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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时建中，1964年生，河北康保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作为中组部第六批援疆干部担任伊犁师范学院党委常委、副
院长，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兼图书馆馆长，中国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CCCL）主任。

http://msjjfxy.cupl.edu.cn/index.htm
http://msjjfxy.cupl.edu.cn/szdw/mfyjs.htm
http://msjjfxy.cupl.edu.cn/szdw/jjfyjs.htm


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工信部
法律顾问、《电信法》起草专家组副组长、商务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贸易与竞争政策议题谈判专家咨询组成员（召集人）、中国通信
学会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与法律委员会主任，曾任国务院法制办反垄断法修改审查专家小组专家。

 

二、获奖信息

曾获司法部“九五”期间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司法部法学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青年

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届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北京高校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三等奖等奖励；2006年被

评为第二届中国政法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之一。

 

三、学术成果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司法部等纵向项目，科学技术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委委托项目三十余项；出版
专著及参与编写著作、教材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报刊评论八十余篇。代表性成果有：

Merger Control in China, 2018 Edition, LexisNexis；

《互联网产业的反垄断法与经济学》，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反垄断行政执法典型案件分析与解读》时建中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反垄断诉讼典型案件分析与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经济法基础理论文献辑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三十一国竞争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反垄断法——法典释评与学理探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公司法原理：精解、案例及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可转换公司债法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反垄断法十周年：实施成效与强化方向》，《光明日报》2018年07月29日；

《<反垄断法>实施十周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8年第8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B3%95%E5%AD%A6%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4%BF%E6%B3%95%E5%A4%A7%E5%AD%A6


《著作权内在利益平衡机制与反垄断法的介入——美国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制度的启示》，《法学杂志》2018年第2期；

《原则性禁止转售价格维持的立法正确性及其实施改进》，《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1期；

《论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兼论反垄断法在管制型产业的适用》，《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7期；

《选择性分销协议的竞争效果分析》，《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4年第7期；

《论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中的监督受托人——欧美的经验及借鉴》，《河北法学》2014年第5期；

《对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机制和体制的延伸思考》，《中国物价》2013年第11期；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宽恕制度的完善》（英文），《China Legal Science》2013年第4期；

《<反垄断法>中相关市场的含义及其界定》，《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技术标准化过程中的利益平衡——兼论新经济下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互动》，《科技与法律》2008年第5期；

《反垄断法中的准司法制度构造》，《东方法学》2008年第3期；

《我国<反垄断法>的特色制度、亮点制度及重大不》，《法学家》2008年第1期；

《反垄断法草案应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规定》，《新华文摘》2007年第21期；

《私人诉讼与我国反垄断法目标的实现》，《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6期；

《电信市场发展与竞争立法关系：国外的经验及启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春季号；

《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

《论关联企业的识别与债权人法律救济》，《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四、学术贡献

在竞争法及数字经济法等方面，主要学术观点及贡献包括：

1.以国务院法制办反垄断法修改审查专家小组专家身份直接参与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活动。在《反垄断法》施行之后，作为国务
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积极推动反垄断法的实施，为许多重大案件的行政执法提供咨询意见。

2.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过程中，就相对优势地位、互联网专条等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分享到：

3.深入研究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的定位，积极推动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深度参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设计和实践。

4.就数字经济立法提出并呼吁过以下观点：网络技术强化了网络交易程序的刚性乃至程序霸权；因商业模式创新而提升的效率应向消
费者分享；有能力控制交易程序及条件并从中获利的平台应当承担更多法律责任；法律应当更加严格地保护消费者身份数据，确认消费
者行为数据的财产属性并予以保障。

5.在电子商务法立法过程中，草案四审稿将三审稿规定的电商平台违反资质审核和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的“连带责任”改为“相应的
补充责任”，对此，时建中教授公开质疑并呼吁修改，在正式通过时第38条第2款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6.目前以《电信法》起草专家组副组长的身份参加电信法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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