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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视域下反垄断研究的厚重力作

□ 王晓晔 (深圳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科

院法学所研究员)

  今年5月，郑州大学教授王玉辉在国家社科基

金后期资助下，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新作《日本反

垄断法的历史沿革与制度变迁（1947-2019年）》。

这部著作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日本反垄断

法七十余年发展的成果，而且鉴于中日两国诸多

相似之处。例如，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倚重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共同推进经济发展、行政主

导的法治传统，特别考虑到日本和中国有着一脉

相承的传统文化，这部著作对我国反垄断立法和

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玉辉教授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是以其坚实

的反垄断理论基础和纵深广阔的历史观视野，对

日本反垄断法七十余年的发展和沿革进行全面和

详细解读。该书既注重日本反垄断法纵向发展的

历史脉络，又兼顾各种具体反垄断制度的横向研

究，包括反垄断基本制度、行为类型、规制原则、执

法体系、法律责任，并以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的视

角对日本反垄断的程序法进行全面论述。以日本

反垄断法历史脉络为例，作者在本书上编的沿革

史，创新性地以时间为序，将日本反垄断法历史沿

革分为引入期、寒冬期、强化期、经济宪法地位确

立期和最新发展期5个时期，全面展现出日本反垄

断法如何从最初移植性的“美式反垄断法”实现了

本土化改造和制度创新。例如，1974年至1999年是

日本反垄断法强化阶段。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日

美构造协议”的签订，日本这个时期的产业政策明

显从战略性地位转变为从属性的经济政策，日本

也是在这个时期确立了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经

济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在

这个时期强化了禁止卡特尔的行政执法，逐步废

除了适用除外制度，并发布了《关于流通与交易惯

行领域反垄断指南》，以解决日本封闭性的市场结

构，促进国内外贸易领域的市场竞争。1977年，日

本出于强化反垄断执法目的对反垄断法进行首次

修订，引入了课征金制度、共同调价报告制度、垄

断状态规制制度，并且提出了严格控制股份持有

的标准。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日本企业国际

竞争力的不断提高，日本的竞争政策不仅优先于产

业政策，反垄断法也逐步被赋予经济宪法地位。在

这个时期，为进一步强化反垄断法和有效推进反垄

断法私人执行，日本再次修订反垄断法，引入民事

请求停止侵害制度和课征金减免制度，赋予公正交

易委员会刑事调查权，并将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审判

程序由原来的“行政处罚事前审理程序”改为“不服

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后复审程序”。此外还加大对私

人垄断、不正当交易限制、不公正交易方法等垄断

行为的制裁力度，呈现出多元执法治理限制竞争问

题的模式。近十年来，日本为进一步强化反垄断执

法，还废止了公正交易委员会审判程序制度，即涉

及垄断案件的行政争议最终都交给司法机关，由此

强化司法机关在反垄断执法中的地位。日本在这个

时期再次强化课征金制度和减免规则，废除了课征

金减免申请的人数限制。此外还制定《公正交易委

员会意见听取程序指南》，完善律师参与案件审理

程序，不仅有助于保障涉案当事人正当权益，而且

有助于遏制公权力不当行使。

  这部著作作为王玉辉教授研究日本反垄断法

20年的集大成之作，不仅对日本反垄断法七十余

年发展进行了抽丝剥茧地分析，还积极探索日本

反垄断法治变迁对中国的启示，

特别是提出我国应借鉴日本反

垄断法本土化改造的经验。例

如，作者在日本反垄断法适用除

外制度的论述和分析中指出，市

场经济不同阶段的产业政策和

竞争政策之间存在着互动以及

两者对经济发展不同作用的内

在机理。作者中肯地指出，我国

倚重适用除外制度以保障产业

政策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应及时根据产业发展状况，限制

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程度，即

应当强化竞争政策，建立健全我

国市场经济体制和竞争机制，以

保证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模式

平稳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作者还结合我国

学术界热议的问题认真研究了日本在2010年引入

的“禁止滥用优势地位”条款以及2017年对于这个

条款的修订。她认为，我国贸然引入这个条款存在

隐患，应当在明确滥用优势地位行为侵害法益、行

为性质、构成要件、行为类型的基础上，将其引入

我国反垄断法，从而实现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

相衔接，并从根本上解决实践中难以操作的问题。

作者结合日本法就我国反垄断法前沿问题作出解

析，不仅有助于化解我国学术界当前热议的难题，

而且也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借鉴范本。这部著作特

别针对日本政府的行政指导进行诸多讨论。作者指

出，行政指导具有实现政府职能、落实产业政策、实

施宏观调控、加强政府职能的积极作用，具有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和提升大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

积极效应。但是，以政府干预为目的的行政指导也

极易导致行政权力滥用，诱发企业间的卡特尔，其

结果就会损害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作者还

结合日本经验指出，国家应规制行政指导的范围，

明晰违法行为边界，并提出认定行政指导违法性

的各种因素，包括行政指导的目的、内容和方法，

这些建议对遏制我国行政垄断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我国已启动反垄断法修订工作。在修订中，我

们一方面应考虑本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现状，另一

方面也应当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反垄断立法和执

法经验，包括借鉴日本反垄断法进行本土化改造的

经验。这部著作内容翔实、观点精辟、论证严谨，是

我国学术界、政府机关和实务界人士研究反垄断法

极具价值的重要参考书。

□ 法宣

  《理想照耀中国》是由傅东育任总导演，

梁振华任总编剧，王凯、王劲松、靳东、刘奕

君、赵丽颖、章子怡、王一博、佟丽娅等众多

演员参演的系列短剧。

  该剧并非着重讲述某一个阶段的故事，

而是由40个故事组成，每集讲述一组人物的

闪光故事。以不同时期的人物和故事，记录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来团结和引领中国

人民，高擎理想和信仰的火炬，谋求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动人征程。

  该剧将镜头更多地对准历史长河中平

凡而伟大的小人物，他们是积极向上的青

年、独立自强的女性、娇小却无比坚毅的渔

家女，舍小家为大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生在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身份，却为了心中的信

念与理想付出一生，他们不求回报，更不求

被人们记住。

  剧情简介：

  该剧以人物系列短剧的形式呈现，记录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来，不同历史时

期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托起整个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感人故事。整部剧讲述

中国共产党各历史时期的40个人物故事，选

取的代表人物均是中国年轻人中的先进分

子，是党和国家重要历史瞬间的参与者，是

具备照耀他人的能量、有理想信念的追梦

人，从而展现新时代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把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之魂以艺术的形式传递给年

轻一代，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年轻人前行的

精神灯塔。

  《世说刑语：你不能不知道的刑法知识》作者王世洲，北京

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孔子学院院长。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1年

5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的结

项成果，是一部关于刑法的科学普及读物。读者主要是非法

学专业的社会大众，但本书也可以作为专业人士对照检查

自身刑法知识的参考书。本书的内容已经在《法律与生活》

杂志上分48期连载两年发表，现在结集成书。

  本书以通俗易懂地说明现代刑法学的基本概念与基

本理论为宗旨，比较系统地说明了犯罪的基础知识、入罪

知识、出罪知识、特殊阶段知识、刑罚知识、罪名知识，同

时，对公共安全、经济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秩序安

全、国家安全以及刑法未来方面的知识进行介绍，努力引

导人民群众认识刑法科学在法治建设和治国安邦中的重

要作用。

《世说刑语：你不能不知道的刑法知识》

《理想照耀中国》

□ 王晨光

  公共卫生直接关系公众健康，关系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公共卫

生以群体健康为中心，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发挥出巨大作用，如防控

因商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传染病，改善因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的

人类聚居环境及职业环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通过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得知：公共卫生是保障和促

进健康最重要的手段，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

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

  虽然公共卫生和健康的重要性得到了高度的认可，但是作为

公共卫生及其制度基石的公共卫生法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公

共卫生法在医学界和法学界都被边缘化。面对这种局面，劳伦斯·

高斯汀（Lawrence O. Gostin)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投身于并不被学

界和业界看好的公共卫生法研究，以其深厚的法学功底和持之以

恒的毅力，在公共卫生法这一未开垦的处女地辛勤耕耘。春华秋

实，他的辛勤与投入收获了学术研究的累累硕果，《公共卫生法：权

力·责任·限制》无疑是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这一著作是公

共卫生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开创了公共卫生法的

新时代，有力地推动了公共卫生法的学术发展和实践。其要点包括

但不限于下述四个方面：

  其一，高斯汀教授首次在学术界对公共卫生法学作出了科学

定义，为公共卫生法作为卫生法学子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高斯汀教授把人权概念和理论引入卫生法学研究，从所有人都追求的健康权益及其

在法律上体现的健康权出发，构建卫生法学体系。如果卫生法学是以健康权为核心的部

门法学，公共卫生法学就是以公众健康为核心的子学科。这一准确和科学的定义把公共

卫生法与以个体健康为核心的医事法学和以质量安全为核心的健康产品法学（药事法、

食品安全法等）清晰地加以区分。此外，高斯汀教授提出的公共卫生法定义具有开阔的

视野和丰富的内容，包括政府权力与权力控制、预防为主、多元合作、社会正义等多种要

素。这种把公众健康作为核心要素的理论视角，突破了“传统自由主义”仅关注个人健康

权的理论局限，转而更多地关注公众健康，重视个人与其所处的群体的关系，正视在公

共卫生领域经常出现的个人权利与全体权利的冲突。

  其二，高斯汀教授准确地界定了政府在公共卫生法领域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和其他

社会领域不同，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不能缺位。虽然社区、媒体、行业组织等众多主体的

参与和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政府和公立公共卫生机构的主导作用则不可替

代。公共卫生服务是公共产品，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提供和分配。高斯汀教授在明

确政府主导作用的前提下，进一步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目的、边界和条件进行了分析，提

出了依法对政府权力滥用进行控制的理论和制度建议。

  其三，公共卫生规制常常被置于对不同利益进行“取舍”（trade-off)的两难境地之

中。高斯汀教授在分析大量事例和案例的基础上指出，公共卫生法在实施中往往面对

“公众健康”和“公共福祉”与“个人自由”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从而必须在两者间

进行取舍。健康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众健康与个人自由则是不同层面的人

权，孰重孰轻，令人难以取舍。这种权利的冲突、伦理与法律的纠缠、现实与理想的背离

构成了公共卫生法学研究和实践的一大特色。他以此为切入点，对各种权益冲突进行了

类型化的梳理，汇总出详细的在不同领域公共健康与个人权益间冲突的类型，构成了准

确处理公共卫生法权益冲突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南。

  其四，高斯汀教授是运用法律推动公共健康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他在本书中充分论

证了法律在公共卫生领域能够发挥的作用和方式，如通过宪法和行政法规范政府在公

共卫生领域的作用和限制权力滥用，通过侵权法遏制和消除对公众健康造成损害的各

种行为和活动，通过检疫法采取检疫隔离措施控制传染病，通过人权法保障个人隐私和

权利，通过信息法保障公众知情权，通过刑法对造成健康危害的主体进行惩罚等。

  该书虽然是关于美国社会中的公共卫生法，但其独辟蹊径的法理分析、制度设计、运

行路径为我们打开了广阔视野，为公共卫生法打造了一个可以大展身手的舞台。公共卫

生法需要有创新的胆识和扎实的功底，以公众健康权为基石，以公共权力为支柱，不拘一

格，融会贯通众多法学部门，适应社会发展和民众的需求，让法律理性、智慧和机制在公

共卫生领域大显身手。正是在以高斯汀教授为代表的公共卫生法先驱者的推动下，世界

卫生组织近年来也愈发重视法律在推动健康中的作用，呼吁各国公共卫生学界和法学

界专家投入到这一工作之中。就我国而言，卫生法体系的建构刚刚开始，卫生领域的基

本法律才刚刚颁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然是以政策为主导的改革，法律的作用并未充

分发挥。凡此种种，更加凸显出此书对我国公共卫生法发展的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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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随书

  《公共卫生法：

权力·责任·限制》

作者劳伦斯·高斯汀

（美）、林赛·威利

（美），译者苏玉菊、

刘碧波、穆冠群。北

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星火起自南湖，革命红旗漫卷，

回首来路风雨兼，今日江山红遍。

无数先驱远志，再踏征程少年，

无惧前途几多艰，我自岿然如山。

西江月·少年共产党

□ 尚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