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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於探討目前 New Brandeis 運動的浪潮下，我國借鏡歐美經驗，如何能更

有效辨識、審查涉及新興競爭者的垂直結合案例，以保障新興競爭？自 1980 年代以

來，美國競爭法認為垂直整合有助於提升效率和消費者福祉，然而這種觀點在現今

數位市場中存在許多問題，尤其數位市場難以自我修正。惟垂直結合相關的案例已

經較為久遠，難以適用於數位競爭環境。川普政府以來對於合併案加強管控但面臨

更多的質疑，例如 AT&T/Time Warner 案，美國司法部未能阻止系爭事業之結合。法

院在該案中駁回了司法部主張之餘，並未提供明確的新指引，新創事業併購時因而

面臨不確定性。歐美執法機關對於涉及新興競爭者的垂直整合案例都有積極、嚴格

審查之趨勢。Meta/Within 案受到廣泛關注，因為聯邦貿易委員會第一次嘗試用實際

潛在競爭原則來進行審查。儘管聯邦貿易委員會未能成功阻止，惟其損害理論獲得

法院支持。在 Illumina/Grail 案中，聯邦貿易委員會則是重拾了對垂直結合較嚴格的

Brown Shoe 標準否決該併購案。歐洲方面也擔憂 Illumina 有排他性競爭的動機和能

力，否准 Illumina/Grail 案。英國的 Meta/Giphy 案引發關注，因為從該案中可以看到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對於數位市場的垂直結合可進行干預，無論該案是否與英國

有連繫因素或達到結合門檻。我國在新興科技的產業調查上，應有必要在平時就實

施較為全面性之資料蒐集以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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