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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概述本會陳副主任委員於 111 年 6 月 3 日至 4 日出席由美國南加州大學「USC 

Gould 法學院跨國法律暨商學法學中心」（USC Gould School of Law's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以及「USC Marshall 數位競爭行動」（USC Marshall Initiative 

on Digital Competition）共同資助舉辦之「USC 全球競爭法思想領袖研討會」（USC Global 

Competition Law Thought Leadership conference）」會議情形，其中含各場次議程摘要，以

及本會陳副主任委員於會議中擔任專題演講人之報告情形，末對於本次會議參與情形

提出心得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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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目的 

本會陳志民副主任委員獲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邀請，出席於本（111）年 6月 3日至 4日由「USC Gould法學院跨國法律暨商學

法學中心」（USC Gould School of Law's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以及「USC Marshall數位競爭行動」（USC Marshall Initiative on Digital Competition）

共同資助舉辦之「USC 全球競爭法思想領袖研討會」（USC Global Competition Law 

Thought Leadership conference）」實體會議並擔任專題演講人（keynote speaker）。

本研討會係針對當前熱門的競爭法議題進行研討，並邀請美國西岸及亞太地區學界、

法界及政府官員參與，本屆會議為創始會議（inaugural meeting），主辦單位期望本

會議能成為美國及亞太地區年度具代表性的會議。 

貳、 會議過程 

一、陳副主委於 6 月 2 日啟程經美國舊金山轉機，並於美西時間 6 月 3 日抵達洛杉磯

與會。途中，外交部駐舊金山辦事處協助通關轉機，駐洛杉磯辦事處則協助通關

轉機、接機、入住飯店及安排離境 PCR檢測等事宜。 

二、研討會首日於洛杉磯當地時間 6月 3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首先由研討會主席 USC 

Gould法學院教授 Daniel Sokol先生及共同主席加拿大 Analysis Group經濟學家

兼副總裁 Marissa Ginn 女士代表主辦單位歡迎與會講者，隨即進行當天之議程，

略以： 

(一) 第 1場專題演講 

由現任美國司法部刑事執法副助理檢察總長（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Criminal Enforcement,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Richard Powers 先生進行專題演講，主題為「有效反托拉斯

執法：未來即當下」（Effective Antitrust Enforcement: The Future Is Now）。

演講內容首先強調有效執法（effective enforcement）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美國司法部在此原則下，近年來對於市場勾結（collusion）的刑事追訴遍及

各個產業，並佐以包含勞動市場、政府採購及針對國際卡特爾執法等在內的

具體執法績效。演講最後以建立「透明、可預測及可近政策」（transparent, 

predictable and accessible policy）、「積極主動執法」（ proactive 

enforcement）、「積極主動遵法」（proactive compliance）、「訴訟能力的提

升」（increased litigation capacity）、「法定執法工具的充分運用」（full 

utilization of statutory tools ）、「 互 補 的 民 事 與 刑 事 執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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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mentary civil and criminal enforcements）等未來執法目標作為

結束。 

(二) 第 1場次議題：「全球結合：我們將何去何從？」（Global mergers: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本場次由 Pinterest 公司律師 Michele Lee 女士擔任主持人，從與談人

（分別來自澳洲、美國、韓國及印度等國家）各自執法領域，來討論對結合

案件的執法目的、要求及方法等的差異及問題。雖然各與談人所提論點不盡

相同，但一個共同關切的主題即是全球結合審查及策略的不確定性，特別是

中國的結合審查程序，不僅審查時間長，對於所附負擔是否有效，似乎也不

是很在意。該不確定性將對結合事業產生相當衝擊，如結合誘因的降低，連

帶也對市場競爭與創新帶來負面的影響。 

(三) 第 2場次議題：「卡特爾」（Cartels） 

本場次討論的議題包括歐洲、美國及亞洲近來對於卡特爾行為的執法現

況及比較。延續上一場次關於「結合」的討論，本場次與談人都強調執法原

則透明性與確定性的重要，以及不確定執法對事業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另外，與談人亦就美國於 2022年 4月所修正的寬恕政策處理原則（leniency 

program guidance）進行廣泛討論。此次修正的主要目的在提升該政策的明

確性，提供事業更具體的申請原則，另外，也加重未來政策申請人的合作責

任，包括支持政府在未來所提起的民事訴訟等。 

(四) 第 2場專題演講 

本場次由本會陳副主委擔任專題演講人，以「數位時代下的競爭法執法: 

挑戰、對策與臺灣經驗」（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Countermeasures and Taiwan’s Experience）為題，發表了

30 分鐘的英文專題演講，並進行 10 分鐘的問題詢答。其首先以相關研究機

構的統計分析數據為例，介紹我國高程度的數位化環境，如手機使用率、上

網普及率等均名列全球前段班，以及政府如何有效利用此一數位化環境來控

管 Covid-19疫情，成為世界各國學習的典範之一，也讓全世界看到了我國傲

人的科技實力。不過，身為國際村的一份子，各國所面臨因數位化及快速科

技進展所帶來的競爭法問題，我國也無法置身事外，陳副主委接續以本研討

會所設定的討論主題為軸，介紹並分析我國公平法及本會在這些議題上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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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展及執法作為。陳副主委特別就本會目前正在處理的電信事業結合案、

花旗銀行的「不挖角協議」案及 Foodpanda「店內外一致價」案等對我國公

平法所帶來新的執法議題與挑戰，以及本會在各該案件的執法理論基礎詳加

說明。演講最後並分享本會最近所完成的「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初稿。

除擇要說明白皮書的議題及本會的執法經驗與未來執法方向外，也就白皮書

最後所揭示本會對數位經濟競爭議題「在地連結」、「建構市場可競爭性」、「議

題導向」（issue-driven）執法原則、「強化國際合作與國內協作」及「提升

數位執法能力」等執法立場加以說明。 

(五) 第 3場次議題：「反托拉斯智慧財產權議題的現在狀態與未來」（The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of Antitrust IP Issues） 

本場次主要探討反托拉斯法如何處理智財授權所產生之競爭議題，與談

人多為執業律師與知名企業智財部門負責授權業務之高階經理人。雖然此一

議題存在已久，但與會者均認為關鍵的爭點，如「標準必要專利」的制定過

程及 FRAND 授權原則該如何判斷授權條件是否符合「公平」、「合理」及「非

歧視」的要求等，都仍存在著分歧。與談人分別從自己的實務經驗提出此一

見解的分歧會如何影響企業的創新與競爭，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六) 第 4 場次議題：「數位平臺：近期的反托拉斯案件及已研擬/頒布的法規」

（ Digital Platforms: Recent Antitrust Cases and Proposed/Enacted 

Legislation） 

本場次針對近來各國針對科技巨擘所制定或正在研擬制定的相關管制法

規進行意見交流及討論，包括歐盟的「數位市場法」及美國國會所提出且目

前正在審議中的幾項法案。各與談人與談內容一再出現的關切議題即是這些

立法所創造出來的高度執法不確定性，將對數位經濟下事業的創新發展與競

爭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而在立法者對這些管制法規中的相關管制門檻規定，

如「守門員」標準的選擇，尚無法從市場競爭的觀點提出具有說服力的理由

之前，對這類的立法都應持較為謹慎保留的態度。 

(七) 主辦單位於當日下午 5 時 30 分至晚間 8 時 30 分於南加大校園內設晚宴款待

與會講者。 

三、研討會第二天於 6月 4日上午 8時 30分開始，內容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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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5 場次議題：「反托拉斯議題與政治的交錯」（The Intersection of 

Antitrust Issues and Politics） 

本場次探討反托拉斯法執法與政治運作間之互動與緊張關係。與會者提到

了最常受到討論的以反托拉斯法（競爭法）處理「價格哄抬」（price gouging）

（美國與談人），以及將創設「國家隊」作為競爭法結合審查正面考量因素（墨

西哥與談人）等對反托拉斯法所帶來的執法風險與問題。另外，對於近來受到

關注的以反托拉斯法來處理勞工問題的主張，本場次與談人都認為這不是一項

正面與值得肯定的發展，反托拉斯法應儘可能和非涉競爭法的政治議題脫勾。 

(二) 第 6場次議題：「媒體領域的競爭」（Competition in the Media Space） 

本場次討論數位平台媒體市場中的競爭議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Christopher Knittel 先生首先從競爭及競爭法的觀點切入，探討數位媒體與

傳統媒體市場間的不同，包括「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程度

遠高於傳統媒體，另外，不同媒體服務間的替代性高。部分與會者則進一步指

出，數位平台媒體間的「互補性」也有愈來愈高的趨勢，例如消費者為了看到

不同電影製片公司所發行以及授權於不同平台的電影，同時訂閱 Netflix, 

Disney, Amazon等數位影音平台服務的情況愈來愈普遍。與談人同時也談到，

「觀念」或「想法」的分享與擴散對於民主發展雖具有重要性，但反托拉斯法

或競爭法處理這類議題的切入點，仍應從「市場」的角度出發，重視競爭對創

新誘因的重要性，「觀念市場」（market of idea）和「創新市場」（market of 

innovation）二者在競爭法下應等同對待。在此概念下，與談人分別就「自我

偏好」、「隱私」、「數據（資料）分享」、「雙邊（多邊）市場理論」的運用等議

題提出看法進行討論。 

四、陳副主委於 6 月 5 日從洛杉磯搭機，經舊金山轉機並於臺灣時間 6 月 6 日返國。 

參、 心得與建議 

此次會議邀請來自美國西岸及亞太地區學界、法界及政府官員等與競爭法有

關人士參與，目標在成為美國及亞太地區在競爭法及競爭政策領域具有代表性的

會議。本次陳副主委獲邀出席此會議並擔任專題演講人，除了可促進本會與上述

地區競爭法主管機關、學術界及法律界從業人員間的實質交流，亦代表本會在競

爭法執法上的努力與表現已深獲國際競爭法社群之肯定，對於提升我國在競爭法

執法的能見度與影響力甚有助益。且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各國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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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情傳播之風險，相關交流活動多改以視訊會議方式舉行，陳副主委在兼顧拓

展我國國際空間及國內防疫規定之考量下出席本次會議，實屬難能可貴。 

本次會議係由主辦單位提供陳副主委機票及住宿補助，建議未來在時間及經

費許可的前提下，本會同仁能持續參與此類國際研討會，擴大我國國際參與空間

並與各國代表就最新競爭法議題進行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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