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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基本原理与外国法制》主要内容：反垄断法的执行可以动用公共和私人两种资
源。由反垄断主管机构对反竞争行为采取的任何行动可以称之为公共执行(privateenforcement)。例如，
反垄断主管机构对违法者处以罚款或命令违法者停止某一违反竞争政策的特定行为，反垄断主管机构
甚至也可以通过发动诉讼来执行反垄断法。一般而言，公共执行的特点是动用了公共财政和权力资源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除了反垄断主管机构以外，私人市场参与者在反垄断法的执行中
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由私人发动的反垄断法执行简称为私人执行(privateenforcement)。一般认为
，私人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来决定执行投资和努力的程度、范围和强度的，其主要目的是为
了保护个体利益，但有时也可以起到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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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原理篇　　第一章　反垄断法执行体制　　第一节　通过执行实现反垄断法的目标　　
一、反垄断法目标实现的途径　　法律是包含权利、义务的规则，是行为的规范，法律概念与法律规
则的确定性是法律的应有属性，不断地寻求精确化的结论和解释是法律的发展目标。反垄断法，虽然
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却表现出大量的不确定性。各国在称呼反垄断法时往往加上“政策”一词
，来表示这种不确定性。这种概念和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使得如何清晰地界定反垄断法的目标变得更
为重要。假如你不能确信你在于什么，你至少要确信你为什么而干。因为不同的目标将直接关系到反
垄断法的规则该如何解释和具体怎样适用。　　反垄断法的目标，是指反垄断法通过规范交易行为和
维护市场竞争，所应当保护的利益和实现的功能。虽然从美国的《谢尔曼法》开始，现代竞争法已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且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地区甚至国际组织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无论在
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反垄断法的目标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反垄断法的目标，常常是一个法域特
定时期内重大社会利益的集中表现；这种利益根植于国内、国际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并通过各种社会
思潮，尤其是经济学理论归纳和集中反映出来。这说明反垄断法的目标并非一成不变，它往往随着时
代的变迁而变迁。例如，反托拉斯法在美国产生之初，其主要政策目标是保护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平等
地位和经济自由；从20世纪40年代起，保护中、小企业，成为当时反托拉斯法的首要目标；20世纪六
七十年代以来，经济效率成了反托拉斯法关注的唯一目标。 　　　反垄断法的目标有一元论和多元论
之分。一元论更多地强调反垄断法的经济目标，而二元论则认为，反垄断法的目标除了促进经济效率
外，还应该包括更为广阔的社会目标。一元论以美国为代表，1981年，负责反垄断事务的美国司法部
副部长威廉．巴克斯特尔曾宣布：“反垄断法的唯一目标就是经济效率”；多元论以欧盟为代表。不
仅可以从欧盟竞争法的条文得出这个结论，而且欧盟委员会在其1980年关于欧盟竞争政策的第九个报
告中，也已经明确阐述了欧盟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多元化目的。欧盟的竞争政策不仅起着维护市场有
效竞争的重要作用，而且还承担着推动实现共同体大市场的重大任务。

Page 5



《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

精彩短评

1、书脊有破损，不像新书
2、看了这本书了，这是一本在此领域比较新的著作可以看看。
3、专业书籍，看的人很少，价格也高。
4、资料丰富、观点有的放矢、问题前沿，是一本相当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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