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反垄断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反垄断法规制>>

13位ISBN编号：9787802150836

10位ISBN编号：7802150833

出版时间：2006-6

出版时间：工商出版社

作者：王磊

页数：29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反垄断法�>>

内容概要

　　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学研究的核心和难点。
本文围绕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反垄断法规制这一主线，深入考察了国内外有关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和规制理论，对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关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中
国的市场结构状况、市场行为状况和法律规范现状，进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思想是：市场竞争导致产业集中，产业集中形成
支配地位，滥用支配地位又反过来限制市场竞争。
为了促进市场竞争，使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需要对市场
支配地位进行科学认定和有效规制。
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途径包括经济规制（宏观调控）、行政规制（直接管制）和法律规制（反垄断
法）。
通过反垄断法规制市场支配地位的核心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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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结构主义规制模式结构主义规制是指为了保持合理的市场结构而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规制的
反垄断控制制度。
结构主义的特点是，拥有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就是法律所应当控制的。
为了维护有效竞争，反垄断法不仅规范支配企业的行为，而且调整市场结构。
结构主义控制制度以日本为代表。
美国《谢尔曼法》也具有一定的结构主义特点。
　　（一）日本的垄断控制模式。
二战以后，在美国的直接影响下，为了分拆大财阀，日本制定了《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1847年
法207号），分拆了18家大企业、大财阀，其中包括日本钢铁、三菱重工等①。
1947年制定的《禁止垄断法》也规定了严格的结构制裁措施。
日本《禁止垄断法》第2条之七规定了“垄断状态”。
这里的“垄断状态”指的是在特定市场范围内因市场规模、市场结构而产生市场弊害的情形和状态。
日本《禁止垄断法》第8条之四（对垄断情况的措施）规定：当存在垄断状态时，公正交易委员会可
以命令事业者转让营业的一部分或采取其他恢复商品或劳务竞争的必要措施。
同时也规定了一些除外情形：在认为由于采取上述措施使该事业者缩小了事业规模，其经营管理不健
全或者维持国际竞争力困难⋯⋯的场合，则不适用。
对于垄断状态的规制，日本法学界历来存在争议。
支持者认为，为了促进公正而自由的竞争，促进国民经济民主而健康地发展，把特定的竞争限制行为
当作违法还是不够的，而必须确保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和民主的经济结构本身。
反对者认为，垄断状态规制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相悖，并缺乏操作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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