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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 8 月 21 日會議   文件編號：CSD/EDC/6/2006 

 

策略發展委員會 

經濟發展及與內地經濟合作委員會 

 

競爭政策檢討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介紹競爭政策檢討委員會(檢討委員會)的主

要檢討結果，有關報告已於七月四日發送與各委員。檢討委員

會的建議撮述於報告第 2 節。 

 

背景 

 

2. 財政司司長在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財政預算案》演辭

中宣布，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競諮會)將會委任一個獨立委員

會，檢討現行的競爭政策及競諮會的組成、職責和運作。二零

零五年六月，檢討委員會成立，成員名單見報告附件 A。檢討

委員會的權責如下 ─ 

 

z 檢討競諮會的組成、職責和運作，包括競諮會處理

競爭相關事宜和投訴的機制和方法；以及 

 

z 檢討政府的競爭政策和實施情況。 

 

目前情況 

 

3. 二零零六年六月底，檢討委員會向競諮會提交報告，而

競諮會決定早日將報告發表，供市民參閱。政府將仔細研究檢

討委員會的建議，務求根據報告和政府初步認為競爭政策的未

來可行方向，制定公眾討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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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委員會所研議的事項和主要檢討結果摘要 

 

4. 檢討委員會研究了世界各國在制定和應用競爭法方面的

經驗，又邀得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競爭法例專家分享經驗。檢討

委員會也審視了香港電訊業和廣播業規管競爭的制度。 

 

5. 檢討委員會主要集中討論以下事項 ─ 

 

(a)  是否需要立法配合和強化香港現行的競爭政策；以

及 

 

(b)  規管競爭的架構和競諮會在新規管機制下所擔當的

角色。 

 

配合香港現行競爭政策的法例 
 
6. 檢討委員會在審議是否需要立法配合競爭政策時，認為

無論引進任何新模式，均須符合競爭政策的一貫目標 ─ 提高

經濟效益和促進自由貿易，從而惠及消費者。競爭政策不應著

眼於針對或特別照顧個別行業，或人為地刺激或引進競爭，而

應在於加強營商及消費者信心、改善本港營商環境以促進企業

和市場發展。 

 

7. 檢討委員會審視本地和海外的競爭規管模式後，最終認

為規管機制如沒有適當的法律作為後盾，則難以有效打擊反競

爭行為，故建議引入新的競爭法例，而該法例 ─ 

 

z 不應人為地引入競爭，反應防止任何人進行指定類

型的反競爭行為，並判以懲處； 

 

z 不應針對「自然壟斷」的情況
1
或合併收購(併購)活

動，干預市場運作或特別照顧某些行業； 

                                                                                                                                                                          

1 在經濟學上，當規模經濟效益致令整個行業的產出由單一企業供應有著巨大成本優

勢時，「自然壟斷」便會產生。由於在個情況下「自然壟斷」的出現純粹是市場力

量使然而並不涉及任何反競爭行為，檢討委員會認為建議的競爭法不應針對這種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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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應適用於各行各業，而非單單針對某些行業或界

別；以及 

 

z 應容許基於公共政策或經濟理由作出豁免。 

 

8. 關於新法例所涵蓋的反競爭行為，檢討委員會建議參照

現有的競諮會指引所列的指定類別行為釐定，即 ─ 

 

z 操縱價格 

 

z 串通投標 

 

z 分配市場 

 

z 設立銷售及生產限額 

 

z 聯合抵制 

 

z 不公平或歧視性的準則 

 

z 濫用市場支配地位(例如掠奪式定價)。 

 

9. 這些行為必須證明有扭曲正常市場運作的意圖或效果，

方會受到懲處。另須訂立詳細指引，解釋有關罪行可能涵蓋的

範圍，並就如何避免違反新條文的規定向商界提供意見。檢討

委員會亦建議，新法例在現階段不應規管「自然壟斷」的情況

或併購行為。 

 

規管程序 
 
10. 檢討委員會在研究建立有效的規管框架時，認為有關規

管機構須具有調查權力，對可能涉及反競爭的行為進行全面及

公平的調查。新法例須訂立具阻嚇性的懲處，並設立適當制衡

(包括上訴途徑)，以防規管權力被濫用。規管機構也須推行各

項教育和宣傳計劃，使公眾認識公平競爭對市場力量正常運作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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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機構 
 
11. 檢 討 委 員 會 建 議 成 立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 (Competition 
Commission)作為執行新法例的規管機構，由一管理局及旗下

一全職行政機構組成。檢討委員會研議過競爭事務委員會應否

在調查之餘，同時負責審理和懲處可能涉及反競爭的行為，也

討論過應否設立競爭事務審裁處(Competition Tribunal)審理個

案和判以懲處，最後建議政府認真考慮設立競爭事務審裁處。

檢討委員會亦建議，所有懲處，不論最終由競爭事務審裁處抑

或競爭事務委員會判定，應只限於民事懲處。建議的規管程序

見報告附件 D 圖。 

 

競諮會的職責 
 
12. 檢討委員會討論過如何強化競諮會的組成和職權，讓競

諮會以更有力的指導方式處理投訴和評估個別範疇的競爭情

況。然而，檢討委員會認為，由於報告建議制定有法定效力的

規管制度，而根據制度成立的競爭事務委員會將接手競諮會的

工作，故暫時無需就競諮會日後的職責提出任何建議。 

 

未來方向 

 
13. 檢討委員會認同，競爭規管事宜較為複雜，必須向公眾

清楚解釋採納建議模式的利弊。儘管部分有關人士支持設立競

爭規管機制，但部分例如來自商界的其他人士則持保留意見，

憂慮跨行業競爭法例可能會影響本港的營商方式。 

 

14. 因此，檢討委員會建議在決定是否草擬競爭法前，應進

行全面而廣泛的諮詢，鼓勵市民參與討論。過程應透明公開，

通過舉辦論壇和工作坊等活動，盡量接觸代表不同方面權益的

有關各方，確保收集到的意見，足以代表整體社會的意見。政

府同意檢討委員會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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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計及擬備諮詢文件和籌辦活動所需的時間，我們預計諮

詢程序可在二零零六年最後一季展開。 

 

 

 

 

經濟發展及勞工局 

2006 年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