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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8月1日，我国开始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垄断法》（简称《反垄断法》），由此拉开
了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又一序幕。
目前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主要焦点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但实际上我国虚拟经济领域也广泛存在着
垄断问题。
以我国期货业为例，由于规制过度以及期货业本身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期货业的垄断问题是比较突出
与尖锐的。
随着我国衍生品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及全球衍生品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期货业的反垄断问题被
提上日程。
　　综合来看，我国期货业的垄断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行政性垄断。
其二，交易所的垄断行为，即交易所凭借优势地位，侵占下游经纪公司的利益。
其三，经纪公司的垄断行为，具体又可分为经纪公司间的横向价格协议以及市场操纵行为。
上述垄断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既在于政府规制过度与规制失当所致的期货市场欠发达，又在于我国
期货业尚未渡过导入期，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令垄断有隙可乘。
总之，期货业的垄断问题已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期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反垄断的进
程。
　　欧美发达国家期货业的反垄断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与经验借
鉴，如反垄断的动机、发展趋势以及各国反垄断的基本内容和手段等。
深入挖掘、研究、分析，乃至于吸收国外期货业反垄断的经验和教训，能够为我国期货业反垄断进程
的实施提供很多有益启示。
然而，中国期货业的发展历程有其特殊性，这注定了我们要走出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道路
，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国外现成经验。
另外，期货业相比于一般竞争性行业也存在诸多特殊性，这决定了我们更不可能照搬、照抄国内其他
行业的反垄断经验，而是要因地、因时制宜。
　　期货业反垄断进程的推进，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反垄断实施主体的构建。
不同于一般竞争性行业，期货业是受监管的特殊行业，因此其反垄断实施主体的构建也具有特殊性。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规定，我国反垄断实施主体采用“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
双层架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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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期货业反垄断与竞争政策研究》创造性地将现代反垄断理论运用到期货业的研究中。
全书不仅提供了一个期货业反垄断的基本框架与思路，同时还从行业整合的角度探讨了如何打造中国
期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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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少数学者认为行政性垄断的主体是受到政府保护和支持的特殊企业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行
政性垄断的主体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从外部表现来看，行政性垄断的主体既可能直接体现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也可能体现为代表政府及
其职能部门意志或利益的经济实体。
例如，中石油、中石化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履行制定和实施国家在石化方面政策
的功能。
　　行政性垄断的目标具有多重性。
行政性垄断可能是维护出于公众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或者出于实施某种国家战略发展需要。
在这种意义上，行政性垄断等同于国家垄断。
行政性垄断还可能是出于维护并实现某些特定行业、特定地区、特定的所有制企业这些利益集团的利
益，甚至是少数个人的利益。
在这种意义上，行政性垄断又不同于国家垄断。
在现实中，行政性垄断往往和自然垄断、国家垄断等纠缠在一起，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按照行政权力的作用范围和方向，行政性垄断被划分为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
行业性行政垄断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下属部委，其作用范围在某些特定行业中。
行业性行政垄断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特别是各行业的主管职能部门，通过立法、部门条例和具体的产
业政策等手段，控制这些行业的进入和具体的竞争行为，对这些行业的在位厂商实施保护和重点扶持
。
如电信行业由于牌照形成的强制性行政性进入壁垒，使得该行业形成了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
联通等少数几家企业参与竞争的寡头垄断竞争市场结构。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之前的信息产业部作为电信业的行业主管部门，也通过各类行政措施或部门条
例来保护这几家在位厂商的利益或协调它们之间的活动。
　　地方性行政垄断的权力来源于地方各级政府，其作用范围在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域内。
地方性行政垄断主要表现为地方保护和由此导致的市场分割。
地方保护主要表现在贸易、投资、税收和环境保护等领域。
市场分割主要表现为产品市场的地区分割和要素市场的地区分割。
其中，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重要原材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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