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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零售业发生了巨大变革，大型零售店的普遍兴起以及零售业市场集中度
的显著提高，都表明零售商的垄断势力正在日趋增强。
当零售商拥有垄断势力后，他们凭借其在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向生产商实施各种纵向控制手段，如
收取通道费、要求生产商签订独家交易契约、开发自有品牌产品进入生产领域等。
这些策略行为的实施导致供销之间矛盾四起，同时也引起了政府的广泛关注，但至今尚未有行之有效
的相关政策出台。
　　面对供销矛盾的现实，产业组织理论所关注的是零售商垄断势力下的纵向关系问题。
这些问题具体包括：零售商凭借其垄断势力对生产商实施的纵向控制策略有哪些？
这些纵向控制策略是出于怎样的私人激励？
从社会激励的角度来看，零售商垄断势力的增强以及所实施的各种纵向控制策略，对于生产商、零售
商和消费者的福利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此基础上，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己任的政府部门，又该对零售业和相应的纵向控制行为制定怎样的
竞争政策？
　　虽然纵向关系作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个前沿领域，已积累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针对零售商
实施的纵向控制也是西方国家反垄断司法实践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是现有的理论研究仍与社会现实
存在较大的差距。
大多数关于纵向问题的研究仍沿用经典的微观经济学中的假设，即假设生产商具有垄断势力而零售商
是完全竞争的。
少有的关于零售商垄断势力的研究也较为单一和片面，尚没有对此问题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为此，本书针对零售商垄断势力增强的现实，在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下，从产业链的角度剖析零
售商与生产商之间的纵向关系，并提出相应的竞争政策，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首先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零售商具有垄断势力的现实。
由于零售业具有显著的区域性，且零售业各种业态之间具有分工互补性，因此对于零售业市场集中度
的衡量，要将区域市场和零售业态这两个因素考虑进来。
本书利用1998-2005年上海市主要超市企业的基本数据，对上海市的超市企业市场集中度进行了实证考
察，结果发现我国零售业呈现出区域寡头垄断的态势。
在此前提下，本书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基于产业链的“SCP-R”（纵向市场结构一纵向控制策略行
为一产业链市场绩效一规制政策）经济分析框架，并从零售商具有垄断势力的角度对分析框架的各个
要素进行阐述，从而为全书的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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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零售垄断与竞争政策”的专著，全书针对零售商垄断势力增强的现实，在一个系统
的分析框架下，从产业链的角度剖析零售商与生产商之间的纵向关系，并提出相应的竞争政策，具有
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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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  论　　1.1  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零售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大规
模的连锁店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兴起，从而导致了零售商规模的膨胀和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显著提高
。
英国、德国和瑞士等国的零售业集中度①甚至已经达到了70％一80％。
作为世界最大零售商的沃尔玛，在2001年一跃成为《财富》500强排名的第一名。
截至2004年，沃尔玛在全球拥有5000家商场、160万员工，2004年的全球销售额高达2852亿美元。
在国内，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渐形成和零售商分销体系的迅速扩张，一大批零售主导企业，如上海百联
、北京华联、国美电器、苏宁电器等纷纷崛起。
有数据显示，国美电器的门店数由2001年的32家猛增到2005年底的近400家，苏宁电器的门店数也
由2001年的25家猛增到2005年的224家；与此同时，国美电器2005年净利润达4.58亿元，比2004年的1.79
亿元猛增155.87％，苏宁电器2005年净利润达3.51亿元，较2004年同期增长93.50％②。
这些零售生力军的出现，不仅表明了零售业市场结构的较大变化，也意味着生产商与零售商在产业链
纵向关系中主导地位的置换。
过去，生产商相对于零售商拥有完全的垄断势力（Monopo1y Power）和谈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
，零售商仅仅作为生产商向消费者传递商品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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