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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用服务业的垄断问题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为此许多国家进行了数十年的改革，但效果不一，理论
争议仍然很大。
王中美所著的《公用服务业的垄断与反垄断》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从经济学角度探讨是否需要
垄断、公营化的意义以及如何管制等命题；从法学角度探讨如何将反垄断法适用于公用服务业及其遇
到的困难和滥用垄断地位等各类行为的规制问题。
《公用服务业的垄断与反垄断》专门针对中国的个案，通过对电力、水务、电信、油气等多个领域改
革的纵向历史分析和横向国际比较，试图从国有企业改革、管制改革、反垄断法适用机制等角度，探
讨这些行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路径和预计的结果。
本书坚持认为，公私利益的交错仍然是改革的难点，即使是选择温和的渐进式改革，也应当从更严厉
的反垄断法执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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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垄断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是“亲商(business-friendly)重市场(market
fit)”，推崇经济学理论在反垄断法执法和解释中的指导作用，并希望通过自身研究工作将反垄断法细
节化和可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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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从电信业人手，相继对电力、煤气、水务、铁路运输等部门进行了各项改
革，从原先的政企合一的垄断经营体制，转变为企业独立运营，政府采用设立最高限价模型来进行间
接管制的方法。
这项改革的成效非常明显。
就电信部门而言，职工人数从1991年的22.7万人裁减到1996年的13万人，而营业额却从131.54亿英镑增
加到144.46亿英镑，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对公用服务业的管制改革仍然在进行中，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历史情况和政治经济社会考量而选
择了不同的改革方式，许多新的管制措施在某些国家取得成功后被推广到其他国家，但有时在一些国
家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另一些国家却完全失败。
不管所处的具体阶段和改革细节如何千差万别，总体的方向却基本一致，即从过去的直接行政微观干
预，朝向普适性的模型和规则发展，事后的有明确标准的执法和司法也更多地被依赖。
而改革的重点，无非两个环节：（1）市场准入；（2）价格管制。
　　1.放开准入　　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经济学上关于政府管制成本学说和政府管制俘虏理论的影
响，“放松管制”成为一种趋势。
这不仅意味着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微观运作，而且意味着政府在准入特许上的逐渐放权。
美国开放了航空、航空货运、陆地货运和铁路业，一举撤销了这些行业原先的管制委员会，大多数资
费规制也被一并取消。
随后，经合组织（OECD）的其他成员都紧跟美国脚步，包括欧洲、日本和加拿大等，都或温和或激
进地放开了这些行业。
而事实上这些行业在开放后效率明显提高，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消费者的选择更加多元化。
　　另一方面，大尺度的放开准人可能会带来这些产业数年的动荡和发展上的中断。
由于新进入者的威胁，竞争格局常常发生重大的变动。
美国航空业在放松管制后的30年里，经历了数轮破产和准破产。
而美国铁路业也经历了长期的合并和混乱。
放任市场去选择优胜者，可能会导致公共服务的不连续和人民生活便利的不稳定。
而且各竞争者都有意扩大经营规模，以争取更多的消费者和实现网络经济。
在经济存在泡沫的情况下，这样的投资热情会被金融信贷所激励，但是一旦经济萧条，资金不济的企
业倒闭，就会产生许多资源的浪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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