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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力行业竞争法律机制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背景，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的时代
背景，从政治理论基础、文化历史源流、司法实践传承和改革发展进路灯方面，阐明了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下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分享司法权的二元司法模式之科学一元宪政体制下二元司法模式，与西方
三权分立宪政体制下审判中心司法模式的结构性差异；在回应质疑二元司法体制的学术观点，对司法
权配置模式和实践状况进行深入考量的基础上，阐明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司法机关在科学发展进程中的
基本定位，系统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二元司法模式，怎样建设、完善二元司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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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垄断企业的X非效率 “x非效率”（X—inefficiency）概念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莱本斯坦
（Leibenstein）于1966年提出，他希望用这个概念来反映企业内部效率低下的状态。
莱本斯坦认为，当市场上仅存在一家垄断企业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全部产品或服务时，没有竞争的压
力作用于它身上，使其不能有效利用全部生产要素，如果预期的利润水平不必通过成本最小化就能达
到，那么成本最小化就不是垄断企业的典型行为。
x非效率理论的主旨就是要说明，这种处于独占地位的垄断企业明显存在着超额的单位生产成本，不
但产生市场配置低效率，还会产生另一种非配置低效率。
因为这种类型低效率的性质当时尚不明了，所以称作x非效率。
 此后，经济学家对x非效率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导致垄断经营企业x非效率的原因大致包括以下两方
面：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分析，竞争性产业中的企业可以观察到它自己的生产成本是在市场价格之
上还是之下，而市场价格反映了产业中其他企业的效率。
如果单个企业的成本相对于市场价格过高，它就知道自己应该提高效率。
相对而言，垄断企业没有其他企业作参照，也没有适当的标准判断其经营的有效程度如何。
结果，垄断厂商比竞争性厂商更难以监督其内部效率，竞争性厂商比垄断厂商更有条件提高效率。
另一方面，从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员工的角度分析，在竞争环境下，竞争为评价管理者的业绩提供了基
准，而在垄断的市场中缺乏这种基准，因此企业评价其管理者的业绩也就比较困难，基于业绩评价的
困难，使所有者难以识别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和能力，在这种局面下，管理者没有足够的动力改善经营
管理和提高经营效率，而经营者的此种行为通过内部的层层传导，会使整个企业的员工染上偷懒、专
断、草率、官僚主义、傲慢等影响效率提升的不良习气。
 Prineaus1977年的研究成果证实了电力行业在垄断情况下存在着x非效率的现象。
通过对美国49个城市电力公司每度电的发电成本进行分析，他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有竞争
对手的电力公司发电成本较没有竞争对手（独占）的电力公司平均低了11％，Prineaus将其归因于X非
效率存在的结果。
在我国的电力行业垄断经营模式中，X非效率的现象也明显存在。
长期以来，我国对电力行业实行投资回报率政策，电力企业的利润主要不是来自于市场竞争和内部效
率的提高，而是来自于投资多少。
这种政策使得投资电力行业的企业利润能得到充足保障，这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电力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成本约束，投资越大，获得的利润就越大，电力企业没有降低成本的压力
，却有扩大投资的动力。
由此，电力生产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电力建设的成本却在日益扩张，据有关研究成果显示
，1990年，30万机组单位造价每千瓦2254元左右，而到了1998年，每千瓦造价竟高达7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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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文库:电力行业竞争法律机制研究》围绕电力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和竞争机制运
行过程中的重大和特殊法律问题展开论述。
除引言和结论外，《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文库:电力行业竞争法律机制研究》分为两部分共六章，总
论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论述电力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的正当性，以及对引入竞争机制的法
律回应性；分论部分包括第三、四、五、六章，主要对电力行业竞争法律机制进行具体构造。
其中，第三章依据相关理论型构出既能促进竞争又能提高效率的新型电力行业竞争性主体和垄断性主
体；第四章主要探讨电力行业多元竞争性主体公平交易法律机制；第五章主要探讨输配电网垄断性主
体公平开放法律机制；第六章主要论述上述主体竞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及其追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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