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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体竞争法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王晓哗 博士

欧
共体条约第 条规定

,

一个

或几个企业如果在共同体市

场或某个领域滥用其市场支配地

位
,

从而损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

该

行为就是与共同体市场不协调
,

应

当予以禁止
。

这说明
,

欧共体竞争

法原则上不惩罚 占市场支配地位的

企业
,

特别是通过合法方式取得了

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
。

然而
,

这样

的企业必须承担一个特殊的责任
,

即不得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

争
,

否则就构成违法行为
。

为使禁止滥用的规定具有可操

作性
,

条约第 条除上述总则性的

规定外
,

还列举出 种滥用行为 直

接或间接强迫接受不公平的购买或

者销售价格
,

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限

制生产
、

销售或者开发新技术
,

损害

消费者的利益 就相同交易采用不

同的交易条件
,

从而使某些交易对

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订立合同

时强迫对方购买从性质或者交易习

惯上与合同标的无关的商品或者服

务
。

这些滥用行为从性质上可以分

为两类
,

一类是剥削性滥用
,

即占市

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因为不受竞争的

制约
,

从而可以向其交易对手提出

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

特别是不合理

的价格
。

另一类是妨碍性滥用
,

即

这些企业为了排挤竞争对手
,

或者

为了将其市场势力不合理地扩大到

相邻市场而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
。

剥削性滥用

剥削性滥用的典型表现是对消

费者和用户索取不合理的垄断高

价
。

竞争理论认为
,

垄断者或者占

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市场优

势
,

非常可能向市场提供比其实际

可能生产的数量少得多的产品
,

而

与此相适应
,

索要与其生产成本相

比不合理的高价
。

因此
,

反垄断法

的任务就是要求这些企业的产品或

者服务的价值保持在与市场竞争条

件下相适应的水平
,

目的是保护用

户和消费者的利益
。

欧共体法院在

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判例
。

然而
,

在对占市场支配地位企

业的价格管制中
,

最大的难题是如

何确定一个正常和有效竞争条件下

的价格水平
。

欧共体委员会和法院

曾提出过各种方案
,

其中比较重要

的是比较产品在事实上的价格和与

其成本相适应的正常价格
。

然而
,

这里的问题是
,

现代大工业企业中

虽然存在着成本构成
,

但在生产几

十种上百种甚至上千种产品的情况

下
,

一般仅在个别的甚至偶然的情

况下才能准确测定某种产品的生产

成本
。

而大多数情况下
,

个别产品的

生产成本仅是一种大致的估算
。

正

是因为对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价

格管制没有很大的成效
,

有些人甚

至怀疑
,

强迫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

业按照竞争条件下的水平制定价格

是否算得上是一个正确合理的方

案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

反垄断法不

再是保护竞争
,

而是成为一种价格

管制和不断引导企业价格行为的法

律
。

妨碍性滥用

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为了维

护 自己的市场地位
,

或进一步加强

其市场地位
,

常常凭借自己已经取

得的市场支配地位
,

妨碍公平竞争
,

其 目的是排挤竞争对手
,

或者妨碍

潜在竞争者进人市场
。

这种滥用行

为可以概括为妨碍性滥用
。

优势企

业所采取的妨碍性滥用手法主要有

以下四种形态
。

一 策略性低价倾销 这里决

定性的是如何识别一个占市场支配

地位企业的合法降价行为与非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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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行 为

。

合法 降 价体 现 了 企业 的 经 是 出 于 排 挤 竞 争 对 手 的 意 图

。

例 行 为

。

因 为 这 种情 况 下 的任 何 销售

济效 益

。

非法 降 价则 是 企 业追 求 垄 如

,

当一 个 企业 刚 刚 研制 出 新 产品

,

都 会 产生 损 失

,

损 失 的 大小 等 于 固

断化 的 表 现
,

其 目 的是 将 竞争 者 从 这 种 产 品以 低 于成 本 的 价格 销 售 就 定 成 本加 部 分 可变 成 本
,

这 部 分 可

市场 上 排 挤 出去
。

因为 企 业在 排 挤 不 是 为 了排 挤 竞争 对 手
,

而 是 为 了 变 成 本 的大 小 取决 于 生 产数 量
。

因

出竞 争 对 手之 后 其产 品 价 格将 会 大 进 人 市 场
。

③ 掠夺 性 定 价 的理 论 是 此
,

占市 场 支 配地 位 的 企业 没 有兴

幅度 上 涨
,

这 种 定价 行 为 也被 称 为 出于 对 静态 市 场 的考 虑
,

即以 市 场 趣 制 定这 种 价 格
,

除 非 是出 于 排挤 一

掠夺 性 定 价
。

欧 共 体法 院 在这 方 面 存 在 着 进人 障 碍 为前 提
。

然 而 在 事 竞 争 者 的需 要
。

因为 排 挤出 竞 争对

基本 接 受 了美 国 经 济学 家 阿 里达 和 实 上

,

如果 一 个企 业 通 过掠 夺 性 定 手 之 后

,

企 业 能够 利 用 垄断 的 有利

特纳 年 提 出的 理 论

,

即 阿里 达 价 将 竞 争者 排 挤 出市 场

,

价 格 至 少 条 件 抬高 产 品 的价 格

。 ”

另 一 个标 一
一

特 纳 规 则 一 就 会 回 升 到 原来 的 水 平

。

这 时 候

,

准 是 低 于产 品 的 全 部 成本

。

对 此

, ·

红哗缨⋯
认 为

,

虽然 从 长 远看

,

产 品 的 价格 必 争对 手 的意 图

。

而 且

,

的 排 挤 市 场 支配 地 位

。

因为 这 种价 格 能 够

须 要补 偿 成 本

,

但在 一 个 短时 期 内

,

意图 也 是有 案 可 稽 的

,

因 为委 员 会 将 市 场上 一 些 与这 一 占 市场 支 配 地

却 不 必 一 定 补偿 其 全 部 成 本

。

然 在该 公 司 的会 议 记录 中 发 现 了

“

烟 位 的 企业 同 样 有效 率 但 财力 较 弱 的

而
,

无 论在 任 何 情况 下
,

产 品 的价 格 幕 弹
”

的字 眼
,

从 而 找 企 业 从价 格 战 中 排挤 出 去
。 ”

根 据

必 须要 补 偿 成本
,

由此 得 出 的结 论 到 的这 一 不易 被 人 察觉 的 排 法 院 的 这一 判 决
,

最 终 被 征

是 如 果 产 品的 价 格低 于 其 可变 成 挤 意 图
。

后来
,

以 其 产品 的 价 收 罚 款 万 欧元
。

本
,

这 个 价格 可 能 就 是 掠 夺 性 定 格超 过 了可 变 成 本为 由
,

向欧 共 体 二 拒 绝 交 易 拒 绝交 易 也 被

价
。

法 院提 起 抗 诉
。

欧 共 体 法 院 在 其 称 为 抵 制
。

典 型 的拒 绝 交 易行 为 就

需 要 指 出的 是

,

掠 夺 性 定价 虽 年 月 的判 决 中 认 可 了 委 员 是 拒 绝 供货

,

例 如

,

一 个 占市 场 支 配

然 在欧 共 体 国家 一 直是 被 打 击 的对 会的 裁 决

。

这 个 判决 的 重 要之 处 是 地 位 的 化工 企 业 拒绝 向 一个 药 品 生

象

,

但 这种 案 例 却不 多

。

这是 因 为 欧共 体 法 院提 出 了认 定 掠 夺性 定 价 产 商 供 应其 生 产 药品 所 需要 的 某 种

① 从企 业 管 理的 角 度讲
,

人 们不 可 的两 个 标准
。

一 个标 准 是 低 于产 品 化 学 原 料
。

拒绝 供 货 有 多 种表 现
,

能 精确 计 算 一种 产 品 的成 本
,

特 别 的可 变 成本
。

对 此
,

判 决 指 出
“

为 例 如
,

一个 占 市 场支 配 地 位的 企 业

是 不能 精 确 计算 商 业 销售 中 一种 商 了排 挤 竞 争者
,

占市 场 支 配地 位 的 同它 迄 今一 直 供 货 的批 发 商 中断 合

品 的 固定 成 本
。

② 在 实践 中
,

企 业 企业 将 其产 品 的 价格 降 到 平均 可 变 同关 系
,

或 者 拒 绝 向新 的 批发 商 供

以 低 于成 本 的价 格 销售 商 品 常常 不 成本 之 下

,

这 种 行 为可 被 视为 滥 用 应 某 种 产 品
。

如 果一 个 占 市场 支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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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的 企 业 意图 进 人相 邻 市 场

,

如 段 的第 三 方 企 业 的 经 营 活 动

。

例 买 方 因进 货 价 格不 同 而 获得 不 同 的

一个 占市 场支 配 地 位的 钢 铁 企业 意 如

,

一 个 占市 场 支配 地 位 的企 业 如 交 易 机会

,

直接 影 响 到他 们 之 间 的

图进 人 汽 车制 造 业
,

它 就 可 能拒 绝 果 拒 绝 向一 个 药 品生 产 商供 应 其 生 公 平 竞争
。

而且
,

同 一产 品 的 不 同

向市 场 现 有 的汽 车 制造 企 业 提供 生 产 中 所 需要 的 某 种化 学 原料
,

这 个 批 发 价会 直 接影 响 到 零售 价
,

而不

产 汽车 的 特种 钢 材
。

当 然
,

拒 绝 供 药 品 生 产商 就 可 能被 排 挤 出市 场
。

同 的 零售 价 则 直接 影 响 到消 费 者 的

货 有时 是 出 于 法律 的 原 因
。

例如
,

这 种 情 况下
,

拒绝 供 货 行为 就 成 为 利 益
。

因 此
,

价 格 歧 视行 为 也 会损

一个 占 市 场支 配 地 位的 企 业 因为 签 进 人 市 场的 障 碍
。

害 消 费者 的 利益
。

订 了独 家 供货 协 议

,

根 据 合 同义 务 欧共 体 委 员会 年 月 关 对 交 易 伙伴 实 施 差别 待 遇

,

这

它 只能 向 某个 企 业供 货

,

而不 能 向 于

一

一 案的 裁 决

,

是 原 则上 属 于 私法 中 的 合 同 自由

。

然

其他 企 业 供货

。

关 于 占 市场 支 配地 位 的 企业 拒 绝 交 而

,

合 法 的 歧视 行 为 或者 差 别 待遇

拒 绝 供货 对 市场 竞 争 的影 响 是 易 的 重 要案 例

。

委员 会 想瓤热霉糠舞兹慈夔姗薇臻舞姗辗熟

显而 易 见 的
。

这 表现 在 ①生 产 商 的裁 决 指出
,

和 崔襄舞羹龚攀瀚 憋继 毓 撇 瀚碳 腾髦 遴 鹭熬 斌麟 黯蘸 翻

通过 拒 绝 供货 的 方式
,

可 以强 迫 批 利 用 它 们在 原 材 料市 场 藻攀握 理 蒲轰爹麦翔鳌输醚惹澎澎鬓凿谬翼夔握缎 臀 馨豁 羹易

发商 或 者 零售 商 按其 规 定 的价 格 销 的支 配 地位
,

封 锁 夔薰弊黔 撰然 彝 黝撰 娜 鬓珊 襄撰鹭薰夔搬 鬃 蘸巍薰 黝

售商 品
,

从 而 限 制 了批 发 商或 者 零 取 得 原 材料 的 渠 道
,

目 羹镌 蒸播喂撇勇夔霞蒸麒 爵酬艘 翻燕 辍 撇姗 渊 蒸摧鬓黝

售商 之 间 的价 格 竞争
。

而 且

,

在 实 的 是 排 除药 品 生 产市 场 薰藻瀚麟撼麟瀚 澎嫩巍 署 髓辍 淤 麟教 髓 缚涟 麟盛 嘿 】,

践 中

,

拒绝 供 货 是卖 方 在 买方 不 遵 的 竞 争

,

这 就 构 成条 约 澎 撇 蘸 耀 鑫耀 鬓蒸羹羹摹摹黔鬓潺 黝 羹撇 嘿黝 黔 纂 黝黝

守转 售 价 格的 情 况下 所 使 用 的最 有 第 条 意 义 上 的 滥 用 巅 掣 薰 黔鹭 骤 翼麒 蒸缎 蒸绷麟 缪麟 翼

力武 器

。

② 拒 绝 供货 可 以 推动 建 立 市 场 支 配地 位

。

委员 会 喂逻 竺置竺兰兰笠至兰士兰笠士兰竺兰兰兰兰 笠兰士士兰宜兰全竺竺置 竺剑

封闭 性 的销 售 网 络
,

从 而 构成 新 的 要 求 和 停 止 其违 法 行 为
,

的 前提 条 件 是
,

被 歧视 者 存 在着 选

成本 低 廉 的销 售 制度 进 人 市场 的 障 即 强 迫它 们 向 提供 原 材 料
。

此 择 自 由
,

即 市场 上 存 在着 竞 争
。

例

碍
。

例 如
,

欧 共体 成 员 国在 世 纪 外
,

委员 会 还 向这 两 个企 业 征 收 了 如
,

购买 者 向 生产 商 购 买原 材

年 代引 人
“

超 级 市场
”

这一 销 售 罚 款
。

这 个 案 例说 明
,

虽 然 根 据私 料 或者 半 成 品的 时 候
,

如 果 必须 支

方 式 的 时候

,

拒 绝供 货 曾起 到 限 制 法 中 合 同 自由 的原 则

,

一 个 企 业有 付 高于 其 他人 的 价 格

,

他 就 会转 向

竞 争 的 消极 作 用

。

③ 限 制 消费 者 的 权 决 定 与某 个 企 业 交 易或 不 交 易

,

其 他生 产 商 购买 商 品

。

然 而

,

如 果

购 买 渠 道

。

例 如

,

一 个 占市 场 支 配 但 是

,

如 果 企业 拒 绝 交易 是 为 了加 生 产 商 在 这 个 市场 上 取 得 了 支

地 位 的 供货 商 如 果拒 绝 按 照较 低 的 强 其 市场 支 配 地位

,

这种 行 为 就违 配地 位

,

而 且 出 于经 济 原 因

,

购买 者

批 发 价 将 日用 商 品销 售 给众 多 的 零 反 了 条约 第 条
。

必 须 向 生产 商 购 买这 种 原材 料

售 商
,

而是 按 照 较高 的 价格 选 择 性 三 价 格歧 视 根据 欧 共 体条 或者 半 成 品 的时 候
,

购 买者 就 没

地 销 售 给个 别 零 售商
,

这不 仅 会 给 约 第 条
,

一个 占市 场支 配 地 位 的 有选 择 其 他产 品 的 自 由
。

在 这种 情

消 费 者 带来 不 便
,

使 他 们不 得 不 接 企 业 如果 对 于 相同 的 交易 采 用 不 同 况下
,

如果 购 买者 以不 利 的条 件

受 质 量 低 劣 的 销 售 服 务 和 售 后 服 的 交 易条 件

,

由此 使 某些 交 易 对手 购买 了 商 品

,

他 在 同行 业 的 竞争 中

务

,

而且 得 为 质量 相 同 的 日用 消 费 处 于 不利 的 竞争 地 位

,

这 种 行 为就 就会 处 于 不利 的 地 位

。

例 如

,

一 个

品多 付 价款

。

然 而

,

对 于一 些 有 着 构 成 滥用 行 为

。

在 实 践 中

,

最 严重 加 油站 的 供货 商 只 是在 其 供 货的 某

特 殊 性 能或 者 高科 技 的 产 品

,

供 货 的 歧 视行 为 是价 格 歧 视

,

即 卖 方对 个地 域 大 幅度 降 价

,

这 就 可 能在 这

商 品 的选 择 销 售 则会 消 费者 带 来 好 购 买 相同 等 级
、

相 同 质量 货 物 的买 个地 域 排 除竞 争 对 手
。

因 为 这种 价

处
,

因 为这 种 销售 可 以 向消 费 者 提 方 要 求支 付 不 同的 价 款
,

或 者 买方 格歧 视 影 响 到行 为 人所 处 市 场的 竞

供 质 量
、

价 格 和销 售 条 件稳 定 的 商 对 于 提供 相 同等 级
、

相 同质 量 货物 争
,

在 美 国的 反 垄断 理 论 中
,

这种 竞

品
,

从而 可 以 使供 货 商 达到 最 大 的 的 卖 方支 付 不 同的 价 款
,

从 而 使相 争 被称 为 一 线 竞 争
。

销 售 量
。

④ 限 制 处于 上 下游 生 产 阶 同 产 品的 卖 方 因销 售 价格 不 同 或者 或 称 横 向竞 争
。

此 外
,

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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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也可对交易对手所处市场的竞

争带来不利的影响
。

例如
,

一个生

产商对大型超级市场的批发价大大

低于对小型零售商的批发价
,

这就

使小型零售商在与大型超级市场的

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

这种市场

竞争也被称为二线竞争
。

美国

年的 鲁滨逊 一 帕特曼法 》就是对

年代经济萧条中出现的跨地区

连锁店的反映
。

人们当时普遍认

为
,

连锁店侵犯了中小零售企业的

利益
。

然而
,

一个价格歧视行为如

果是出于成本的考虑
,

例如在大型

超级市场进货的时候
,

生产商出于

节约销售成本的考虑
,

给予它们较

小型零售商更大的价格折扣
。

这种

价格歧视行为对于中小零售企业虽

然是不公平的
,

但在经济上是合理

的
,

因为这有利于提高生产商的经

济效益
。

在实践中
,

价格歧视行为

往往同时存在着成本的因素和市场

势力的因素
,

从而使反垄断政策陷

于效率与公平的冲突之中
。

人们一

般认为
,

实施价格歧视的企业的市

场势力越大
,

价格歧视对市场竞争

的危险性也越大
。

欧共体委员会 年关于霍

夫曼 一 拉罗赫一案的裁决是关于价

格歧视的一个重要案例
。

在这个案

件中
,

拉罗赫公司给予交易对手的

价格折扣不是根据对方的购买数

量
,

而仅是因为他们完全从 自己的

公司购买维他命产品
。

此外
,

该公

司还要求客户与之订立附加条件的

合同
。

根据这些合同
,

买方有义务

仅从拉罗赫公司购买产品
。

欧共体

委员会谴责霍夫曼 一 拉罗赫公司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
,

因为那些不在该

公司购买其全部维他命产品的客户

不能得到该公司的优惠
,

或者仅得

到很少 的优惠
。

委员会 的裁决指

出
,

拉罗赫公司通过价格歧视行为

捆绑客户
,

堵塞竞争者的销售渠道
,

这种做法不仅加强了它的市场支配

地位
,

而且也不正当地妨碍了竞争

者
。

委员会因此裁定该公司违反了

欧共体条约第 条
。

四 搭售 欧共体条约第

条规定
,

如果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

业在订立合同时
,

强迫交易对手购

买从性质上或者从交易习惯上均与

合同标的无关的产品或者服务
,

这

种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

为
。

在实践中
,

这种行为也被称为

搭售
。

搭售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将市

场支配地位扩大到被搭售产品的市

场
,

或者妨碍潜在的竞争者进人市

场
。

例如
,

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

计算机企业要求客户在购买计算机

的时候
,

必须同时购买计算机软件

产品
,

由此便可 以将其在计算机硬

件市场 的支配地位扩大到软件市

场
,

或者将其在软件市场的竞争者

排挤出市场
,

或者阻碍潜在竞争者

进人软件市场
。

然而
,

尽管如此
,

搭售行为也并

不总是违法行为
。

因为在市场交易

中
,

卖方可能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动

机进人搭售
。

例如
,

将鞋子和鞋带

一起出售不仅可 以节约销售时间
,

而且对消费者也是有利的
。

在出售

机器和设备的时候
,

特别是出售高

科技产品的时候
,

生产商要求购买

者一并购买他们提供的零部件或辅

助材料有时也是合理的
,

因为这有

利于产品的安全使用
,

或者提高产

品的使用寿命
,

从而有利于提高企

业的信誉和商品的声誉
。

因此
,

判

断一个搭售行为是否合理
,

应当考

虑以下因素 第一
,

搭售是否出于商

品的交易习惯 第二
,

被搭售的商品

若分开销售
,

是否有损商品的性能

或者使用价值 第三
,

搭售企业的市

场地位
。

如果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

业通过搭售将其市场支配地位扩大

到另一市场上
,

例如电信服务企业

通过搭售电信终端产品
,

可 以将其

在电信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扩大到

电信终端设备市场
,

从而将电话机
、

传真机等生产企业排除出市场
。

欧

共体法院 年关于 的判决

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
。

竹 作

为比利时国有电信垄断企业
,

企图

将国家授权的电话电报服务垄断扩

大到竞争性的电信设备市场如电话

机
、

电报机
、

传真机等通讯设备领

域
。

案件之所以具有典型性
,

是因为电信业作为具有网络特征的

行业长期被视为 自然垄断
。

然而
,

同电力部门的垄断一样
,

欧洲电信

企业享有的垄断权事实上远远超过

了它们应有的合理程度
。

随着科技

的发展
,

网络部门的垄断权在近几

年 已经成为这些部门的障碍
。

因

此
,

这些部门扩大垄断权的行为更

是被视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

欧共体竞争法中禁止的搭售首

先是一种不合理的安排
。

如果为了

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
,

要求买

方购买一定的配套产品不应当属于

禁止之例
。

其次
,

违法的搭售行为

必须具有严重的反竞争后果
,

即通

过搭售会加强企业 的市场支配地

位
,

从而给市场竞争带来显著的不

利影响
。

在识别一个搭售行为是否

具有反竟争后果时
,

应当考虑搭售

的 目的
、

企业的市场地位
、

相关的市

场结构
、

商品的特性等许多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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