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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为保护创新成果#人们通常只能将其

保留为技术机密或他人无法共享的私有知识#这不但降低了创新效

率#也会增加技术的失传风险%有识于此#本文将专利看做政府向

创新者提供的一种机密交换契约#并借此论证了引入 )事后*专利

保护的合理性'人们为了要获得排他性的专利保护#就必须将其私

有知识公开披露#而这消除了技术失传风险%但只有当专利利润高

于商业机密利润时人们才会申请专利#故专利保护会导致更大的垄

断扭曲%社会最优专利期限就是在机密失传风险和垄断定价扭曲之

间权衡的结果#只要存在技术失传风险#事后最优专利期限就必须

是正的%

关键词
!

机密#专利#泄密#失传

一!引
!!

言

"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通信作者及地址'寇宗来#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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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基地重点

项目!

6+J"##Edd>EC#!"#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
L!#!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以及复旦大学

)

CDA

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资助%作者特别感谢武汉大学代谦博士无私提供了技术

失传的相关例子%作者也感谢匿名审稿人对初稿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当然#和惯常一样#文

中存在的任何问题由作者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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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缺乏以专利制度为代表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人们

只能借助商业或技术机密来保障创新成果的可占有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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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

思义#商业机密保护的有效性来自于创新知识的私密性#也就是说#要避免

技术泄露或被他人模仿#创新者就必须将创新知识保留为他人无法或难以共

享的私人知识%而要实现这个目的#最原始或许也最有效的原则就是 )知道

的人越少越好*%或许正因如此#许多秘方$绝活都采取了 )世代单传*$)传

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的传承方式&为进一步降低泄密的可能性#技术

机密又大多体现为口授相传的 )隐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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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公众易于

理解的 )编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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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传承方式可以提高创新成果的可占有性#但从社会角度看#却

会对技术进步造成两个相互关联的不利影响%首先#根据
U//+b

!

!CF"

"#发

明可以理解为知识的生产过程#其中知识 )不仅仅是发明活动的产物#同时

也是发明的投入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除发明者智慧以外的最重要的投入

品*%由此看来#创新者可以共享的公共知识越多#其创新效率也将越高%但

是#一旦创新知识被保留为私有知识#每个人都无法共享和使用他人的创新

知识#进而只能在自己的经验积累上进行创新活动#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他们

的创新效率%

! 如果考虑到师徒之间的潜在竞争#师傅就可能有延迟或拒绝传授机密的激励#这不但会增加机密失传

的风险#也会降低)青出于蓝*的可能%据陈寿.三国志7华佗传/记载#)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1此

可以活人2#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华佗既死#其各种医术绝活#如麻沸散亦随之失传#这常令

后人唏嘘不已%但唏嘘之余#我们又不禁要问#华佗为何不早点将其授予他人呢0 实际上#华佗的确有不

少天资聪慧的弟子#如广陵吴普$彭城樊阿都曾从学于华佗#但由.华佗传/或可推断#他们并未得到华佗

的倾囊相授#只是精于某个方面#如针灸之术或养生之道#比起华佗之全能#则相差甚远%长久以来#中国

社会既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也有师傅教徒弟)留上一手*的做法%即便如神医华佗#对此也或

难免俗%

" 考虑到时代久远而相关记载大都语焉不详#从怀疑主义的角度看#这些技术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有用

或者达到了所指的功能#也是值得商榷的%但从更加宽容的角度看#科技进步本来就是一个在前人工

作基础上不断改进的过程#即便是一些非常有用的产品!如计算机"#最初出现时都没有太大的实用

价值%

!!

其次#这种与创新者 !或持有者"人身依附的传承方式也导致创新知识

面临着巨大的失传 !

+82&\&+'

"风险%如果创新者突然谢世#其所掌握的各种

机密就有可能因为来不及传授而一并失传了 !代谦和李唐#

"#!#

"%华佗和麻

沸散是人们熟知的一个例子%

!实际上#当人们惊叹于各种考古珍品的精湛技

艺时#我们就不难想象#)麻沸散*只是众多失传 )秘方*$)绝活*中的一个

著名例子而已%从概念上讲#我们可以将失传技术分为两类'第一#人们知

道某种技术失传了&第二#不但某种技术本身失传了#甚至连该技术曾经存

在的信息也失传了%根据定义#第二类技术失传已无从知晓 !除非它们在考

古过程中得以重见天日"#而对第一种技术失传或许可以通过文献典籍而略知

一二%表
!

列出了中国历史上技术失传的其他一些例子"

#不难发现#其中战

争$机密持有者突然死亡构成了技术失传的主要因素%在分析为什么产业革

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时#

X(':1;

!

"##F

"基于大量实例做出了如下评价'

)中国的产业史提供了技术倒退和失传的诸多例子*#)中国人表现出了一种令

人痛惜的倾向'每种新生技术都会流于失传#或许后来又会被人们在仿古或

考古研究中予以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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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技术失传的例子

技术名称 消亡时间 失传原因

青铜剑身菱形花纹铸造工艺 战国中期!

L$@

世纪" 楚灭越战争

地动仪修造技术 东汉中期!

U>"

世纪" 发明人张衡死亡

指南车修造技术 三国末年!

U>G

世纪" 发明人马钧死亡

移动宫殿建造技术 隋朝末年!

U>F

世纪" 隋末农民起义

秘色瓷烧造工艺 唐朝末年!

U>!#

世纪" 唐末黄巢起义

汝窑窑变瓷器烧造工艺 北宋末年!

U>!"

世纪" 靖康之变

水运仪象台!原始钟表"制造技术 北宋末年!

U>!"

世纪" 靖康之变

高次方程求解方法 元代中期!

U>!@

世纪" 首创者朱世杰死亡

十二平均律!新法密律" 明代后期!

U>!E

世纪" 发明人朱载育死亡

喷泉修造技术 清代中期!

U>!C

世纪" 工匠亡佚$技艺不传

)神威*火炮铸造技术 清代中期!

U>!C

世纪" 工匠亡佚$技艺不传

资料来源'根据李婷婷和朱亚宗!

"##C

"$梁宗巨等!

!CDG

"$吴鸿雅!

"##F

"$丘亮辉!

!CDG

"等整理%

上述分析表明#在机密保护下#创新成果的可占有性与创新知识的累积

性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冲突'为保障创新成果的可占有性#创新者必

须将创新知识保留为他人无法或难以共享的私有知识#而这不但限制了社会

的整体创新效率#也增加了创新知识的失传风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本文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对引入 )事后*专利保护的合理性给出一个崭新的解

释%就创新知识的性质而言#我们放弃了人们惯常采用的 )公共品假设*#将

机密和专利看做保护创新成果可占有性的两种替代方式#认为专利制度的一个

重要功能就是以法律保护的方式#解决了机密保护下创新成果的可占有性与创

新知识的累积性之间的本质矛盾#降低了技术失传风险#提高了社会福利%

本文通过一个简单模型对上述想法进行了正式分析%为了避免引入创新

激励因素#设想市场中外生存在一定数量的需求相互独立的创新项目#既可

以申请专利#也可以保留为商业或技术机密%专利保护是排他性的#但保护

期限是有限的&机密保护没有时间限制#但有泄密和失传的可能%如果申请

专利#任何项目都可产生相同的折现利润#保护期限越长#专利利润越高%

而在商业机密保护下#任何创新项目产生的折现利润都随泄密或失传风险的

增加而下降%考虑到机密失传主要是由一些非技术因素导致的#不妨假设所

有项目的失传风险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技术特性不同#不同项目的泄密风

险是不同的#而创新项目的知识 )隐含程度*越低#泄密风险将越高#其机

密利润也将越小%泄密风险最高的项目导致最低的机密利润#而泄密风险最

低的项目导致最高的机密利润%

人们通过比较专利利润和机密利润以决定是否申请专利%如果专利利润

低于最低机密利润#没有人会申请专利#专利政策实际上是无效的%如果专

利利润高于最高机密利润#所有项目都会申请专利保护%如果专利利润高于

最低机密利润但低于最高机密利润#则必然存在唯一临界项目#其机密利润

等于专利利润&与之相比#泄密风险更高者都会申请专利保护#而泄密风险

更低者则会采取机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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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一个关键结论是#就临界项目而言#尽管其持有者对申请专利和

采取机密是无差异的#但该项目在专利保护下的社会福利更高%原因是#在

决定是否采取机密保护时#创新者只考虑了机密失传对其机密利润的负面影

响#却不关心机密失传对消费者剩余的负面影响%据此我们可以立即得到本

文的核心结论'社会最优的 )事后*专利保护不能太弱#即专利利润必须严

格大于最低机密利润%如上所述#如果专利利润小于最低机密利润#专利制

度是无效的%所以#为获得所需结论#我们只需考察具有最高泄密风险项目

是临界项目的情形%但如果这样#则由刚才的分析可知#此时增强专利保护

必然会提高社会福利%当然#专利保护也不是越强越好%一个显然的结果是#

在社会最优结果下#专利利润不应该高于最高机密利润'给定所有项目都已

申请专利#机密失传风险已经消失#继续提高专利保护徒然增加与垄断定价

所对应的社会福利净损失%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知#从社会的角度看#专利

保护不能太弱#否则会有太多的创新项目将保留为技术机密#这会导致巨大

的机密失传损失&专利保护也不能太强#否则会导致太大的垄断定价扭曲

!因为很多项目在更弱的专利保护下就已经申请专利了"&而社会最优的专利

保护度就是在上述机密失传损失和垄断定价扭曲之间权衡的结果%

G

6+/:%(.;

的工作激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详情可参见
>1'&*+2+

!

!CCF

"和
X('

<

&'&1/(': O+;*%&'&

!

"##"

"相关综述%就最优专利设计而言#针对
6+/:%(.;

分析的一些不足之处#人们主要从三个方向进行

了拓展'第一#相对于单厂商创新的情形#一些文献引入了专利竞赛!

X+./

3

#

!CEC

&

>(;

<

.

9

0((':T0&

<

2&0I

#

!CD#

&

X11(':a&2:1

#

!CD#

&

>1'&*+2+(':Q/('I+'&

#

"#!#

"%第二#相对于专利期限#一些文献引入了)专

利保护宽度*以及其他专利政策工具!

=&281/0(':T%(

9

&/+

#

!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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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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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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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F

"%第三#相对于离散创新#一些文献探讨了 累 积 创 新 !

=/11'(':T*+0*%,1/

#

!CCA

&

7i>+'+

<

%.1

#

!CCD

&

R.'0

#

"##@

"%

本文后面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评述#并与本文

结果进行了比较%第三部分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对应于模型

设定$市场结果$最优专利政策和比较静态分析%最后#第七部分对文章做

了简单的总结%

二!相 关 文 献

关于专利制度的合理性#主流经济学文献采取了 )报酬理论*的观点#

认为创新知识类似于一种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以#如果没

有排他性的专利保护#创新一旦出现就会很快被模仿#创新者也就无法收回

创新成本#而预期到这个结果#也就没有人愿意进行创新活动了%由此看来#

政府之所以向创新者提供专利保护#就是要帮助他们能够收回必要的创新成

本#并以此鼓励他们进行对社会有益的创新活动%进一步#根据
6+/:%(.;

!

!CFC

"的经典分析#最优专利政策是在事前创新激励和事后垄断扭曲之间权

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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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知识的公共品假设是报酬理论的关键#而据此假设#申请专利是人

们保障创新成果可占有性的唯一方式%但是#经验证据并没有对此假设提供

足够的支持%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专利制度只是在
!E

世纪才出现的#而在

此之前#人们主要都是利用商业或技术机密保护他们的创新成果的%即便现

在#机密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人们宁愿将其

创新成果保留为商业机密而不是申请专利%

U/.':12

!

"##!

"将商业机密和专

利看做企业保障可占有性的两种替代手段#并利用欧洲数据对它们的相对有

效性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所有进行
WM>

活动的企业中#多数企业

更加倚重于商业机密%对于产品创新#认为专利比商业机密更重要的企业只

占
"#5AB

#认为两者同等重要的占
G#5!B

#而认为商业机密更重要的则占到

@C5AB

%这个结论是相当稳健的#许多其他经验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

X1\&'.+67J

#

!CDE

&

U/.':12(':](82(

#

!CCD

&

$+%1'

#

612;+'(':a(2;%

#

"##!

"%商业或技术机密普遍存在的事实表明#创新知识并不是人人皆可获得

公共知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或一定程度上#它是创新者所具有而他人无法

共享的私人知识%

基于创新知识的私有性质#人们普遍认为#除了鼓励发明创造之外#鼓

励信息披露也是建立专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 !

)&;1'81/

<

#

!CDC

"%在运行机

制上#专利可以看做政府向创新者提供的一种 )机密交换契约*'为申请专

利#创新者的义务 !也即政府的权利"是将私有创新知识进行充分的公开披

露#使得同行业内具有平均技术水平的人能够据此披露的信息而复制出专利

产品或技术#这消除了技术失传风险&而作为对价#政府的义务 !也即创新

者的权利"是为创新者提供一定期限的排他性保护#也就是说#在专利保护

期内#若无创新者 !作为专利权人"的许可#其他任何个人或机构不能使用$

生产或销售专利技术或产品%

长期以来#尽管经济学家并不否认专利制度促进信息披露的作用#但他

们认为#单从信息披露的角度无法解释引入专利保护的合理性%其背后的逻

辑是#由于申请专利只是人们保护创新成果的一种选择 !

+

9

0&+'

"而非他们必

须履行的义务#专利申请具有典型的逆选择特性#即只有当专利利润高于商

业机密利润#或者说专利保护期限大于商业机密保护的预期时间时#人们才

愿意申请专利#而这意味着#要让创新者公开披露其私有知识披露#社会必

须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 !

W+

<

1/;

#

!DFG

"%

上述否定观点有一个隐含的假设'任何创新项目#不管是保留为机密还

是申请专利#只要保护仍然是有效的#都会导致相同的社会福利#即产生相

同的垄断利润#也导致相同的社会福利净损失%然而#认识到专利保护与机

密保护之间的一些差别#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注意到专利保护是排他性的#而机密保护不能阻止竞争厂商的模

仿或复制行为#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

>1'&*+2+(':Q/('I+'&

!

"##@(

"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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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的角度论证了引入事后专利保护的必要性%他们强调#由于创新知识

具有 )非竞争性*#给定创新已经实现#从社会的角度看#任何的模仿投资都

是浪费性的&但是#如果创新者采取机密保护#从竞争者的私人角度看#进

行技术模仿却可能是有利可图的%正因如此#他们认为引入 )事后*专利保

护的合理性在于避免了浪费性的模仿投资'由于专利保护的排他性#在专利

保护期内#竞争者不能模仿&即便专利保护结束#竞争者也没有必要模仿#

因为创新者在申请专利时已经将技术信息公开披露了%进一步#不难理解机

密利润是模仿难度的减函数#因而增强专利保护会产生两个相反的福利效果'

一方面#将会有更多的创新采取专利保护#而这会降低浪费性的模仿成本&

但另一方面#这也会增加垄断定价的福利净损失%综合起来#社会最优专利

政策就是在上述两种效应之间权衡的结果%除了
>1'&*+2+(':Q/('I+'&

!

"##@(

"#其他一些文献也讨论了专利保护消除模仿成本的好处 !

=(22&'&

#

!CC"

&

>1'&*+2+(':Q/('I+'&

#

"##@8

&

].200&.+67J

#

"##E

"%

其次#如引言中提到的#知识不仅是发明过程的产物#也是发明活动中

除发明者智慧以外的最重要的投入品 !

U//+b

#

!CF"

"%由于创新知识具有非

竞争性#与私有知识相比#公共知识可以同时为很多人共享并构成他们创新

活动的投入品#进而能使社会具有更高的创新效率&由此看来#引入专利保

护的一个好处就是鼓励人们将其持有的私有技术知识披露为对社会更加有益

的公共知识%一般而言#专利保护越强#人们越愿意申请专利%但是#依赖

于具体的博弈环境#创新者是否愿意或者以何种方式进行公开披露则是一个

很微妙的问题%在一个累积创新竞赛中#厂商有可能为了获得后续创新中的

先动优势而将先期创新保留为商业机密#但在一个申请优先 !

S&/;0H0+HS&21

"的

专利体制下#如果专利保护宽度比较大#厂商就可能更愿意对先期创新成果

申请专利#由此竞争者可以利用其公开披露的信息直接进行后续创新#而他

则可以获得相应的许可收益 !

=/+;;,('(':T%(

9

&/+

#

!CDE

&

>(;

<

.

9

0((':

>(\&:

#

!CC@

&寇宗来#

"##@

"%

O(0.01;.+67J

!

!CCF

"指出#当创新成果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时#创新者就有积极性延迟专利申请#以让自己有更多时

间开发更多的应用产品#但这不但延缓了已开发成果的推广应用#也限制了

其他人开发后续产品的可能性&他们由此认为#政府应该制定比较大的专利

保护范围 !

;*+

9

1

"以鼓励及早的信息披露%有些文献则强调了厂商信息披露

决策的信号传递效应 !

R+/;0,('.+67J

#

!CDA

&

U'0+'(': (̀+

#

"##@

"%比如

说#对应于过程创新和古诺竞争#

U'0+'(': (̀+

!

"##@

"发现#创新者会采

取一种有趣的 )小专利#大机密*的披露决策&也就是说#当成本降低幅度

比较小时#创新者会完全披露其技术知识并申请专利保护#而当成本降幅很

大时#创新者则会采取商业机密保护#但他也会披露部分信息以显示其成本

很低%

最后#如引言所述#本文则从技术传承的角度对事后专利保护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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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一个契约理论的解释#其中专利可以视为一种 )机密交换契约*#它以

法律保护的方式解决了机密保护下创新成果可占有性与创新知识累积性之间

的内在矛盾%与前面否定专利契约理论的观点相对照#本文的关键之处是#

创新者为申请专利而进行的公开信息披露会产生一种正的外部性'与私有知

识相比#公共知识不存在技术失传风险#而这提高了消费者剩余%

在已有相关文献中#与本文模型最为接近的是
>1'&*+2+(':Q/('I+'&

!

"##@(

"%下面简单谈一下两者的异同之处%为论证 )事后*专利保护的合理

性#两篇文章都假设创新是外生给定的 !即没有创新激励问题"#都考虑了机

密的泄密问题#但本文没有考虑技术模仿成本#而他们没有考虑技术失传风

险%在他们的模型中#所有项目具有相同的泄密风险#而各个创新项目之间

的差别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模仿难度&而在本文模型中#所有的项目都具有

相同的失传风险#而各个项目之间的差别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泄密风险%两

篇文章都发现#与机密保护相比#临界项目在专利保护下的社会福利更高#

但在最优专利政策的决定机制上#他们强调了模仿成本与垄断扭曲之间的权

衡#而我们则强调了失传风险与垄断扭曲之间的权衡%综合起来看#两篇文

章都采用了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互为补充#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引入

)事后*专利保护的合理性%

三!模 型 设 定

市场中外生存在一些相互独立的创新项目#它们构成一个测度为
!

的连

续统%为保护创新项目的可占有性#每个项目的所有者 !不妨称之为企业"

可以申请专利保护#也可以将其保留为技术机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企业

的目标都是最大化其折现总利润%时间是连续的#折现率等于利率
;

#是外生

给定的%对任何创新项目#不管企业采取专利保护还是机密保护#只要保护

仍然有效#企业都将享有垄断地位#与之对应的 !最优"垄断利润流为
2

#而

消费者剩余流为
5

%一旦专利保护届满#或机密泄露#创新项目就进入公共领

域#企业利润下降为零#消费者剩余流变为
F

<2

j5

%为表述方便#定义
7[

F_

2

_5

为单位时间内由垄断定价导致的社会福利净损失%在机密保护情况

下#一旦机密失传#则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流都下降为零%

从企业角度看#专利和机密保护各有利弊%专利保护是排他性的#只要

申请专利#企业就可以获得稳定的垄断利润流#但专利保护期限
/

却是有限

的%与之相比#商业机密保护没有时间限制#但并不排斥竞争者的逆向工程

或模仿#也难以避免技术泄密或失传的风险%如前所述#

>1'&*+2+(':Q/('H

I+'&

!

"##@(

"考虑了模仿和泄密风险#并由此说明引入事后专利保护的好处

在于避免浪费性的模仿成本%与他们相比#本文也考虑了机密的泄露问题#

但没有考虑技术模仿问题#而是强调了机密的失传风险#并由此论证了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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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专利保护的必要性%我们假设#由于技术特性不同#不同项目具有不同

的泄密参数
.

&而为表述方便#我们也将具有泄密风险参数
.

的创新项目直接

称为项目
.

%参数
.

是企业的私人信息#而政府只知道所有项目作为一个总

体#其参数
.

服从一个 +

#

#

?

.

-上的累积分布
4

!

.

"#其密度函数为
A

!

.

"%进一

步#在商业机密保护下#创新项目
.

的泄密事件服从一个参数为
.

的泊松过

程%一旦泄密#创新项目就进入公共领域#企业利润下降为零#而社会福利

流将一直保持为
F

%类似的#假设机密失传服从一个到来率参数为
;

的泊松

过程&与泄密不同的是#机密一旦失传#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同时下降为零%

考虑到机密失传主要是由一些非技术原因 !如战争$技术持有者突然死亡或

者自然灾害等"导致的#作为简化#假设所有项目具有相同的失传参数
;

%

四!市 场 结 果

基于上述模型设定#我们分析创新项目
.

的所有者在专利和商业机密之

间的选择#并考察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福利%

给定专利保护是完美的#创新项目的专利利润只与专利保护期限有关#

而与
.

无关%具体的#企业申请专利的折现总利润为

<

J

&

@

/

#

&

1

'

;+

:+

&

!

'

1

'

$ %

;/

2

;

&1

2

;

# !

!

"

其中
1;

!_1

_;/

%注意到
1

是
/

的单调增函数#而当
/

8

+

#

#

m

"时#

18

+

#

#

!

-#我们可以将
1

看做标准化的专利期限%

@

@ 如果说机密失传往往是因为创新者死亡而导致的#那么#即便申请了专利保护#则在专利保护期内#创

新者本身还是有可能死亡的%对应于此种情形#只要将专利利润的持有者理解为创新者的继承人#而创

新者又是在乎其继承人!比如子女"利益的#所有的分析结果就仍然是讲得通的%

专利保护期内#社会福利流为
2

j5

#而保护期满之后#社会福利流变为

F

#即垄断扭曲
7[F_

2

_5

消失了%由此#对任何项目#在申请专利保护时

其所产生的折现社会总福利为

`

J

&

@

/

#

&"

$ %

51

'

;+

:+

"

@

m

/

F1

'

;+

:+

&

!

;

F

'1

! "

7 (

!

"

"

!!

如前所述#若创新项目
.

保留为技术机密#则泄密事件服从参数为
.

的泊

松过程#而失传事件服从参数为
;

的泊松过程#故在机密保护下#创新项目
.

产生的折现总利润为

<

<

&

@

m

#

&

1

'

!

."

;

"

+

1

'

;+

:+

&

&

;

"."

;

&&

&

;

#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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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j

.

j

;

%给定
.8

+

#

#

?

.

-#则
&

的最大值为?

&

[

;

;j

;

#最小值为
&

_

[

;

;j

;

j

?

.

%当?

.Am

时#

&

_

A

#

%

不妨将机密保护下与创新项目
.

所对应的折现社会福利记为
`

<

!

.

"%若将

`

<

!

.

"看做一项资产#则由泊松过程的无记忆性可知#其满足定价方程

;̀

<

!

.

"

& 2"

! "

5

".

F

;

'

`

<

!

.

! "

"

"

;

#

'

`

<

!

.

! "

"# !

F

"

其中方程左端代表了资产回报%右端第一项方括号代表了单位时间的 )红

利*#等于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之和%第二项的含义是#单位时间内#机密

泄露的概率为
.

#而一旦泄露#创新进入公共领域#社会福利净损失消失#社

会福利流恒定为
F

%换句话说#一旦机密泄露#折现社会福利就从
`

<

增加到

F

3

;

%最后#右边第三项表明#单位时间内机密的失传概率为
;

#而一旦失

传#社会福利从
`

<

下降到
#

%由 !

F

"式整理可得#

`

<

!

.

"

&

!

;

.

F

"

;

!

2"

,

"

;

"."

;

(

!

E

"

!!

由于企业总是可以将创新成果保留为技术机密#所以#只有当专利利润

更高时#它才会申请专利%企业的专利申请决策依赖于
1

和
&

的相对大小%

对比 !

!

"式和 !

G

"式#在形式上我们可以将
2

3

;

看成有待分割的创新利润#

则
1

和
&

分别代表了专利和商业机密保护下企业所得 )份额*%所以#如果

1<&

#企业选择专利#反之则选择商业机密%

命题
M

#企业对专利和机密的选择$"如果
1<

?

&

#则所有项目都采取专利

保护&如果
1)&

_

#则任何项目都采取机密保护%而当
&

_

=1=

?

&

时#则存在唯

一的 )临界项目*

W

.8

+

#

#

?

.

-#其持有者对专利保护和机密保护是无差异的#而

任何项目
.<

W

.

都会申请专利保护#任何项目
.)

W

.

都会采取机密保护#其中

W

.&

;

1

'

;

'

;

!

或
!1&

;

;

"

W

."

;

# !

D

"

B

W

.

B1

&'

;

1

"

)

#

#

!

B

W

.

B

;

&'

!

)

#

#

!

B

W

.

B

;

&

!

1

'

!

<

#(

!

C

"

!!

命题
!

刻画了企业的私人选择%给定累积分布
4

#专利保护越强 !

1

越

大"$商业机密失传风险越大 !

;

越大"$未来收益越重要 !

;

越小"#则越多

的创新项目会采取专利保护%

进一步#注意到 !

D

"式#并比较 !

"

"式和 !

E

"式可知#

`

J

!

1

"

'

`

<

!

W

.

"

&

;

1

;

F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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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N

#临界项目的福利效应$"如果企业对专利和机密无差异#那么#

企业申请专利时的社会福利更高%

这是本文的一个关键结论%就临界项目的所有者而言#申请专利或采取

机密是无差异的#因为两者导致的预期私人收益是一样的%特别的#从企业

角度看#机密泄密或失传也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使其利润下降为零%但很

显然#两者的社会福利效应则全然不同#前者导致社会福利增加#而后者则

导致社会福利下降%正因如此#只要机密的失传概率是正的#则与商业机密

保护相比#临界项目在专利保护下的社会福利就会更高%反之#从 !

!#

"式

可以发现#如果失传概率为零 !

;

[#

"#则对临界项目而言#专利保护或机密

保护下的社会福利也是一样的%

五!最优专利政策

为分析最优专利政策#我们定义风险率 !

%(I(/:/(01

"函数
:

!

.

"

[

A

!

.

"3

+

!_4

!

.

"-#并假设
:

!

.

"是
.

的非减函数%实际上#根据
L(

<

'+2&(':L1/

<

H

;0/+,

!

"##F

"#对绝大多数常见的分布函数#此假设都是满足的%

A

A 参照
Y&/+21

!

!CDD

#

9

J!AF

"#风险率函数的递增性质具有非常直观的解释'假设
U

位于 +

#

#

?

.

-的某个位

置#但
L

不确切
U

具体在哪个地方#只知道
U

位于C

.

的密度为
A

!

C

.

"%设想
L

从左向右移动#则
L

在
$

之

前一直没有)遇见*

U

的概率是
4

!

.

"&而以此为条件#

L

在
.

处)遇见*

U

的概率恰好为
:

!

.

"

[

A

!

.

"3+

!_

4

!

.

"-%自然的#

.

越大#

:

!

.

"通常也会越大%

不妨将最优专利政策记为
1

"

%如前分析#若
1<

?

&

#则所有项目都申请专

利#由 !

"

"式可知#此时弱化专利保护必然提高社会福利#即有
1

"

=

?

&

&而

若
1=&

_

#则所有项目都保留为商业机密#专利政策实际上不起作用#即任何

专利政策
1)&

_

与
1

[

&

_

都是等价的%由此#为寻求最优专利政策#只需分析
&

_

=

1=

?

&

的情形就足够了%与之对应#社会总福利为

I

!

1

"

&

@

W

.

!

1

"

#

`

<

!

.

"

:4

!

.

"

"

!

!

'

4

!

W

.

!

1

"""

`

J

!

1

"

(

!

!!

"

!!

对上式微分可得

/

I

!

1

"

/1

&

A

!

W

.

"

/

W

.

/1

`

<

!

W

.

"

'

`

! "

J

"

!

'

4

!

W

.

$ %

"

/

`

J

/1

(

!

!"

"

!!

!

!"

"式表明#最优专利政策是在机密的失传损失和专利保护的垄断扭

曲之间权衡的结果%具体的#假设原来的专利保护度为
1

#则临界项目为

W

.

!

1

"%现在考虑将专利保护度稍许提高
:

1

的福利效应'一方面#随着专利保

护增强#一些原来保留为技术机密的项目现在转而申请专利保护#其总量



第
!

期 寇宗来$周
!

敏'机密还是专利0

!"A

!!

为
4

!

W

.

!

1

""

_4

!

W

.

!

1

j:

1

""

[_

A

!

W

.

"

/

W

.

/1

:

1

#而据命题
"

#保护方式转换之后每

个项目所产生的社会福利将增加
`

J

!

1

"

_̀

<

!

W

.

!

1

""#由此就得到了 !

!"

"式

右端第一项%但与此同时#对每个已经申请专利的项目而言 !总量为
!_

4

!

W

.

""#这徒然增加了垄断定价导致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

`

J

/1

:

$ %

1

#由此我们可

以得到 !

!"

"式右端第二项%

进一步#将/

W

.

/1

[_

;

1

"

#

`

J

!

1

"

_`

<

!

W

.

"

[

;

1

;

F

;

和/

`

J

/1

[_

7

;

代入#则

!

!"

"式简化为

/

I

!

1

"

/1

&

A

!

W

.

"

;

1

F

;

'

!

'

4

!

W

.

$ %

"

7

;

(

!

!G

"

!!

!

!G

"式清楚地显示了
;

<

#

的重要性%的确#如果
;

[#

#则社会福利永

远是专利保护程度的减函数&也就是说#从事后角度看#即给定创新已经发

生#不提供 !有效的"专利保护是社会最优的#而这正是人们忽视机密失传

风险下的经典结果%

但下面的分析表明#只要存在商业机密的失传风险 !

;

<

#

"#则引入事后

有效的专利保护就是促进社会福利的%首先#在
1

[

&

_

处评估#

W

.

!

1

"

[

?

.

#

4

!

W

.

"

[!

#进而
/

I

3

/1<

#

#这表明
1

"

<&

_

%其次#对于任何
18

!

&

_

#

?

&

-#都有

4

!

W

.

"

)

!

#不妨定义函数

_

!

1

"

&

:

!

W

.

"

;

'

7

F

1

# !

!@

"

则
;

<

'

/

I

!

1

"

/1

[;

<

'_

%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
1

对
_

!

1

"的影响来确定最

优专利政策%

注意到/

W

.

/1

[_

;

1

"

)

#

#则在/

:

/.

<

#

的假设下#

:_

:

1

&

;

/

:

/.

/

W

.

/1

"

/

_

/1

)

#

# !

!A

"

即
_

!

1

"是
1

的减函数#它在
1

[

?

&

处取得最小值%

为后面表述方便#我们定义常数W

:

;

;

;

!

;

j;

"

7

F

%

若
_

!

?

&

"

(

#

或
:

!

#

"

(

W

:

#则由
_

!

1

"的减函数性质可知#对任何
18

!

&

_

#

?

&

-#都有
_

!

1

"

(

#

#这表明
1

"

(

?

&

!其中等号仅在
:

!

#

"

[

W

:

时成立"%但是#

前面已经证明
1

"

=

?

&

#故此时最优专利政策必然是边角解
1

"

[

?

&

%

若
_

!

?

&

"

)

#

或
:

!

#

"

)

W

:

#则在
1

[

?

&

处#降低专利保护将提高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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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

"

)

?

&

%这样#综合前面已证结果
1

"

<&

_

可得#当
:

!

#

"

)

W

:

时#

1

"

8

!

&

_

#

?

&

"#并由下式确定'

_

"

&

:

!

W

.

!

1

"

""

;

'

7

F

1

"

&

#(

!

!F

"

!!

命题
O

#最优专利政策$"给定
;

<

#

%假设
.

服从 +

#

#

?

.

-上的累积分布

4

!

.

"#则
1

"

<&

_

#即专利保护必须足够强#至少使最容易泄露创新项目获得

专利保护%进一步#假设风险率函数
:

!

.

"是
.

的增函数#则'若
:

!

#

"

(

W

:

#

则最优专利政策为
1

"

[

?

&

&而若
:

!

#

"

)

W

:

#则
1

"

8

!

&

_

#

?

&

"#并由 !

!F

"式隐含

决定%

六!比较静态分析

下面#假设最优专利政策是内解#并由此考察参数的影响%根据 !

!F

"

式#在
1

[

1

"处评估#

/

_

/

!

7

3

F

"

)

#

和/

_

/

;

[

;

/

:

/.

/

W

.

/

;

(

#

#而由 !

!A

"式可知:_

:

1

)

#

%这样#由隐函数定理可知#

/1

"

/

!

7

3

F

"

=

#

# !

!E

"

/1

"

/

;

(

#(

!

!D

"

!!

我们来探讨上述两个结果背后的经济学含义%首先#!

!E

"式的结果是非

常直观的'给定其他因素不变#

7

3

F

增加#由专利保护导致的社会福利净损

失相对增加 !因为技术机密有泄漏风险#而一旦泄露#社会福利净损失就消

失了"#进而需要更弱的专利保护%

考虑一种简单的情形#其中创新产品的需求函数是
3

[6_S

R

#而边际成

本为常数
,

%容易验证#此时
7

3

F[!

3

@

#与参数
6

$

S

和
,

都无关%若将
6

和
S

理解为市场容量的参数#我们可立即推论'给定线性需求#最优专利政策与

市场容量无关%

再看 !

!D

"式%如果利率增加#则未来收益变得不太重要#但从 !

!G

"

式不难发现#这同时降低了竞争性福利 !

F

3

;

"和福利净损失 !

7

3

;

"#但不会

影响两者的比值 !

7

3

F

"#因而此效应并不会影响最优专利政策的制定%但如

!

D

"式所示#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利率增加使得企业降低了由机密失传或泄

密而对企业未来折现收益造成的损失#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意愿#进

而更多的项目会被保留为技术机密 !

W

.

变小"%而从社会角度看#这无疑增加

了由技术机密失传造成的社会成本#而为了降低这种社会损失#最优的专利

保护程度应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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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分布函数变化对最优专利政策的影响%不妨将创新项目泄漏

风险的分布函数写为
4

!

.

#

0

"#其密度函数为
A

!

.

#

0

"是连续可导的#并将其风

险率函数记为
:

!

.

#

0

"#其中
0

是我们关注的某种参数%为考察参数
0

对最优专

利政策的影响#假设分布函数
4

!

.

#

0

"具有风险率占优性质 !

%(I(/:/(01:+,H

&'('*1

"'

/

:

!

.

#

0

"

/0

)

#(

!

!C

"

!!

参照
]/&;%'(

!

"##"

#附录"#如果分布函数
4

!

.

#

0

"具有风险率占优性

质#它就具有一阶随机占优性质 !

S&/;0H+/:1/;0+*%(;0&*:+,&'('*1

"'

/

4

!

.

#

0

"

/0

)

#(

!

"#

"

!!

一阶随机占优意味着#如果
0

增加#则分布函数
4

!

.

#

0

"整体向右 )拉

展*#进而对任何
.

#泄密风险小于
.

的创新项目的比重#即
?/

!

C

.).

"

[4

!

.

"

都变小了%

基于上述分析#粗略地讲#风险率占优假设意味着#随着参数
0

增加#

任何创新项目的泄密倾向都增加了%在经济含义上#我们可以将
0

理解为机

密保护的执法力度%给定其他情况不变#机密保护的执法力度越弱 !这里体

现为
0

越大"#则任何项目的泄密风险都会增加%

给定风险率占优假设#则由隐函数定理可得

/1

"

/0

&'

/

_

/0

:_

:

1

&'

;

/

:

!

W

.

#

0

"

/0

:_

:

1

)

#(

!

"!

"

!!

这也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结论'机密保护的执法力度越弱 !

0

越大"#最优

专利保护程度也应该越弱%此结论具有非常强的政策含义#它说明人们不能

孤立地探讨和制定专利政策#而必须考虑其与机密保护政策之间的策略相

关性%

最后#我们来探讨
;

的影响%根据 !

!F

"式#

:_

:

;

&

;

/

:

/.

/

W

.

/

;

"

/

_

/

;

&'

;

/

:

/.

"

:(

!

""

"

!!

由此可见#

;

增加对
1

"的影响有两个相反的效应%一方面#

;

增加提高了

由于商业机密失传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这要求更强的专利保护以鼓励创

新申请专利保护&但另一方面#

;

增加本身也会降低商业机密利润#进而提高

企业申请专利的积极性#而这要求较弱的专利保护%综合两方面#一般而言#

;

增加对
1

"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如后来的两个例子所示#对应于一些更加

具体的分布函数形式#我们还是可能得到确定性结果的%

我们将上述分析总结为下面的命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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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P

#比较静态分析$"假设风险率函数
:

!

.

#

0

"是
.

的非减函数#而且

:

!

#

#

0

"

(

W

:

#进而最优专利政策为内解
1

"

8

!

&

_

#

?

&

"#则
1

"是垄断定价扭曲程度

!

7

3

F

"的减函数#是利率或时间偏好率 !

;

"的非减函数%若进一步假设分布

函数具有风险率占优性质 !

:

0

!

.

#

0

"

)

#

"#则
1

"是
0

的减函数#其中
0

增加可

以理解为商业机密保护变弱%一般而言#机密失传风险 !

;

"的政策效应是模

糊不清的#但对应于指数分布和均匀分布#

1

"是
;

的增函数%

刚才#我们基于抽象的分布函数探讨了最优专利政策#并借助隐函数定

理针对内解情形做了比较静态分析%尽管这些分析具有一般性#但比较抽象#

下面我们通过两个具体的例子对模型结果做更加直观的图形阐释%

例
M

#指数分布$

!

假设
.

服从 +

#

#

m

"上的指数分布
4

!

.

"

[!_

1Z

9

!

_

.

3

0

"%此时风险率函数为
:[!

3

0

#它与
.

无关 !进而是其非减函数"#

也是
0

的减函数#因而与前面的假设是一致的%同时#由于
.

的取值范围为

+

#

#

m

"#故?

&

[

;

;j

;

#

&

_

[

;

;j

?

.

j

;

[#

#它们分别代表了最优保护程度取值的

上界和下界%下面#我们参照图
!

探讨此种情况下的最优专利政策的决定机

制以及参数变化影响%鉴于技术机密失传在本文模型中的重要性#我们在图
!

中以
;

作为横坐标%图
!

的下半部分展示了W

:

与
;

的关系%参照 !

!G

"式或

!

!@

"式可知#当
:

!

#

"

(

W

:

时#最优专利政策为
1

"

[

?

&

#其中?

&

与
;

的关系如

图形上半部分中的弧线所示#而当
:

!

#

"

)

W

:

时#对应于 !

!F

"式#最优专利

政策为
1

"

[

;

F

3

7

0

#如图形上半部分的直线所示#其中临界值
W

;

由
:

!

#

"

[

W

:

所确定%综合起来#随着参数
;

的增加#最优专利保护程度先增加 !对应于

前述内解"#再下降 !对应于前述边角解"#如图
!

中的粗实线部分所示%

图
!

!

指数分布下参数变化对最优专利政策的影响

上述结果背后的经济直觉是'如果
;

很小#即技术失传的可能性很低#

专利保护防止技术失传的功能也就很弱#而人们申请专利的主要目的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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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秘密的泄露%但注意到#只有当专利保护期限长于商业机密的预期保护

时间时#人们才愿意申请专利 !此即专利申请中的逆选择问题"#而要让那些

泄密概率不大的项目申请专利保护#专利保护就必须很强#但这会导致更大

的垄断扭曲%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此时政府应该制定比较弱的专利保护#

只让那些泄密概率很大的项目申请专利保护就可以了 !进而可以避免这些项

目技术的失传风险"%特别的#当
;

趋近于零#即技术泄密的风险消失时#本

文的模型结果就完全退化到经典情形'从事后的角度看 !即不考虑专利保护

鼓励研发活动的事前激励效应"#社会最优的专利保护度应该为零%但是#当

;

增加#即技术失传的概率增加时#政府就应该提高专利保护程度#以让更多

的项目申请专利保护#进而更加有效地防止技术失传的发生#而事后最优专

利保护度就是在技术遗失风险与垄断扭曲之间权衡的结果%更具体的#当技

术失传概率低于临界值
W

;

时#事后最优专利保护是内解
1

"

[

;

F

3

7

0

#其中泄

密风险高的项目会申请专利保护#而泄密风险低的项目则继续采取机密保护%

而当技术遗失概率大于临界值
W

;

时#则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即便是技术泄

密风险最小的项目#也应该采取专利保护以避免技术失传的发生#但注意到

此时创新者本身也有很强的激励通过申请专利而避免技术遗失#政府只需要

制定专利政策
1

"

[

?

&

就可以让所有的创新者都愿意申请专利#所以这也就是

此时的最优专利政策%

参照图
!

#我们还可方便地考察其他参数变化对最优专利政策的影响%先

看
0

的影响%如果
0

增加#则水平线
:

!

#

"

[!

3

0

平移靠近横轴#直线
1

[

F

7

0

;

斜率变小#而曲线?

&

和W

:

保持不变#结果是临界值
W

;

变大了 !即内解的取值

范围扩大了"%与之对应#当
;

)

W

;

时#最优专利保护度下降#而当
;

<

W

;

时#

最优专利政策保持不变%再看
;

的影响%如果
;

增加#则直线
1

[

F

7

0

;

和水平

线
:

!

#

"

[!

3

0

保持不变#但曲线?

&

和W

:

都会平移远离横轴#这会导致临界值
W

;

变大%与之对应#当
;

)

W

;

时#最优专利保护度保持不变#而当
;

<

W

;

时#最

优专利保护度增加%最后#假设垄断扭曲度
7

3

F

增加#则水平线
:

!

#

"

[!

3

0

和曲线?

&

保持不变#但直线
1

[

F

7

0

;

斜率变小#而曲线W

:

平移远离横轴#结果

是临界值
W

;

增加#当
;

)

W

;

时#最优专利保护度下降#而当
;

<

W

;

时#最优专

利政策保持不变%

例
N

#均匀分布$

!

现在假设
.

服从 +

#

#

0

-上的均匀分布#即
A

!

.

"

[!

3

0

#

4

!

.

"

[!_

.

3

0

#则其风险率函数
:[!

3!

0

_

.

"是
.

的增函数#是
0

的减函数#

而
:

!

#

"

[!

3

0

%下面#我们参照图
"

来考察此种情况下的最优专利政策及其受

参数变化的影响%对应于
.

的取值范围#最优保护程度取值的上界和下界分

别为?

&

[

;

;j

;

和
&

_

[

;

;j

0

j

;

%图
"

下半部分展示了曲线W

:

#而由
:

!

#

"

[

W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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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临界值
W

;

%与指数分布的情形类似#当
:

!

#

"

(

W

:

或
;

)

W

;

时#最优专利

政策为内解
1

"

[

F

7

;

j;

0

j;j

;

(&

_

!其中等号仅在
;

[#

时成立"&而当
:

!

#

"

)

W

:

或

;

<

W

;

时#最优专利政策为边角解
1

"

[

?

&

%最终#随着
;

的变化#最终专利政

策如图
"

中粗实线部分所示%其背后的经济解释与前面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同样#借助图
"

也可以很方便地考虑参数
0

和
;

变化的影响%具体地#当
0

增加时#水平线
:

!

#

"

[!

3

0

以及曲线
1

[

F

7

;

j;

0

j;j

;

和
&

_

[

;

0

j;j

;

都平移靠近横

轴#结果是临界值
W

;

变大&与之对应#当
;

)

W

;

时#最优专利保护度为内解#

随
0

的增加而下降#但当
;

<

W

;

时#最优专利政策为边角解#与
0

无关 !因为

从社会的角度看#此时技术泄密概率为零的项目也应该采取专利保护"%最

后#参照图
"

可知#当
;

增加时#水平线
:

!

#

"

[!

3

0

保持不变#而曲线W

:

$

?

&

[

;

;j

;

$

&

_

[

;

0

j;j

;

以及
1

[

F

7

;

j;

0

j;j

;

都平移远离横轴#结果是临界值
W

;

变

大#而不管是内解情形还是边角解情形#最优专利保护度都增加了%最后#

假设垄断扭曲度
7

3

F

增加#则水平线
:

!

#

"

[!

3

0

和曲线?

&

保持不变#但曲线

1

[

F

7

;

j;

0

j;j

;

变得更加陡峭#而曲线W

:

平移远离横轴#结果是临界值
W

;

增加#

当
;

)

W

;

时#最优专利保护度下降#而当
;

<

W

;

时#最优专利政策保持不变%

图
"

!

均匀分布下参数变化对最优专利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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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为什么需要专利制度或者知识产权制度0 或更加具体的#引入专利保护

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本和收益0 就此问题#按照人们对创新知识的性质的不同

理解#经济学文献主要有两类解释#即报酬理论和契约理论%报酬理论将创

新知识看做公共品#所以引入排他性专利保护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研发活动中

的 )公共品效应*#而最优专利政策的决定机制则是著名的
6+/:%(.;

权衡#

即事前创新激励和事后垄断扭曲之间的权衡%尽管报酬理论是经济学文献中

的主流观点#但经验证据并没有对其提供充分的支持#因为商业机密普遍存

在的事实表明#创新知识的公共品假设并不完全成立%基于创新知识的私有

性质#契约理论将商业机密和专利看做保护创新成果的两种替代方式#认为

专利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鼓励人们将私有知识披露为公共知识%长期以来#尽

管经济学家不否认专利制度促进信息披露的作用#但他们认为#如果不考虑

创新激励#单从信息披露的角度难以论证专利制度的合理性%这种观点的核

心是#专利申请是一个典型的逆选择过程#只有当专利利润高于机密利润#

也即专利保护期限大于机密保护的预期期限时#人们才愿意申请专利&这表

明#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通过引入专利保护而鼓励信息披露是得不偿失的%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

>1'&*+2+(':Q/('I+'&

!

"##@(

"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挑

战%他们认为#即便不考虑激励效应#引入事后专利保护也是促进社会福利

的#因为排他性的专利保护可以阻止浪费性的模仿投资#而社会最优的专利

政策是在模仿成本和垄断扭曲之间的权衡的结果%

与他们的分析相比#本文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引入事后专利保护的合

理性%本文强调了机密保护下创新成果的可占有性与创新知识的累积性之间

的内在矛盾#认为引入专利保护的好处是#通过鼓励创新知识的公开披露而

避免了技术失传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考虑到专利申请的逆选择性质#在

本文模型中#社会最优专利政策是在技术失传风险和垄断扭曲之间权衡的结

果%基于上述权衡#我们考虑了一些参数对最优专利政策 !对应于内解"的

影响%结果表明#垄断扭曲程度越高#创新者的时间偏好率越小#则最优专

利保护度越大%若进一步假设分布函数具有风险率占优性质#那么#当机密

保护的有效性降低时#最优的专利保护度也应该降低#这表明抛开机密保护

而孤立地看待专利政策的有效性是存在问题的%

人们可能会质疑#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技术失传的风险越来越

小#本文分析所得结论到底还有多少实用价值0 就此#我们并不否认#但还

是希望做出一定的解释或者 )辩护*%首先#就模型分析本身而言#本文的结

论是相当稳健的%我们证明#只要存在技术失传风险 !不管多小"#社会最优

的事后专利保护度就是正的%即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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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避免私有技术失传的可能性%退一步讲#即便现在技术失传问题不再重

要#但这也不能否认它曾经是制约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本文模

型至少有助于人们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引入专利制度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相

信本文分析能够为认识 )李约瑟之谜*提供一些新的洞见%尽管
X(':1;

!

"##F

"说明了技术失传对中国技术进步过程的负面影响#但在 )李约瑟之

谜*的现有各种解释中 !

X&'

#

!CCA

&皮建才#

"##F

&文贯中#

"##A

&姚洋#

"##G

"#人们却大都忽视了知识产权制度鼓励信息披露而降低技术失传或提高

技术知识累积性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近代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一种重要区别

就是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而技术进步主要是由商业机密推动的#人们

的技术知识无法共享#不但降低了社会的整体创新效率#也提高了技术失传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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