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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市场经济是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交易竞争型经济。竞争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市场

经济的发展和现有竞争法的局限性,导致了竞争法制的不统一和调整市场竞争关系社会效果不显著,因此需要制定一部规制

市场竞争行为的基本法律 ) ) ) 市场竞争法通则,以解决当前市场竞争中存在的问题。市场竞争法通则以确认设定和保护市

场竞争力权为核心, 并贯彻市场竞争力自由发展、市场竞争自由和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

[关键词 ]  市场竞争;  市场竞争力权;  市场竞争法通则

[中图分类号 ]  D912. 29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3- 0755( 2010) 01- 0054- 04

  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市场交易竞争型经

济 [ 1] 81, 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竞争法作为经济

法中最重要的法律部门,有 /经济宪法 0之称 ,竞争法律制度

的发展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特

别是5反不正当竞争法6、5反垄断法6等单行竞争法的出台,

对市场竞争行为规制, 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市场

竞争的手段愈来愈多样, 市场竞争的领域愈来愈广泛,市场

调整机制也日趋成熟。创制一部全面调整市场竞争关和市

场监管润控关系的竞争一般法 ) ) ) 市场竞争法通则已具有

必要和可行性。

一  创制市场竞争法通则的必要性分析

(一 )仅有单行竞争法律法规不足以规制日渐复杂的市

场竞争

市场经济是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交易竞争型经

济。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蓬

勃发展, 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市场竞争日益普遍化、尖

锐化和复杂化。市场竞争是人们追求增量利益 [ 1] 83 (增量利

益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利润,下同 )的竞争。在市场竞争中,竞

争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 竞争手段多种多样, 竞争的领域

日益广泛。

1、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市场竞争关系体系

我国的竞争法目前主要包括5反不正当竞争法6、5反垄

断法6和5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 6等。对竞争关系的调整仅

限于商品和服务领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竞争已

经深入到市场经济中的各个领域并已形成了竞争关系体系。

现有的单行竞争法律已不足以调整市场竞争关系。首先,在

资本市场存在竞争,投资行为是投资者通过自己的决策劳动

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从而获取利益的行为。利润的实现依

赖于投资者之间的有效竞争。其次, 在就业领域的竞争也同

样激烈。就业竞争者的不正当、不公平的行为, 用人单位制

定各种就业歧视政策,都限制和剥夺了劳动者就业机会。再

次,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内部也存在着岗位竞争。行政机

关代表国家行使公共职权, 保障国家整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而不正当不公平的内部岗位竞争, 不利于国家职能的发挥和

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企业内部的岗位竞争也很激烈。企业

内部岗位的不正当不公平竞争,使竞争者的才能得不到充分

的发挥,从而造成企业利润的丧失。

2、在市场竞争中存在着竞争监管、调控关系

在市场竞争中,不仅存在着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

也存在着竞争监管、调控关系, 首先, 市场竞争监管、调控关

系不同于市场竞争关系。市场竞争关系是指平等竞争主体

之间的创造财富关系, 而竞争监管、调控关系是国家与竞争

者在市场竞争中所形成的关系,由于市场竞争者自发的快速

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如自然资源过度的攫取而使其

萎缩和枯竭,竞争和垄断造成市场失灵、经济危机和贫富两

极分化,这些问题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 国

家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 不得不承担起保证经济安全的职

责,调控、规制市场竞争。由此, 竞争监管、调控关系不同于

市场竞争关系,因此需要制定调整竞争监管、调控关系的单

行竞争法。



3、为全面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竞争监管、调控关系而创

制市场竞争法通则

仅仅有单行的竞争法律法规是否能够满足市场竞争的

需要, 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呢? 首先 ,单行竞争法律法

规通常只对特定的市场竞争关系产生局部的调整作用, 难于

从宏观上、整体上解决实质问题。其次,由于在市场竞争中,

经营者利用市场竞争的手段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新的竞争

行为不断出现, 单行的竞争立法不能概括所有竞争行为, 因

此需要一部市场竞争法通则确定在竞争中的一般原则, 弥补

单行竞争法的不足。最后, 单行竞争法律法规, 由于立法时

间, 立法经验的不同,相互之间出现重复交叉或者冲突, 造成

适用时社会效果不显著。

列宁指出 /法制应当统一 0 [ 2] , 因此, 制定竞争法通则,

能够避免和克服不同竞争特别法之间的重叠, 交叉和冲突,

指导并规范各类单行竞争法律法规, 构成完备的竞争法体

系, 从而对市场竞争关系进行综合全面调整。

(二 )完善民法无法满足调整市场竞争关系的需要

制定各种单行竞争法律法规不足以满足调整市场竞争

关系的需要, 那是否可以通过完善民法来解决当前竞争领域

存在的问题呢?

1、民法不调整市场竞争关系

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动力。在市场

竞争中, 人们并不是自己消费自己所创造的产品, 而是必须

投入市场中, 通过争夺市场份额和交易机会, 最终使自己创

造的产品价值在市场交易中得到实现并完成价值增值。因

此, 人们在市场中追求的不再是财产的保存而是财产的增殖

(剩余 )。民法保障的是财产权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 即是对既有财产的确认和保存, 而竞争是一个

追求增值、创造财富的过程,故民法无法调整这种创造财富

的关系。

2、民事合法行为在竞争法中有可能被禁止

竞争法对各种利用财产所有权进行不正当竞争、垄断和

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规制, 而民商法奉行的是所有权绝对原

则。 /在典型的市民社会中,垄断化是市民法秩序下 ,并通过

市民法秩序形成的。也就是以所有权和合同为媒介而自由

形成的。在这种条件下,它不但没有任何的不当, 而倒是受

欢迎的。0 [3]因此, 垄断等破坏市场竞争的行为往往依据民

法理论却是合法的行为。

据以上分析, 完善民法不足以解决问题, 继续制定更多

的单行竞争法律法规, 无法满足市场竞争秩序的需要。因

此, 制定市场竞争法通则是非常必要的。

二  市场竞争法通则基本原则

原则是认识、分析和处理事物的基本准则 [4]。法的原则

是由法的基本任务和调整对象的种类和性质决定的。市场

竞争是财富创造能力与财富能力运用的竞争,竞争法调整对

象是市场竞争关系, 因此, 竞争法的调整对象实质上是竞争

者运用财富创造能力竞争的关系。而市场竞争力是竞争者

财富创造能力在竞争领域的一种体现, 因此, 市场竞争法通

则的基本原则应当以保护竞争者市场竞争力为核心。由此,

竞争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包括: 竞争力自由发展原则, 竞争自

由原则和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三大原则全面、充分反映了

竞争基本法所调整的市场竞争关系的基本要求, 体现了主体

自由、程序自由和发展结果的有效统一。市场竞争者与国家

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竞争中的合作者, 市场竞争

者通过对基本原则的遵守, 维护和发展自身竞争力, 实现个

人财富;国家管理者通过对基本原则的遵守, 维护和发展国

家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整体利益。

1、竞争力自由发展原则

竞争力是市场主体的劳动能力在竞争领域的表现, 因此

也是一种财富创造能力。竞争力自由发展原则是竞争者排

除对其竞争力的不合理限制或直接损害行为以维护并发展

自身财富创造能力的原则。由此, 竞争力自由发展原则具有

以下内涵: ( 1)市场竞争力的自身维护。在市场竞争中, 市

场主体时刻面临着竞争能力被侵害的问题, 如市场主体运用

非创造财富能力竞争的行为 (如垄断 )实质上是对其他市场

主体财富创造能力的损害,而当竞争者的竞争力遭受现实或

潜在的侵害后,竞争者对自身竞争力的维护。 ( 2)市场竞争

力的发展。市场竞争者参与市场竞争, 由于市场因素和竞争

力的差异,竞争者可以自主利用在竞争中获得的利润改进技

术、提高管理水平、加大投资,以增强和发展自身竞争力。经

济竞争是人们就其财富创造力和创造力的运用的竞争, 涉及

的是劳动力所用权的问题 [ 5]。竞争力自由发展原则是劳动

力所用权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市场竞争者通过竞争力自由

发展原则,维护和发展自身竞争力,国家通过自由发展原则,

维护和发展国家整体竞争力。

2、竞争自由原则

竞争是竞争者运用竞争力的外在表现。竞争自由是指

竞争主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运用自身竞争力为一

定或不为一定竞争行为。竞争自由包括以下涵义: ( 1 )竞争

主体自身竞争力运用自由。竞争者自主决定是否将自身的

竞争力投入到市场中, 充分保障竞争者参与市场竞争, 获取

竞争利益的可能性。 ( 2)自主运用自身竞争力实现财富。

在市场竞争中,竞争者通过付出决策劳动, 根据对市场的判

断和市场竞争经验的积累,自主在市场竞争中运用竞争力实

现物质财富。 ( 3)国家对竞争自由的保障。国家保障自由

竞争,当竞争自由受到不正当竞争,限制竞争等的阻碍时,制

止不正当的行为,消除障碍。竞争自由原则在不同个体竞争

者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个体竞争者的竞争自由原则体现

为竞争者自主运用自身竞争力创造并实现财富; 国家的竞争

自由原则,一方面体现为市场竞争主体给予自由竞争的保

障;另一方面, 一国的整体竞争力取决于国内市场主体的竞

争能力,因此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自由的保障同时也是对自身

参与国际竞争的竞争自由的保障。

3、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

市场竞争一方面能给竞争者带来利益, 但在竞争中也可

能遭遇到障碍,竞争利益的损害, 甚至被竞争淘汰。因此,需

要在竞争中确立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首先, 共同发展权绝

对原则禁止竞争者以损害对方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 保障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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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者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促进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

市场竞争中, 市场竞争者 /由于自私本性驱使而追求财富和

鄙视贫穷0 [ 6]。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采取不公平、

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侵害其他竞争者的利益, 谋取自身利益。

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是要在这种冲突的两部分之间构建一

座经济上相通的桥梁,调节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分配, 在保障

个人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发展。其次,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

能够避免竞争者在竞争中被消灭的后果。竞争的盈利性一

方面吸引了众多的经营者参与到中间来,谋取利益。另一方

面, 竞争的 /优胜劣汰0决定了实力较弱的竞争主体在竞争

市场容易遭受被淘汰的命运。而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禁止

优势竞争者滥用权利,帮助弱势竞争者快速发展, 避免众多

弱势主体的淘汰, 保证市场中有足够的竞争者, 保障竞争的

繁荣, 促进共同繁荣。因此,就个体竞争者而言, 共同发展权

绝对原则要求竞争者运用自身竞争能力参与竞争,而不能采

取不正当的手段损害他人利益, 保证个体利益的普遍实现;

就国家而言, 国家应当通过对市场竞争的监管、调控避免大

多数弱势竞争者惨遭淘汰, 形成市场的垄断, 保障市场竞争

的繁荣, 从而带来整体利益的繁荣,促使整体利益的持续实

现和发展。

三  市场竞争法通则的基本法律制度

(一 )市场竞争法应设定的市场竞争主体制度

竞争法上的主体是竞争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竞争法律

关系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竞争法律关系的主

体有以下三类:

1、竞争者

首先竞争者是处于同一行业同一领域具有竞争关系的

主体。另外, 竞争者也是市场监管、调控关系中的受控者。

2、竞争监管、调控者 (国家 )

在一国内部, 国家注定要成为各个从事生产经营的公民

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 (包括产业经济组织和地区经济

组织等 )的各种市场竞争的主体的正式代表, 监管和调控市

场竞争。

3、消费者

消费者是竞争利益的相关者。 /在大多数相关言论中,

竞争被说成一种对消费者的好处:他使消费者可以选择符合

他们需要的供应, 并通过对企业产生压力,使可选择的供应

更趋完善0 [ 7]。

(二 )市场竞争法通则应设定的权利制度

竞争法调整的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的竞争

法律关系, 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确立、设定和保护市场竞争力

权, 因此权利制度是市场竞争法通则的基本法律制度。

1、市场竞争法通则应首先确立、设定和保护市场竞争

力权

如前所述, 市场竞争力是一种财富创造能力, 而市场竞

争力权则是一种财富创造能力权,是竞争主体基于自身的财

富创造能力 (劳动力 ), 通过正当、公平、自由的竞争对竞争

利益 (增量利益 )的可得性权利。市场竞争是竞争者自身竞

争力的运用, 市场竞争权是市场竞争力权的派生权利。确

认、设定和保护这种权利 ,保障竞争主体的生存和发展, 促进

社会整体利益的普遍可持续实现。

2、市场竞争法通则的权利制度是围绕市场竞争力权而

展开的。根据市场竞争中主体要素的不同所享有的权项也

不同

( 1)竞争者的市场竞争力权

市场竞争者是市场竞争中的当然主体, 在市场竞争中享

有的权利包括:

市场竞争力形成权: 拥有市场竞争力是竞争的先决条

件,因此市场主体享有投入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形成、增强自

身竞争力,对其竞争力进行维护或请求救济予以恢复的权

利。主要有市场竞争力维护权和请求救济权。市场竞争力

维护权是指:竞争者排除竞争对手对其竞争力的不合理限制

或直接损害行为,以维护自身财富创造能力的权利。请求救

济权包括竞争救济权和失败救济权。它是保障市场竞争力

存续而生的一种权利。

市场竞争力运用权: 市场主体所享有的自由、平等运用

市场竞争力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即市场竞争权。市场竞

争权由自由竞争权和公平竞争权构成。自由竞争权是市场

主体所享有的运用市场竞争力自由地为或不为一定竞争行

为的权利,是竞争力运用权的首义。公平竞争权指市场主体

在运用市场竞争力参与竞争过程中应受公平对待的权利。

市场竞争力发展权: 市场主体享有的获得竞争利益, 并

将其用来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权利。

( 2)竞争监管、调控者 (国家 )的竞争监管、调控权

在市场竞争中,国家实质上也是市场竞争中的主体, 国

家和市场竞争者是市场竞争中的合作者, 市场竞争者通过市

场竞争实现自身利益, 国家通过对市场竞争进行监管、调控

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当竞争者的行为对自身产生负面影

响时,同时也会影响国家整体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正是国

家竞争力的体现,因此国家作为合作者一方,享有竞争力权,

即国家的监管、调控权。

国家的监管、调控权 :国家的监管、调控权实质上是国家

的市场竞争力权的表现。国家通过享有监管、调控权一方面

防止损害整体利益的行为发生, 维护自身的竞争力, 另一方

面通过国内竞争市场的监管、调控,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从

而使国家的竞争力得到发展。

( 3)消费者的市场竞争力再形成权

任何竞争者归根结底都是消费者,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实

际上是保障竞争者能力的存续和发展的权利。因此消费者

权利是竞争力再形成权。

(三 )市场竞争责任法律制度

市场竞争责任是市场竞争主体侵犯其他主体的利益或

违反市场竞争法通则基本义务所应承担的竞争法上否定性

评价。

1、竞争违法行为的一般规定

市场竞争的本质是人们创造财富能力的竞争, 竞争法所

保护的是人们创造财富能力权。只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大释

放,才能引起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但是不创造财富能力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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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来, 却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资源环境严重破坏、两

极分化等物质利益矛盾加剧、社会各种不和谐因素凸显。因

此, 竞争法保护所有运用财富创造能力进行市场竞争的行

为, 其他利用非财富创造能力竞争的行为都认定为竞争违法

行为。并以此作为竞争违法行为的一般规定,据以认定竞争

行为的合法性并追究竞争法律责任。

2、竞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竞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市场竞争主体违反法律规

定的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根据市场竞争主体的不同, 所应

承担的法律后果也不同:

( 1)竞争者的法律责任: 竞争者侵害其他竞争主体的权

利, 违反市场竞争法通则基本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民事赔

偿责任: 竞争者在损害其他竞争者利益时所应承担的弥补实

际损失的赔偿责任。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作为竞争法上特

有的责任是指侵害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对该行为有重

大过失时, 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

的, 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 还可以判令

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 [ 1] 136。

( 2)市场竞争监管、调控者 (国家 )的法律责任: 国家的

法律责任包括国家的赔偿责任和国家补偿责任。国家赔偿

责任是指国家在行使市场规制权时,因给社会整体利益和个

人利益造成损失时, 所应承担的经济制裁, 国家赔偿责任与

行政责任竞合。国家补偿责任是国家在行使监管、调控权时

因其某些调控行为针对对象的特定性, 当国家的调控造成其

他成员受损时,这些集体或群体成员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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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ormulation of theM arketCompetition Law

) ) ) based on confirm ing, sett ing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 o fmarket competitiveness

CHEN Na i- X in, FU T ing

(X iangtan University, X 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 t:  M arket econom y based on the soc ia lized production is a type o f transaction competitive economy. Competition law

p lays an im portant ro le in the m arket economy. But the development o fm arke t econom y and the lim itations o f ex isting com petition law

does no t lead to the reun ific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soc ia l effect in ad justing the relation betw een m arket competition is no t sig-

n ifican t, the re fo re it is needed to deve lop a basic law ) ) ) genera l clauses o fm arket com petition law w hich regu la tes them arket com pe-

tition to reso lv e the issues in the currentm arke t competition. The co re of it is to confirm se ttings and pro tect the right ofm arke t compe-t

itiveness, and imp lem ent the free deve lopm ent of m arket com pe titiveness, free developm ent of m arket com petition and the right of to-

ge ther deve lopm en t of abso lute princ ip le.

K ey words:  m arket competition;  the ability o f crea ting w ealth;  the right of m arket com petitiv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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