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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以高创新、速度型、全球性为特征的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 ，垄断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对传统的反垄断 

问题也提 出新的挑战。通过探讨网络经济时代垄断的新特征，阐述了网络经济时代反垄断应注意的问题，并提 出对当前 

我 国反 垄断问题的思考 。 

关 键词 ：反 垄断 ；行政性 垄断 ；网络 经济 ；信 息产 业 

中图分类号：F0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3)1l l4l 3 

0 前言 

促进 和维护竞争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 

项重要 的政策 目标 。但是 由于种种原 因 ，总 

会使公平竞争受到限制，从而影响资源的有 

效配置。因此．各国政府制定了较完备的反 

垄断法以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近几 

年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 ，人类进 

人了网络经济时代．微软垄断案的几起几 

落 ，思科在互联网设备领域的垄断之嫌 ，世 

界各国企业间的全球性购并浪潮，引发了人 

们对网络经济时代垄断现象和反垄断问题 

的重 新思考和审视 。 

1 反垄断理论与实践 

关于垄断，许多经济学家都作过论述。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认为．垄断 

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权规定所销商 

品的数量或价格，从而容易在稀缺商品的销 

售上产生垄断。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 

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创立了垄断竞争和 

非完全竞争理论。张伯伦认为，垄断的普遍 

意义是对供给的控制 ，同时也控制了价格， 

而造成垄断的决定因素是产品差别。产品差 

别程度越大 ，垄断的程度就越大。按照张伯 

伦的观点，任何一个经营与众不同的商品生 

产者和销售者，都是市场上的垄断者。 

垄断大致可以分为 3种类型：一是由生 

产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导致的“自然垄断”，二 

是 由少数厂商的合谋行为导致的 “行为垄 

断”．三是由政府限制竞争的法令和政策导 

致 的“行政性垄断”。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非常关注垄断 

和其他形式的受限制的竞争，主要是因为传 

统的竞争和垄断理论认为。垄断组织为获取 

垄断利润．制定的垄断价格高于竞争市场一 

般均衡价格，垄断产量却低于竞争市场的合 

理水平 ．直接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充分和整个 

社会福利水平下降。损害消费者利益。垄断 

会扰乱经济本身的自然秩序 ．冲击社会经济 

资源的自由配置或分配。一些资源被用于获 

取 、维持和扩大垄断，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甚 

至是浪费；垄断会阻止科技进步。企业内部 

出现X——低效率。因此 ．传统和主流经济学 

的观点都认为垄断必然排斥和限制竞争机 

制 ．所以出于对公平竞争的维护。必须要反 

垄断。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反对垄断和维护 

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 

发展起来的产业组织理论 的两大学派—— 

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对垄断大企业的市 

场效率问题进行了很多实证性研究，成为美 

国制定反托拉斯法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 

垄断的成因和类型以及各国对垄断的不同 

态度 。反垄断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 

收稿日期：2003-o3—11 

作者简介：王婷睿(1973一)，女，哈尔滨人，大连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 

题。目前各国反垄断基本形成 了两种情形： 

一 是反垄断时对垄断地位本身不作干预，禁 

止以不正当方式获取和维护垄断地位以及 

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二是把垄断地位本身 

作为反垄断禁止的对象。只要达到较高的市 

场占有率或者较大经济规模 ，不管是否实施 

妨碍竞争的行为，都构成违法行为。 

在反垄断的同时。人们也从20世纪初福 

特生产流水线的成功开始看到垄断给大企 

业 、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有些经济学家认 

为垄断对经济发展也有有利的一面。首先 ， 

有些行业的垄断也是必须的，有益于社会公 

众利益，比如政府对公共事业部门的垄断 

等；其次。企业间的纵向兼并可以产生规模 

经济效益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利于消费 

者。最后。随着垄断厂商实力的增强，将会更 

有力地促进技术 进步 。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不难看 出，反垄断 

的任务是保护竞争 ，反对垄断。但在现代市 

场经济中．又不能把反对垄断简单理解为禁 

止垄断 。对于经济规律支配下形成的垄断来 

说。应利用其有利的一面而限制其不利或过 

度的一面。垄断性企业只要不滥用垄断力量 

或垄断地位。对经济发展来说利大于弊。 

2 网络经济时代垄断的新特点 

20世纪9o年代以来 ．网络经济成为经济 



的主流．以高科技为基础的信息产业正使社 

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出现根本性变革。垄断现 

象在网络经济时代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对传 

统 的反垄断问题提 出了新 的挑 战。 

(1)网络经济时代比传统经济条件下更 

容易形成垄 断。首先 ，需求方 规模 经济促使 

垄断的形成。工业经济时代，垄断是商品供 

给方相互竞争 ，利用规模经济 ，优胜劣汰的 

结果 与需求 方无关 。网络经济 时代 ，垄断 的 

形成除了供给方的因素外，还有需求方的因 

素。需求方规模经济的形成主要是由于：① 

网络产品的外部性。网络产品具有外部正效 

应．它不仅使整个网络的价值随用户数量的 

增加而迅速增加 ．而且用户越多 ，该 网络产 

品的价值也越大。在一种正反馈力量的作用 

下 ．获得 关键 多数 客户 数量 的企 业 ，会 不断 

发展壮大 ．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获得不断 

增 加 的收益 ：而没有 获得关键 多数 客户数量 

的企业．将逐渐被市场淘汰。由此可见，网络 

效应的存在 ．使网络产品市场形成了一种需 

求方规模经济。这种需求方规模经济加速了 

市场结构的转变，使网络经济条件下，更容 

易形成“一厂独大”或“赢家通吃”的格局；② 

网络产品的锁定效应。当消费者从一个应用 

网络转移到另外一个网络或从一个软硬件 

系统 转移到另外一 个软硬件 系统时 ．它 必须 

承担 由于不兼容性 以及操作 、重 新学 习使 用 

等转移成本。由于转移成本的存在 ，网络产 

品的用户在可以满足其需求的范围内，不像 

更换其他产品那样轻易地更换所谓 “更好” 

的产品．因此被锁定在对该产品的消费上． 

这就是锁定效应。锁定现象的存在使得网络 

产品市场上垄断形成的可能性大大高于其 

他消费品市场 。 

其次 ，网络产品的规模经济性。网络产 

品以知识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产品的高技术 

性要求最初必须有非常大的固定成本 f沉没 

成本)，但产品一旦研制成功 ，产品的再生产 

成本却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开发 

和设 计一个新 的软件要花费 数百万美 元 ．但 

再复制一份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厂商 

更愿 意扩大规模 ，随着产量 的不断扩 大 ，巨 

额的开发成本被分摊到每个产品中去．网络 

产品的平均成本不断降低．这就是网络产品 

的规模经济性。它促使了厂商不断扩大生产 

规模 、扩大市场份额 。 

(21网络经济下的垄断以技术垄断为主 

导．且具有明显的暂时性 。网络经济时代的 

主导产业是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 

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是高创新型产业， 

技术是主要的、决定性的、直接的决定要素。 

由于版权保护、专利和专有技术的制度保 

护 ．企业 能够形成一定 程度 的技术垄 断 。但 

是当今的技术创新可以说是一浪高过一浪， 

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导致信息技术产品的 

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因此，这种技术垄断具 

有很强的脆弱性和时期性．是一种暂时性的 

垄断。一旦新厂商开发出更新的产品，原有 

厂商的垄断力量马上就会消失。为了维护竞 

争优势 ，垄断厂商必须不断创新，向市场推 

出新产品。垄断厂商在同其他竞争对手竞争 

的同时也必须不断和 自’己竞争。例如：Intel 

公 司芯片每隔 18个 月更新一 次 ．现在 是9个 

月更新一次。微软目前正受到来 自Linux的挑 

战．越来越多微软的反对者和盟友加入到 

Linux的阵营中．并且，直到目前，它还是免费 

的。只要存在充分的竞争和不断的创新，垄 

断者的地位就不会太稳固。 

(3)网络经济下的垄断与竞争 、创新并 

存．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垄断是渗透在市场 

竞争中的一种机制 ，是竞争的结果，只要有 

竞争机制 ．垄断就不可避免 ，网络经济条件 

下 ．垄断 的 出现 同样 是 这条 规律作 用 的结 

果。由于网络产品的特性使得网络产品市场 

上垄断 现象 不可避 免。网络企业面临更加激 

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信息产业的垄断者也面 

临着更多的市场压力．因而这种垄断将是暂 

时的。就像香港大学金融学院的张五常教授 

所描述的那样，“有一种垄断是在竞争中把 

对手杀下马来。一万个竞争者中只有一个不 

被淘汰，但这生存的‘适者 ’分分秒秒都惧怕 

众多的败军之将卷土重来 ．所以它的产品价 

格不可能是垄断之价 ”。由此可见 ，垄断并不 

必然抑制和排斥竞争 ．相反 ．垄断者仍然面 

临着各式各样和不同程度的竞争。 

信息产业的垄断是以技术垄断为主导 

的垄断．信息产业内难以躲避激烈的技术竞 

争以及各类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应用的支 

持都必然会促进竞争并把竞争引向高级化。 

所以网络经济时代信息产业的垄断不会阻 

碍科技进步和创新．反过来正是这种对垄断 

地位的不断追求，刺激创新 ，推动科技进步。 

同时高额的垄断利润还可以为创新提供资 

金保证。20世纪7O年代，IBM曾垄断了大型计 

算机 的行业标准 ，但 历史说 明IBM的垄断并 

没有遏制技术创新 ，相反正是依靠技术创 

新．微电脑才成功地打破了IBM对大型计算 

机行业标准的垄断 。推动了大型电脑到微电 

脑的发展。由此可见，信息产业的垄断不仅 

不会 遏制技术创新 力量 的发 展 ，相反会激 发 

其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 ，面对更 

加严峻的生存环境．企业会更加重视技术创 

新 和技术进步 。 

3 网络经济下反垄断应注意的问题 

长期以来 ．竞争已在全球各地被视为推 

动经济增长 的基本力量 ．是市场经 济之神 。 

反垄 断和 维护竞 争 因而成 了实行 市场 经济 

制度的各国经济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垄 

断者只要被确认．便逃不过被绳之以法的命 

运。然而，以信息技术革命为特征的网络经 

济时代的来临．由于网络外部性 、正反馈效 

应以及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垄断有了新的特 

点。新时期，处理反垄断问题必须有新的态 

度和原则 。 

(1)网络 经济 条件 下 ，一 些行 业或 者 产 

品由于 自身的特点会导致形成单一的企业 

和竞争的局面 ．这样的企业被称作自然垄断 

的企业。在存在 自然垄断的市场中，取缔垄 

断．促进竞争并不利于市场效率。因为网络 

产品一般都具有非常高的沉没成本 ．产品在 

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之前 ．一般都处于亏损 

状态。而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时如果不允许 

其垄断地位的存在 ，强迫其公开其核心技 

术．实现完全竞争。企业无法获得超额利润． 

从整体来看 ，该企业是处于亏损状态的。这 

样必将打击创新行为 ，没有厂商愿意投入大 

量资金进行研究、开发以推出新产品．经济 

的效率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 ．当企业具 

有垄断力量时．政府可以考虑进行管制 ．并 

不一定要对其施以反垄断措施的制裁。 

(2)对判断垄断方法的挑战。传统经济 

学中．人们判断垄断的直接依据是一个公司 

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和它的较高价格。一个或 

少数几个公司所 占有的市场份额越高 ．这个 

市场的垄断程度就越高，竞争性就越低：一 

个公司越是能制定较高的价格．越表明它是 

一 家垄断企业。网络经济条件下，检测垄断 

的传统方法(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的程度)不再 

适用．因为信息产业不仅具有较高的固定成 

本 ．而且其边际成本极低。同时规模和系统 

-'_]  ～  ● -'r J  ．_| _r 1_r ●  l  J  |  ． 1  一  ● ● — 1  



经济效应会使产业利润向少数优势企业转移 

和集中。例如：在微软被控告垄断时，美国司 

法部官员认为，微软捆绑销售视窗软件和浏 

览器软件，排挤了竞争对手 ．并在视窗软件市 

场份额 中占据 了几乎百分之百的份额 ．毫无 

疑问成了一个垄断者。比尔·盖茨认为微软公 

司的行为没有违反反垄断法 ．它的行 为只是 

众多市场竞争者行为中的一种，并给消费者 

带来了净福利的增加。在法庭的争辩中．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者、产业组织理 

论专家Richard Scmalensee出庭作证 ．他认为 

如果说微软实施了其垄断力量．Windows98的 

销售价格可定在高达2 000美元一件的水平 

上 ，但事实上微软的定价远在这 之下 。这就是 

说一个拥有垄断势力的厂商没有实施其垄断 

力量 。因此 ，衡量一种竞争行为是否属于垄 

断 ．关键是要看这种竞争行 为对消费者 的福 

利水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一种市场 

竞争行为没有减少消费者的福利．甚至还有 

利于消费者福利的增加．那么就没有充足的 

理由去制止这种竞争行为。 

(3)网络经济时代，由于垄断的产生与表 

现形式 日益变得复杂化，所以在实施反垄断 

的时候一定要抓住问题的实质．判断垄断首 

先要搞清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是垄断 

企业运用了反竞争手段，还是凭借自身的产 

品优势 。反垄断应禁 止滥用垄断地位的行 为 ． 

而不禁止垄断地位本身。只要具有垄断地位 

的企业不滥用垄断地位，法律就不会去干预 

它。就微软垄断案而言，微软在操作系统中的 

优势地位是通过产品本身建立的．因此没有 

必要去干扰它。美国政府打算分拆微软的原 

因是 因为其滥用垄断地位 ．通过不正 当方式 

维持其经济地位，利用操作系统市场中的垄 

断力量去影响其他产品市场 (网络浏览器市 

场)，这种行为就是反垄断应当禁止的。 

同时 ．对 滥用 垄 断地位 的行 为 ．也 只 是 

禁止和制裁其行为本身 ，而不分拆垄断企 

业。联邦法官最终让微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 

了代价 ，他们要求微软提前数月向竞争对手 

提供敏感 技术 ．阻止微 软进 行损 害对手 的排 

他性交易．而不是像他的反对者提出的那样 

将其一分 为二。这是美 国法院在长达一个 世 

纪来反垄断战争中的进步，既不让垄断者肆 

意妄为。又充分保证了效率。 

4 对我国的反垄断问题 的思考 

从全球网络经济发展到微软垄断案．以 

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可以 

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外国 

企业和产品进入我国市场。我国企业将面临 

更 为严 峻的挑 战 ，在经 济全球化 的挑战 和制 

约下，反垄断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反垄断并不反对规模经济，通过竞争 

政策和反垄断法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我 

国的反 垄断 问题 主要集 中在 经济 性 垄断 和 

行政性垄 断上。经济性垄断指 的是由生 产集 

中和资本集中而形成的垄断组织对市场的 

控制和操纵。在我国，由于正处于体制转轨 

的过程中，企业间的竞争还不充分 ．由竞争 

导致的垄断，目前尚不具备现实的威胁。因 

此有人认为我 国现阶段多数企业的规模都 

不大，所以没有反垄断的必要 ，反垄断不利 

于企业规模 的扩张。这是一种极端错误 的思 

想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反垄断的主 

要 目的不是反对垄 断地位 、限制企业 成长 ． 

而是反对垄断行为、限制不正当竞争。微软 

遭指控是因为其涉嫌以捆绑销售等“反竞争 

行为”谋求垄断，而不是因为它的“大”和“集 

中”。网络经济时代，我国的反垄断法应充分 

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明确我国竞争制度 

与竞争政策的目标模式是垄断与竞争并存 

的“有效竞争”。在实行对外开放 ．引进 国际 

竞争 因素的同时积极推进企业的联合 、兼 

并 ，引导和培育一批资本雄厚、经营规模庞 

大、市场拓展能力强、专业化程度高的大型 

企业和企业集团，提高市场集中度，避免过 

度竞争。塑造出适应国际竞争的市场主体。 

(21我国的反垄断必须注意区分不同性 

质的垄断 ．并把反 垄断 的主要注 意力放 在消 

除行政性垄断上。网络时代的某些垄断是用 

创新来支撑的，在竞争中维持的，属于 自然 

垄断 ，是不应该被禁 止 的。而 当前 我国经济 

生活中存在的大量垄断是一种行政垄断，它 

是 与行政 权利 有一 定联 系的 由政 府行 为造 

成的垄断 。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 、地区垄断 、 

强制联合 、政府限制交易等，这些滥用行政 

权利限制竞争的行为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不仅保护了落后，导致社会资源低效配置，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社会腐败．损害了 

政府形象 。这种垄断行 为必须予 以禁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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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about the Problem of Countermonopoly 

in the Age of Network Economy 

Abstract：The approach of the Network economy age，makes some elemental transform taking place in all of the 

social economy．The network economy charactering with highly innovation
,fasting and globality is quickly devel— 

oping，that makes some new characteristic taking place on the prolem of monopoly
．
and set forth the principle 

that should be follow in the course of counterm onopoly in the age of network economy
．At last，it puts forward 

the thinking to the problem of counterm onopoly in our coun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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