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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产品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是一种完全的公共产品。
知识产权的本质是通过界定知识产品的所有权从而使得作为公共产品的知识产品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
提供出来，并克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所必然会带来的弊病，这是科斯经济学的典型应用。
在各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专利制度与技术创新关系最为密切。
专利制度并非没有代价，但是在提供实用性技术方面，专利制度总体上优于政府资助，是一种次优的
制度。
但是，专利保护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远不如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
以外部性经济理论和公共地悲剧理论为基础的经典专利经济学有严重的缺陷。
从有形财产中归纳出来的公共地悲剧理论，并不能够简单地照搬到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当中。
知识产品的完全非竞争性，使得知识产品没有拥堵和过度使用的问题，“过多的使用”并不会导致知
识产品本身的耗损。
因而知识产权的设立没有一般有体物财产权设立所具有的静态效益——减少财产的过度使用与耗损。
知识产权的设立只有动态的收益——促进其提供。
对于有体物财产来说，由于其竞争性的特征，在缺乏财产权保护的情况下，生产者一无所得，必然会
面临完全没有提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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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专利保护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远不如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
以外部性经济理论和公共地悲剧理论为基础的经典专利经济学有严重的缺陷，从有形财产中归纳出来
的公共地悲剧理论并不能够简单地照搬到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当中。
在当代的很多高科技领域，复杂产品是常态，每一个产品的生产都很可能包含大量的知识产权。
过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会带来严重的反公共地悲剧的问题，造成知识财产得不到充分使用，损害企业的
正常生产和研发，出现严重的专利丛林问题。
因而当今美国的高科技界普遍呼吁美国政府相对弱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美国的司法界最近也顺应了这一潮流。
无论是后起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均有意地放松本
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方便本国企业合法地模仿外国技术。
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成为当时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自
主创新能力培养的障碍。
日本与韩国的许多赶超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当时相对宽松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紧密相关。
在当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大幅度提高的时代，日本与韩国的许多成功经验已无法效仿，中国的技术追
赶必须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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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学界利用外部性经济理论、公地悲剧理论，普遍夸大知识产权保护对科技创新
的促进作用。
以阿罗和诺德豪斯为代表的经典专利经济学，代表了这种学术倾向。
根据外部性的经济理论，由于知识创新的正的外部性经济效应，创新者只能获取创新收益的一小部分
，必然导致创新投入的不足。
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使得创新者能够获取更大程度的创新社会收益，减少了研发创新的外部性从而
必然会促进创新投入的增加，促进科技的进步。
另外一批经济学家对于这种理论深表怀疑，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的企业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除了医药、化学品等少数几个产业以外，即便没有专利保护，绝大多数的技术创新仍然会
被提供出来，专利制度对于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远没有经典专利经济学所认为的那么重要。
尽管这些实证调查研究的成果并没有阻挡美国在1980年代以后出台一系列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政
策，但是它确实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1970年代末，斯蒂格利茨等人发展出了专利竞赛理论，指出了经典专利经济学假设前提的错误。
经典专利经济学假设只有唯一的个人或企业具有某种创新能力，根据外部性经济理论，知识创新的外
部性效应必然导致创新投入的减少，由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所带来的创新者所占社会收益份额的增加必
然会导致创新投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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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国内学术界重新对知识产权问题加以关注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这个时期是我国私人财产权复兴的时期，也是国际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时期。
国内经济学界对知识产权合理性的论证，主要是借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公共地悲剧理论
。
根据这些理论，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是强有力，就越是有利于知识与技术的创新。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那些在发达国家适用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也就是说，大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既然能够促进发达国家的知识与技术的进步，也同样能够加快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进步与追赶。
私人产权复兴与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特殊时代背景，加上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部压力，极大地影响了我
国学术界在知识产权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导向，极力强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创新的激励作用成为
某种潮流。
根据对知识产权发展史、知识产权经济学史的探究，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国外，相当多的
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持怀疑的态度，极力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作用的主要
是法学界、律师界；而在国内，这种情况恰好相反，主流经济学界根据外部性经济理论和公共地悲剧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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