵向层面，本书将“政府规制”与“竞争政策”的关系置于“规制革新”的大背景中进行考
察。
在历史的背景和沿革中，二者又并非泾渭分明，而表现出既冲突又互补，在相互协调中日益趋同。
这既是二者关系的外在表现，也深刻地反映了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竞争理念对政府管理经济行为不
断渗透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竞争政策和政府规制无疑要共存共融，但由于二者差异的内在性和必然性，如何在制度上构建二
者的协调机制成为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着力解决的问题。
本书主要探讨了这种协调机制在竞争法上的制度构建及适用，包括对受规制产业的竞争法适用除外及
相关行为的豁免制度，政府规制机关与竞争执法机关的管辖权划分、行政协调，以及对政府规制行为
的竞争法适用等。
在探讨中，本书既注重理论的发掘和探讨，也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而细致
地构建了相关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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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竞争政策和政府规制无疑要共存共融，但由于二者差异的内在性和必然性，如何在制度上构建二者的
协调机制成为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着力解决的问题。
本书主要探讨了这种协调机制在竞争法上的制度构建及适用，包括对受规制产业的竞争法适用除外及
相关行为的豁免制度，政府规制机关与竞争执法机关的管辖权划分、行政协调，以及对政府规制行为
的竞争法适用等。
在探讨中，本书既注重理论的发掘和探讨，也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而细致
地构建了相关协调机制。
　　　　本书对竞争政策与政府规制协调机制的探讨，特别是相关竞争法制度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开拓
性和前瞻性。
因此，笔者对此问题理论框架的搭建、论述的展开以及结论的获得难免会有所缺失和片面，但无论如
何，笔者是以一种认真和务实的态度来进行写作的，并也希望文中的一些观点及制度建议能为人认可
并最终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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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府规制基本理论分析——内涵、分类及相关概念的比较　　三、政府规制的理由　　
在西方政府规制理论发展的传统阶段，政府为什么规制是其理论关注的传统命题，其中，公共利益规
制理论和利益集团规制理论从各自的角度对该问题做出了回答。
结合西方规制理论，笔者尝试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以及社会层面三个方面来探讨政府规制的理由。
　　（一）经济层面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经常选择性地介入一些产业，以限制定价、合并等企业行
为甚至改变产业结构，以达到规制该产业的结果。
在经济学上，认为政府需要对产业采取某些规制措施的理由是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
市场失灵现象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了前提条件，规制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重要方式。
自然垄断、外部性和信息偏在（内部性）是引起政府规制的主要原因。
①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规制领域一直居正统地位的公共利益规制理论，则在上述逻辑基础上进
一步论证了政府规制的合理性，该理论隐含着三个基本假设：②第一，市场自行运转脆弱，易发生无
效率或不公平。
第二，政府规制是应社会或公众对效率和公平的要求做出的无成本、有效的反应。
第三，政府是慈善的、无所不能的和无所不知的，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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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竞争政策与政府规制：关系、协调及竞争法的制度构建》法律知识：精心选择立法机关审定的
法律法规权威文本，建立图表速查的快速通道。
　　法律解释：由法律专家对法律条文中出现的专业疑难术语、重点法条予以权威解释。
　　法律应用：选取与主法条直接关联的法律适用解释性批复与答复作为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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