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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许可中道德风险问题的价格

契约治理机制研究

岳贤平!顾海英"

摘!要!本文利用现代 契 约 经 济 学 基 本 理 论#对 同 一 技 术 条 件 下$由 技

术使用者替代性投入行为而产生的 道 德 风 险 问 题 的 价 格 契 约 治 理 机 制 进 行 了 分

析%分析结果表明#技术所有者 总 可 以 设 计 一 种 分 离 价 格 契 约 治 理 道 德 风 险 问

题#其中#对自己偏好的高成 本 投 入 行 为 采 用 纯 固 定 费 用#而 对 低 成 本 投 入 行

为采用 &固定费用]提成费’%本文进一步认为#价格契约中提成费比率对成本

效率较高的投入行为所造成的扭曲程度#要大于成本效率较低的投入行为%
关键词!技术许可#价格契约#道德风险#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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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论文有了清晰而明确的研究基础%当然#作者对论文可能出现的错误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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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技术许可 !34-(*.5.F65)-4*Q)*F"作为技 术 转 移 或 技 术 交 易 的 一 种 形 式#
实质上是一种有关技术相关权能 !如所有权$使用权$产品销售权$专利申

请权等"转移的契约或合同%从一个组织的内部技术资源利用和外部技术资

源获取的角度#可将技术许可分为单向技术许可$双向交叉技术许可$技术

联盟和合作性的技术标准设置等类别 !岳贤平$顾海英##$$!+";%在上述技

术许可合同 !或契约"中价格条款的设定方面#大多采用了一次总付 !51/A>
Q1/"或分期支付 !H6Q3+F4Q"的固定费用 !T)\4CT44"$状 态 依 存 的 提 成 费

!Q3+34>-.*3)*F4*32.6+536"以及 &提成费]固定费用’等形式%而对这些价格

条款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探讨内在的经济规律#则成为国内外学者们努力工

作的一个领域#特别是随着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加大#有关专

利许可合同 !或契约"中价格条款的研究便成为其中的重点%
在理 论 上#对 技 术 许 可 行 为 进 行 经 济 学 的 研 究 开 始 于 上 世 纪<$年 代 后

期#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部分)理论研究是沿着技术许可的非策略

性行为和策略性行为等两个方面进行平行或交叉研究的(而由于资料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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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原因#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岳贤平$顾海英##$$!H"#%而对技术许可契

约中价格条款的研究大体是同步进行的#并沿着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两个

方向而展开%由于对称信息的问题一般是作为 基 准 !H4*-(/+2B)*F"在 不 对

称的框架内顺便 给 出#所 以 有 关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于 不 对 称 信 息 条 件 下 的 情 形%
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技术许可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

风险问题%技术所有者在设计契约时希望通过各种办法对其进行治理#其中#
价格契约治理便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所谓价格契约#是在不考虑契约中其他

条款的条件下#特指包含提成费比率条款或固定费用条款或 &提成费]固定

费用’组合条款的契约(而所谓 提 成 费 价 格 契 约#是 指 仅 包 含 提 成 费 比 率 条

款的契约#类似的#就有固定费用 价 格 契 约 和 &提 成 费]固 定 费 用’价 格 契

约等概念%
逆向选择作为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理论#由EB425.T!;O&$"对旧车市

场的经典分析开始#经过G.3(Q-()5C+*CJ3)F5)3R!;O&%"的对健康保险市场的扩

展分析#在理论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领域%而随着技术交易活动的深入发展#
技术许可 中 的 逆 向 选 择 问 题 也 引 起 了 学 者 们 的 注 意%比 如#X.2Q3/+*+*C
Y+2B1Q4* !;O<&"与J-(/)3R!#$$#"对技术使用者拥有技术产品市场私人信

息时的逆向选择问 题 进 行 了 分 析#但 X.2Q3/+*+*CY+2B1Q4* !;O<&"的 分

析是在 国 际 范 围 内 对 技 术 许 可 和 直 接 投 资 进 行 的 比 较 分 析#而 J-(/)3R
!#$$#"则对技术许可契约的排他性进行了分析%W+55)*)+*CK2)F(3!;OO$"
则对技术所有者拥有被许可技术质量的私人信息时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了分

析#认为契约中提成费是一种传递质量的信号#以克服逆向选择问题%

# 关于技术许可的经济学研究概况可参阅岳贤平$顾海英!#$$!H"的一个文献综述%

道德风险作为不对 称 信 息 条 件 下 的 经 济 理 论#经 过P+156 !;O%<"$E2>
2.S !;O%<"和 Y+2Q(+55!;O&%"等学者的研究#在理论界也已经是众所周知

的领域%在技术许可中#由于技术许可双方所处信息位置上的差异#技术许

可中大体上存在三种道德风险)存在于技术所有者的道德风险$存在于技术

使用者的道德风险和双边道德风险%
在技术许可中#技术所有者在某些方面可能拥有一定的信息优 势#比 如

在被许可技术质量$被许可技术的改进$技术使用过程中人员培训以及与被

许可技术相关的技术诀窍等方面#技术所有者往往拥有一定的信息优势#此

时#便会 出 现 存 在 于 技 术 所 有 者 的 道 德 风 险 问 题%Y+-(.>Q3+C54243+58
!;OO%"便对技术所 有 者 是 否 有 积 极 性 传 授 技 术 诀 窍 的 问 题 进 行 了 模 型 化 处

理#分析后认为)当契约只包含一个固定费用时#技术所有者便没有积极性

继续努力并传授技术诀窍#但当契约不仅包含固定费用#而且包含提成费时#
技术所有者会有积极性传授技术诀窍#其传授的程度将取决于技术使用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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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许可技术的使用效率的大小#
在技术许可中$当技术使用者拥有信息优势时$便会出现存在于 技 术 使

用者的道德风险#比如$技术使用者可以在被许可技术使用过程中的各种资

源拥有状况!其他要素 %如资本 和 劳 动 力 等&投 入 及 其 程 度!最 终 产 品 的 未

来市场前景以及技术使用者的声誉等方面$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 X.2Q3/+*
+*CY+2B1Q4* %;O<&&就假定技术使用者拥有技术使用后最终产品市场的私

人信息$并经过分析后认为$’固定费用]提成费(价格契约形式常被技术所

有者采用#
在现实中$在被许可的技术质量!产品市场前景!被许可 技 术 的 改 进 以

及技术过程中各种投入等方面$会同时存在技术许可双方都拥有各自的信息

优势现象$这种现象便是双边 道 德 风 险 现 象#E*345. %#$$=&便 分 析 了 一 类

技术许可中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的价 格 契 约 设 计 问 题#E*345. %#$$=&假 定

技术许可双方对被许可技术的未来价值都无事前信息$但技术所有者拥有被

许可技术质量等方面的信息优势$而潜在的技术使用者则拥有产品生产成本

的信息优势$于是$E*345. %#$$=&分 析 后 认 为$对 一 个 没 有 生 产 能 力 的 技

术所有者来说$一次总付的固定费用价格契约要优于提成费价 格 契 约#’(.)
%;OO<&则在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双边道德风险框架内$即假定技术许可双方都

拥有技术及最终产品的私人市场信息$本着对跨国技术许可和外商直接投资

%cD‘&的比较分 析 的 目 的$讨 论 了 技 术 许 可 契 约 中 提 成 费 比 率 的 优 化 问 题#
而I(+33+-(+266++*Cb+T.*3+)*4%;OO!&的 文 献 是 研 究 双 边 道 德 风 险 条 件 下

特许可契约中价 格 条 款 设 计 的 经 典 文 献$虽 然I(+33+-(+266++*Cb+T.*3+)*4
%;OO!&讨论的是商标等特许条件下的价格契约设计问题$但在本质上$商标

和技术都是无形资产$所以在价格契约设计的理念上具有较多的共性)不过$
由于I(+33+-(+266++*Cb+T.*3+)*4%;OO!&讨 论 的 核 心 是 ’提 成 费]固 定 费

用(价格契约的最优化和稳定性问题$而不是具体的价格条款的设计$所以$
他们的分析只能为我们提供思路上的参考#

应该说$以上学者们的分析$为我们在道德风险条件下$讨 论 技 术 许 可

契约中价格条款的设计问题开始了很好的基础工作$但不管是在单边道德风

险条件下$还是在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他们的研究只是讨论了某一类道德

风险条件下价格契约的设计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在同一技术条件下$在技

术使用过程中$技术许可双方中一方同时存在不同关系的投入行为$并由此

而引起道德风险这些条件下价格契约的设计问题#因为在现实的技术许可中$
对技术许可双方中一方来说$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在同一技术条件下$不同

类别的其他各种投入行为之间$如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生产管理投入

等$往往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相关性的性质$可以将上述各种投入或投

入行为分为互补性和替代性两类#很显然$在上述互补性和替代性投入过程

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便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于是$上述条 件 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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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的价格契约治理机制问题#便成为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
考虑到技术使用过程中#在同一技术条件下#对技术使用过程中 其 他 投

入行为#技术使用者往往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于是#我们研究的 问 题#将

集中于技术使用者拥有信息优势的情况$进一步#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可以分

为并立的三个方面%!;"道德风险存在于技术使用者&!#"引起道德风险的

原因来自于技术使 用 者 在 同 一 技 术 条 件 下 的 其 他 投 入 行 为 方 面 的 信 息 优 势&
!="在同一技 术 投 入 条 件 下#同 时 存 在 的 其 他 投 入 行 为 之 间 是 相 互 替 代 的$
这种研究问题的设定#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于是#在上述问题条件下#对技术所有者来说#将根据自 身 利 益 最 大 化

的要求#从激励技 术 使 用 者 实 施 自 己 想 得 到 的 相 互 替 代 的 投 入 化 行 为 角 度#
考虑如何设计多种激励可行的价格契约&显然#设计多种价格契约总是比设

计一种价格契约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论文接下来的

分析中#我们将利用现代契约经济学理论对论文所设定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这种分析是在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框架内 !如图;所示"进行的$其中#在图;
中的第一阶段#技术所有者设计一种价格契约#技术使用者则根据相关信息

和协商结果决定是否接受契约#如拒绝#则许可博弈结束#如接受 契 约#则

许可博弈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技术使用者接受契约后#在实施替代

性投入行为过程中#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实施相应的行为并提供相

应的信息#而技术使用者的有关投入行为和信息#对技术所有者来说是不可

证实或不可观察的#或者证实或观察的成本很高#所以#自然便决定了技术

使用者由于信息 优 势 而 产 生 的 道 德 风 险 的 有 无 及 程 度&在 博 弈 的 最 后 阶 段#
技术使用者根据契约规定#进行相关契约支付$

图!!技术许可的博弈时间序列线

在论文接下来的组成中#在第二部分#我们将对基本模型构建所 需 要 的

相关问题和假设给出说明#并构建相应的基本模型&在第三部分#作为不对

称信息问题分析的一个基准框架#我们给出了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价格契约

的基本特征&在第四部分#对替代性投入行为所产生的道德风险条件下的价

格契约特点进行分析#并对由此而引起的不同激励方 式 给 出 说 明&在论文的

第五部分#将结合具体的参数形式#从契约可行性’技术使用者和技术所有者

等三个角度#对道德风险条件下的价格契约特征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是对前

面分析的验证和补充&在论文的最后#我们给出了一个简要的结论性评述$



第"期 岳贤平!顾海英"技术许可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O!

二!基 本 模 型

对技术使用者来说#我们假设#在同一技术投入条件下#在 技 术 使 用 者

的其他投入行为中#存在两种相互替代的投入行为#并且从成本的角度将其

分为两种#一种是给技术使用者能带来较低成本的投入行为GA##一种是能给

技术使用者带来 较 高 成 本 的 投 入 行 为GA$#能 够 产 生 较 高 成 本 的 原 因 是 很 多

的#包括要素市场价格!投入行为在组织内部控制难度以及技术使用者对替

代性投入行为的 偏 好 等#不 过 这 些 原 因 上 的 差 异 对 我 们 的 分 析 不 构 成 影 响$
同时#我们用’%GA&来表示相互替代的投入行为给技术使用者带来的成本或负效

应#很明显#’%GA$&*’%GA#&或 者’$%:&*’#%:&$不 失 一 般 性#我 们 假 设

’%GA&是单调递增!且严格凸的#也即"’;%GA&*$且’<%GA&*$#对所有的GA’

= 做出这种假设#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技术性考虑#因为在现实中#因为多种原因#不同类 型 的

技术所有者对技术使用者替代性技术产业化行为的偏好是不同的#所以#完全有可能出现7$*7#!7$+
7# 和7$Z7# 等三种情况#所以假设7$*7##可以使后面的数理分析变得简捷#而不至于使文章篇幅过

长$第二#做出7$*7# 的假设#在现实中#也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比如#在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如果技

术使用者需要相关配套技术或技术诀窍#技术使用者要么自行研发#要么从外界购买$也有可能为了自主

创新等原因#而同时进行自主研发和外购#而此时#只要满足下列条件#出现7$*7# 的现象是可能的"条

件之一#技术所有者拥有相关配套技术或技术诀窍#同时#希望以高价出卖给技术使用者$条件之二"技术

使用者外购的成本要大于自行研发的成本$条件之三"技术所有者因为种种原因%如交叉许可等&#也同时

希望技术使用者自行研发’

对技术所有者来 说#在 技 术 使 用 者 的 两 种 替 代 性 投 入 行 为GA$ 和GA# 中#
我们假设技术所有者偏好于能给技术使用者带来相对较高成本的行为GA$#也

即#我们假设在技术所有者看来#在满足自己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可能性方面#

GA$ 要优于GA##于是#如果用7$ 表示投入行为GA$ 满足技术所有者利益最大

化目的的主观概率#用7# 表示投入行为GA#满足技术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目的

的主观概率#则7$*7# =$同时#我们假设一个代表性的技术所有者是纯粹

的研究型企 业#为 技 术 使 用 者 设 计 一 个 要 么 接 受 要 么 放 弃 %3+B4>)3>.2>54+U4>
)3&的线性价格契约#即包括一个固定费用 %T)\4CT44&\和提成费%2.6+536&

@L%:&的价格契约#其中L%:&表示技术使用者使用技术后的收益现值#不失

一般性#假设 技 术 使 用 后 的 收 益 函 数L%:&是 单 调 递 增 且 严 格 凹 的#也 即#

L;%:&*$且L<%:&+$#@是随着收益变化而变化的比率#:是技术使用者使用

技术后的确 定 性 生 产 所 得$同 时#在 其 他 变 量 不 变 条 件 下#根 据 对 偶 原 理#
由’%GA$&*’%GA#&的假设#我们有L%GA$&*L%GA#&或L$%:&*L#%:&’

对技术所有者来说#正如前文所述#技术所有者的根本 目 的#是 从 价 格

契约设计的角度#对存在于技术使用者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治理’于是#当

技术使用者存在两种相互替代的投入行为GA$ 和GA##并且当技术使用者拥有

上述两种替代性投入行为的信息优势时#对技术所有者来说#便有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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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所有者不利的道德风险问题#技术所有者希望通过价格契约形式对道

德风险进行治理$同时$也希望技术使用者能同时最大限度地实施两种替代

性技术产业行为$从而满足技术所有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为了达到上

述目的$技术所有者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道德风险问题$因为 技 术 所

有者需要技术使用 者 同 时 实 施 技 术 使 用 者 拥 有 信 息 优 势 的 替 代 性 投 入 行 为$
所以技术所有者在设计契约时$要防止技术使用者利用信息优势只实施其中

一种投入行 为&第 二$逆 向 选 择 问 题$当 技 术 所 有 者 设 计 两 种 分 类 契 约 时$
如果设计不当$有可能出现技术使用者在选择替代性投入行为时$在技术所

有者偏好的投入 行 为GA$ 上 投 入 不 足$而 在 技 术 所 有 者 并 不 偏 好 的 投 入 行 为

GA#投入过度的现象$这便是逆向选择问题&由于逆向选择是发生在道德风险

之前$所以我们将上述现象称之为发生在道德风险之前的逆向选择现象#
在设计价格契约时$对技术所有者来说$为了达到潜在的技术使 用 者 能

够接受契约并激励技术使用者进行投入行为GA$ 的目的$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第一$要使技术使用者接受契约$首先要满足技术使用者从事两种相互替代

性投入行为时的参与约束条件&第二$为了有效激励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

为GA$$除了要将两种相互替代的投入行为区分开来以外$还要满足技术使用

者从事投入行为GA$ 和GA#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最后$由于信息不完全$对

技术使用者从事两种替代性投入行为$技术所有者会存在一个主观判断$从

而满足其预期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于是$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技术使用者

的投入行为GA$ 出现的概率为Y$投入行为GA#出现的概率为; Ŷ$这样$如

果技术所有者要同时激励技术使用者的两种互相替代投入行为"$那么在设计

契约时$技术所有者将面对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技术使用者单独从事投入行

为GA$$于是$契约后受益的可能性为Y#&第二种是技术使用者单独从事投入行

为GA#$于是$契约后受益的可能性为 !;̂ Y"#&第三种是技术使用者既从事投

入行为GA$ 又从事投入行为GA#$于是$契约后的受益可能性为Y!;̂ Y"#

" 其实$技术所有者要激励技术使用者同时实施两种替代性技术产业化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技

术所有者设计了两份非排他性技术许可契约#

根据以上说明$我们 用 下 表 $ 和# 分 别 表 示 技 术 使 用 者 从 事 投 入 行 为

GA$ 和GA#的相关变量$同时$为了分析方便$将技术 使 用 者 实 施 替 代 性 投 入

行为以外的成本 !如契约事前的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等"和技术使用者的保

留效应标准化为零&于是$技术所有者的最大化问题 ’P;(可描述如下%
’P;(% Y+\

\$$\#$@$$@#
I!:"1#Y#’\$ ,7$@$L$!:"(

,#!;(Y"#’\#,7#@#L#!:"(,#Y!;(Y"

)’\$ ,\#,7$@$L$!:",7#@#L#!:"($

Q@38%

7$’!;(@$"L$!:!@$""(’$!G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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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GA#%&(\# &$’!(# $#%
(7$#$;(@$%L$$:$@$%%(’$$GA$%&(\$)

!!((7$#$;(@#%L$$:$@#%%(’$$GA$%&(\#)&$’!0$ $=%
(7##$;(@#%L#$:$@#%%(’#$GA#%&(\#)

!!((7##$;(@$%L#$:$@$%%(’#$GA#%&(\$)&$9!0# $"%
在上述形式化问题的描述中’式 $;%! $#%是技术使用者从事替代性投

入行为GA$ 和GA#的参与约束’式 $=%!$"%是技术使用者从事替代性投入行

为GA$ 和GA#的激励相容约束*在式 $=%中的前半部分是技术使用者选择技术

所有者为激励投入行为GA$ 而设计的契约$\$’@$%后的收益’后半部分是技术

使用者选择技术所 有 者 为 激 励 投 入 行 为GA# 而 设 计 的 契 约$\#’@#%后 的 收 益’
式 $"%具有与式 $=%同样的特点*式 $;%!$#%!$=%和 $"%后面的希腊

字母分别为各个不等式约束的库恩 塔克乘子+

三!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价格契约

为了有效地进行后续分析’我们先给出价格契约中存在提成费比率时的

一个引理’然后给出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价格契约的特征+

引理!!当技术许可契约具有提成费条款时’技术使用者的产品产量是关

于提成费比率的单调递减且严格凹的函数’也即

:;$@%+$且:<$@%+$9

引理;的证明略!+

! 有关引理;和下文中命题;!命题#!命题=!命题!等的详细数学证明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通过电子

邮件等方式向作者索取+

引理;表明’当价格契约包含一个状态依存的提成费时’投入产 量 将 随

着提成费比率的增大而减小’但减少的额度是逐渐降低的*之所以出现这种

情况’可能的原因 是 包 含 提 成 费 的 契 约 具 有 风 险 分 担 的 特 点 $I.1Qa14343
+5@’;OO<%+因而对技术使用者来说’提成费比率越大’产量越高’其承担的

绝对风险越多’因 而 契 约 的 激 励 作 用 越 小*但 由 于 产 品 的 可 获 利 性 的 原 因’
总体上’技术使用者还是愿意生产的’只是其生产的积极性将逐渐降低+这

种基于社会福利的扭曲可从图#中得出直观的理解+在图#中’W$:%为产品

的市场需求曲线’由于价格契约存在提成费条款’而这种提成费又是随着收

益L$:%而变化的’于是’技术使用者的实际收益曲线将向左下方移动’实际

的产量将由:A 减少到:X*而产量的扭曲便导致社会福利 损 失 的 增 加’其 增

加幅度由原来垄断的A;!A![;三点所组成的面积增加到X!X;![;三点所

组成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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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提成费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损失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由于所有的信息是公有信息#所以#对 技 术 使 用 者

的两种替代性投入行为来说#技术所有者可以无需事前的判断而直接制定两

种分类契约$同时#只要满足技术使用者的参与约束即可#于是#技 术 所 有

者的最大化问题 %P#&可描述为’
%P#&’ Y+\

\.#@.
;
.1$##

%\.,7.@.L.!:"&#

Q@3@’ 7$%!;(@$"L$!:"(’$!:"&(\$ &$# !!"

7#%!;(@#"L#!:"(’#!:"&(\# &$9 !%"
利用库恩 塔克定理 !哈尔(瓦里安#;OO&’AA@!=<)!"$"#通过对最大

化问题 %P#&求解可得命题;’

命题!!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在面对技术使用者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投入行

为GA$ 和GA#时#技术 所 有 者 总 可 以 找 到 两 种 分 类 契 约!\"
$#@"$"和!\"

# #@"# "#
这两种分类契约都是纯固定费用价格契约#其契约特征值分别为’

@"$ 1$且\"
$ 17$!L$!:"(’$!:""#

@"# 1$且\"
# 17#!L#!:"(’#!:""9

命题;的证明略*
命题;表明#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当技术使用者存在两种替代性 投 入 行

为时#由于相关信息是公有信息#在进行技术许可时#技术所有者将分别采

用两种不同的契约以最大限度获取被许可技术的信息租#而在技术许可过程

中#技术使用者将只获得保留效用$同时#对技术所有者来说#两种 分 类 价

格契约中固定费用值的大小#将取决于两种投入行为收益+投入行为成本和

两种投入行为产生的概率$很显然#由于7$ *7#+L$!:"*L#!:"和’$!:"

*’#!:"#所以#\"
$ 和\"

# 的比较大小是不确定的*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影

响技术所有者对被许可技术的信息租的榨取#因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技

术使用者没有办法采取隐瞒或欺骗等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说道德风险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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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但当信息不对称时$特别地$当道德风险存在于技术使用者$显然$
由于技术使用者的信息优势$技术所有者在制定技术许可契约时将不得不考

虑有关信息租的转移问题%

四!道德风险条件下的次优价格契约

当道德风险存在于技术使用者时$技术所有者的最大化问题是 &P;’%不

过$在对上述最 大 化 问 题 &P;’求 解 之 前$我 们 将GA.从 函 数:(@.$GA.)中 省

去%因为$虽然产品产出:是契约变量@. 和投入GA.(.Z$$#)的函数$但由

于我们的目的是求解契约变量\. 和@. 的特征值$为了表述的方便$将GA.从

函数:(@.$GA.)中省去是不影响分析结果的%
另外$注意到在上述最大化问题 &P;’的约束条件中$式 (#)和式 (=)

内在地包含式 (;)%因为当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的参与约束条件和激

励相容约束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考虑到技术所有者偏好GA$ 胜过GA#$所

以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 的参与约束当然得到满足$这也符合理性技术

所有者的行为准则%因而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 的参与约束条件$在求

解过程中可以忽略$也即$在其他条件得到满足 的 情 况 下$($*$可 以 自 动

得到满足%
利用库恩 塔克定理$通过对最大化问题 &P;’求解可得命题#"

命题"!当技术使用者存在道德风险行为时$对技术所有者来说$一个利

益最大化的次优价格契约具有以下特点"
(;)技术所有者总可以找到 两 种 分 类 契 约$对 技 术 使 用 者 的 道 德 风 险 行

为进行治理#
(#)技术所有者为了激励技 术 使 用 者 从 事 两 种 替 代 投 入 行 为$一 个 激 励

可行的价格契约应该同时满足技术使用者从事两种替代性投入行为时的参与

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
(=)对技术所有者偏好的投入行为GA$ 来说$一个次优的价格契约是一个

纯固定费用价格契约$其契约(\$$@$)中特征值分别为"

@$ 1$
和

\$17$(L$(:)(’$(:))

!(*7$&(;(@#)L$(:(@#))(’$(:(@#))’(\#+#
(")对投入行为GA#来说$一个次优的价格契约是一个包含提成费比率的

线性价格契约$其契约(\#$@#)的特征值分别为"

@# 1Y
&7#L#(:)(7$L$(:)’
(;(Y)7#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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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17##!;(@#"L#!:!@#""(’#!:!:#""$9

命题#的证明略%
命题#中的第一个特点表明&对技术所有者来说&技术使用者的 道 德 风

险行为是可以通过价格契约进行治理的%得出这一结论的数学原因&是最大

化问题中四个约束条件的库恩 塔克乘子都满足库恩 塔克条件’而命题#中

第二个特点表明&要使技术许可契约是激励可行的&只有在满足技术使用者

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技术所有者设计一种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技术许可契约才具有现实性’不过&由于技术使用者的投入行为信息是非

公有信息&同样是满足了技术使用者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相对

于完全信息条件的最优技术许可契约&道德风险条件下次优契约中变量的特

征则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命题#的第三和第四个特点所说明的%
命题#的第三个特点说明&为了激励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技术

所有者设计了一个纯固定费用价格契约%根据引理;&可以认为&纯固定费用

价格契约将使投入产出的扭曲程度降低到零&而技术所有者之所以设计这样

一个契约&原因在于(第一&技术使用者拥有投入行为的信息优势&但 仅 仅

由于信息优势还不足以让技术所有者为技术使用者进行保险&因为一个风险

中性的技术所有者&只有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才为一个风险规避的技术使用者

通过信息租的转移进行保险 !岳贤平)顾海 英&#$$!-"&这 就 是 第 二 个 原 因

要说明的%第二个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技术使用者&因为技术

使用者存在两种相互替代的投入行为&很显然&相对于成本较低的投入行为

GA#&技术使用者并不愿意从事投入行为GA$’而另 一 方 面&技 术 所 有 者 在 两

种投入行为GA#和GA$ 之间&更偏好于GA$&所以&为了激励技术使用者从事投

入行为GA$&技术所有者便在一定程度上为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 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保险&但保险额度的大小是不确定的&原因是技术所有者仍然

希望技术使用者同时从事投入行为GA#&所以这种以被转移的信息租方式进行

的保险&还受到了技 术 所 有 者 针 对 投 入 行 为GA# 所 制 定 的 线 性 价 格 契 约 的 影

响&而这种被转移的信息租的影响因素&我们将通过推论;给予说明%
命题#的第四个特点其实是和第三个特点相对应的%在技术使用者存在

道德风险条件下&技术所有者之所以设计一个线性价格契约&原因同第二个

特点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技术使用者拥有投入行为的信息优势&而技

术使用者又相对偏好于投入行为GA#&于是&为了激励技术使用者更多地从事

投入行为GA$&技术所有者便通过提成费的方式对投入行为GA#进行扭曲&扭

曲的结果便是&技术使用者在进行投入行为GA#后的收益只能是保留效用%相

对来说&此时的技术所有者将获得被许可技术的所有信息租&而提成费比率

的大小将取决于技术所有者的主观判断以及技术使用者的产品的边际产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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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要素#下文我们将结合提成费比率的影响因素#讨论提成费比率对技术

使用者的投入的反激励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技术所有者为了激励技术使用者更多地从事

投入行为GA$#往往要对技术使用者进行一定的信息租的转移#这也可以理解

为技术所有者对投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偿或者保险#这种保

险额度也可称之为信息租#这种信息租我们用)L表示#根据命题;和命题##

)L可表示为"

)L 1%\"
$ (\$&17$’%;(@#&L$%:%@#&&(’$%:%@#&&(

(7#’%;(@#&L#%:%@#&&(’#%:%@#&&(9 %&&
式 %&&左边由两部分组成#分别用=$#和=##来表示"

=$# 17$’%;(@#&L$%:%@#&&(’$%:%@#&&(
和

=## 17#’%;(@#&L#%:%@#&&(’#%:%@#&&(9
=$#是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 的收益#这种收益按照技术所有者针

对投入行为GA#所制定的契约%\##@#&进行了提成费的支付#而未进行固定费

用支付)=##是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时的收益#这种收益是在接受价

格契约%\##@#&并只履行了契约提成费支付时的收益$
于是#根据式 %&&我们可以得出推论;"

推论!!在技术使用者存在道德风险行为时#为了激励技术使用者从事投

入行为GA$#技术所有者是否进行信息租的转移以及信息租转移程度#将取决

于7$!7#!L$%:%@#&&!L#%:%@#&&!’$%:%@#&&!’#%:%@#&&和契约特征值@# 等

多种因素#特别地#将可能有三种情况"
%;&当=$#*=## 时#)L*$#此 时#技 术 所 有 者 采 用 的 是 正 面 激 励 的

方式)
%#&当=$#+=## 时#)L+$#此 时#技 术 所 有 者 采 用 的 是 负 面 惩 罚 的

方式)
%=&当=$#Z=##时#)LZ$#此时#技术所有者采用随机激励的方式$

推论;表明#技术所有者为了激励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在考虑

是否进行信息租的转移以及转移程度时#将综合考虑技术使用者的两种投入

行为GA$ 和GA#出现的概率!相应的产品的市场收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投入成

本等多种因素#这些变量的获得可以通过统计分析!业务调查以及主观判断

等多种途径获取#在综合了相关信息后#对技术所有者来说有可能出现三种

信息租转移的状况$
推论;列举的第一种情况#即技术所有者向技术使用者转移信息租的情

况 %即)L*$&$这种情况发生在=$#*=##时#也即#在各种因素决定了技术

使用者有可能接受了技术许可契约%\##@#&#但却从事投入行为GA$ 时)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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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所有者如果不履行契约中的固定费用#就是有利可图的#但技术所有者

为了达到激励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 的目的#便通过契约中固定费用的

方式转移一定的信息租$不过#相对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情况#这种信息租

的转移也反映出技术所有者并不愿意激励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因为

信息租的转移表 明 激 励 是 需 要 较 高 成 本 的#而 技 术 所 有 者 之 所 以 愿 意 激 励#
起码认为激励成本是可以通过激励收益得到补偿$

而推论;列举的第二种情况表明#当=$#+=##时#技术所有者反而会加

大固定费用转移的额度#因为=$#+=##意味着在不履行契约中的固定费用条

款时#面对同样的价格契约!\##@#"#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的收益将

大于从事投入行为GA$%此时#技术所有者为了达到激励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

行为GA$ 的目的#不是采取对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 进行信息租转移这

一正面奖励的方式#而是采取对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时加大信息租榨

取这一反面惩罚方式$
推论;中的第三种情况表明#对技术使用者来说#当不履行契约 中 的 固

定费用时#技术使用者在两种投入行为GA$ 和GA#之间是无差异的%此时#对

技术所有者来说#如何通过契约固定费用的方式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将取决于技术使用者的两种投入行为过程及结果的具体状况#因而如果不考

虑技术许可契约的组合情况#技术所有者将采取随机激励或惩罚的方式$

五!一个带均值和方差的参数化例子

通过命题#和推论;#我们知道技术所有者为了激励技术使用者更多地从

事投入行为GA$#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信息租的转移对技术使用

者从事投入行为GA$ 进行正面的激励#另一方面#通过包含提成费的价格契约

形式#对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进行一定程度的反向激励#以达到令技

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 的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包括&!;"包含提成费的价格契约对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有何具体的

影响%!#"技术所有者将如何根据技术使用者的情况选择契约变量#以满足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技术使用者如何根据契约变量调整投入行为程

度#从而满足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将结合 前 文 的

思路#通过具体的参数化的形式进行分析$

!一"相关假设及问题的描述

根据L;!:"*$的假设#可以采用单调变换的方式#将技术许可契约中提

成费比率的状态依存变量转换成投入产出:#并假设:是一个随机变量1:#于

是有&

1:1:!GA",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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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A 为技术使用者的投入%#4^2$$#"#%&进一步#考虑到投入产出

:是投入GA 的增函数#于是#通过单调变换#我们有"

:1GA,49 $O%
考虑一个风险规避的技术使用者#我们假设技术使用者的关于确定性收

益=A 的效用函数为"T$=A%Z 4̂ /̂=A#其中#/为技术使用者的绝对风险规

避度&#可以证明技术使用者具有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度/<&同时假设技术使

用者进行投入GA 的 成 本 函 数 为"’$GA%ZK"G
"
A#其 中#"&;!K&;#于 是#

我们给出定义&"

定义S! $成本效率系数%"当技术使用者的投入成本函数具有’$GA%Z
K
"G

"
A 形式时#其中#K为投入的成本效率系数’

% 为了分析的简便和一般性#我们暂且不考虑特定的投入行为GA##而用GA 代表技术使用者的投入#在后

文的相关分析中#将结合前文再作具体分析’
& /*$表示技术使用者是风险规避的#如果/Z$表示技术使用者是风险中性的#/+$表示技术使用者

是风险喜好的#由于我们这里并不对技术使用者的风险态度感兴趣#所以在文中我们将不对相关问题 做

出说明’

< 我们可以 证明技术使用者的绝对风险规避度#为"#1(
T<$=A%
T;$=A%1(

(/#4(0=A
/4(0=A

1/#所以#技术使用者

具有不变的风险规避度/’

根据定义&#可以得出定理;"

定理!!技术使用者的投入成本效率和成本效率系数K成反比’

因为对相同程度的投入GA 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本系数K
越大#投入所造成的成本越高#相应的投入效率也就越低’所以成本效率系

数是表征不同投入行为过程中投入的效率的#它反映了技术使用者对投入成

本控制的能力的大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技术使用者在接受了技术所有者制定的一

个形如$\]@:$GA%%的线性价格契约 $\#@%后的期望效应J (T $=A%)"

J(T$=A%)1J*T($;(@%1:$GA%(\(’$GA%)+

1’(4\A*(/($;(@%1:$GA%(\(’$GA%)+I$:%C:
1(4\ !A ( "/ $;(@%:$GA%(\(’$GA%(/"

#

#
$;(@%#$# 9

$;$%
利用式 $O%对式 $;$%进行单调变换可得"

J(T$=A%)1(4\ !A (/($;(@%GA(\(’$GA%(/"
#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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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 !;;"#我们 可 得 到 技 术 使 用 者 的 确 定 性 等 价 收 益 !-423+)*364>
a1)U+54*3"=A 为$

=A 1 !;(@"GA(\(’!GA"(/"
#

#
!;(@"#9 !;#"

上式中的/"
#

#
!;̂ @"# 为技术使用者进行投入行为GA 的风险成本%

通过前面的假设并结合式 !<"和 !O"#技术所有者在制定了一个线性价

格契约!\#@"后的期望收益J&\]@1:!GA"’为$

J&\,@1:!GA"’1\,@:!GA"1\,@GA9 !;="
在上式中#\]@GA 是对\]@:!GA"进行单调变换所得%
如果将技术使用者的保留效应以及其他相关成本标准化为零#根据以上

分析#技术所有者的最大化问题 &P=’可描述如下$
&P=’$ Y+\

\#@
\]@GA#

Q@3@$

!;(@"GA(\(’!GA"(/"
#

#
!;(@"# &$#!0 !;""

GA %+2FY+\
G
!

A

!;(@"GA(\(’!GA"(/"
#

#
!;(@""# 9!( !;!"

在上述最大化问题 &P=’中#式 !;""和 !;!"分 别 为 技 术 使 用 者 的 参

与约束条 件 和 激 励 相 容 约 束 条 件#后 面 的 希 腊 字 母 为 各 自 的 库 恩(((塔 克

乘子%
如果我 们 不 考 虑 一 阶 方 法 的 技 术 性 问 题O#可 以 利 用 一 阶 方 法#将 式

!;!"转换成式 !;%"的形式%

O 这种转换所用的一阶方法#从基本理论上说#只有满足单调性和凸性条件才可以使用#我们假定技术使

用者的目标函数满足相应的条件%关于这种一阶方法的详细理论说明#可参阅马可 斯 达 德 勒)佩 雷 斯

卡斯特里罗!#$$"#AA@"!("%")张维迎!;OO%$AA@"=$("=;")赵文华)席酉民!;OOO"以及拉丰)马赫蒂摩

!#$$#$AA@;!#(;!%"的 相 关 说 明#而 有 关 这 一 理 论 的 原 始 文 献 可 参 阅 G.F42Q.*!;O<!"和 Y)22544Q
!;OOO"等%

!二"模型求解与分析

;9契约可行性分析

利用库恩 塔克定理#通过对技术所有者的最大化问题 &P=’求解#可得

命题=$

命题#!当道德风险存在于技术使用者时#即使考虑到投入过程中的风险

成本#技术所有者也总可以找到一种价格契约#对技术使用者的道德风险进

行治理%

命题=的证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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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的经济学意义同命题#中的第一个特点是类似的#具体不再赘述$

#9基于技术使用者的分析

在投入过程中#技术使用者将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投

入行为GA#所以#技术使用者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权衡#一方面要在提供投入

行为GA 所产生的成本’%GA&和产出之间进行权衡#另一方面#当技术使用者

进行投入行为GA 时#由于投入过程中风险的存在#一个风险规避的技术使用

者进一步要考虑相应的风险成本/"
#

#
%; @̂&# 和收益之间的权衡$所以#技术

使用者将综合上述两类权衡#并结合相关参数进行投入行为GA 的 优 化 选 择#
于是#由式 %;!&可得利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1’;%GA&或@1;(’;%GA&9 %;%&
由式 %;%&求@关于GA 的导数可得"

-@
-GA 1(

’<%GA&1(K%"(;&4"(# +$9 %;&&

对式 %;&&进行转换可得"

-GA
-@ (

’<(;%GA&1( 4#("
K%"(;&+

$9 %;<&

对上式进一步求关于成本系数的导数可得"

-
- !K -GA

- "@ 1 ;
%"(;&K#

4#(" *$9 %;O&

根据式 %;<&和 %;O&可得命题""

命题$!当道德风险存在于技术使用者时#技术使 用 者 进 行 投 入 行 为GA
的强度随着技术许可契约%\#@&的提成费比率@的增大而减小#而减小的幅度

随着投入行为GA 成本效率系数K 的增大而增大’反之#亦然$

命题"表明#技术使用者的投入强度#将随着技术许可契约的提 成 费 比

率@的增大而减小#也就是说#随着提成 费 比 率@的 增 大#对 技 术 所 有 者 来

说#技术使用者的道德风险行为产生的强度将增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

要有"第一#技术使用者具有投入行为的信息优势#当不考虑有关监督或监

督不力时#技术使用者便有可能产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于是便产生了道

德风险的可能性’第二#如果仅仅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不等于说就产生

了道德风险行为#正是因为技术许可契约存在提成费条款#这种提成费条款

的存在#将从两个方面对技术使用者的事后投入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从

收益分成的角度来看#技术使用者的事后投入所得将有一部分通过提成费方

式被技术所有者无偿剥夺#这显然助长了技术使用者的道德风险行为的产生’
另一方面#从技术使用者事后相关投入的成本来看#由于相关成本呈现出规

模收益递减的特点#所以要获得相同的收益#随时间的推移#技术使用者的

相关投入将呈现出递增的特点#这又从动态的角度加强了技术使用者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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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行为产 生 的 强 度#第 三$从 技 术 使 用 者 的 事 后 投 入 行 为 是 否 可 契 约 化

!-.*32+-3)H54"的角度来说$由于技术使用者的事后相关投入行为的不可证实

性;$或证实的成 本 远 超 出 证 实 的 收 益 等 原 因$于 是$当 契 约 存 在 提 成 费 条 款

时$在那些不可证实的事后行为方面$道德风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强度将

相对有较大的增加%

;$ 对于那些可证实性的行为$特别是第三方可认证的技术使用者的事后行为$在契约前的双方协商过程

中$技术所有者可加以契约化处理$这种可契约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但它可以作为一种

治理道德风险的方式而存在%
;; 其实$如果我们不考虑技术所有者治理技术使用者的道德风险行为的目的$单纯从技术许可契约中提

成费和技术使用者的成本效率系数之间的关系来看$提成费对成本效率较高的技术使用者扭曲程度更高

的结论$有点&鞭打快牛’的感觉$这种现象如果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反映出$要对成本效率较高的技 术

使用者进行激励$是相对较困难的%

同时$命题"还表 明$当 技 术 使 用 者 存 在 替 代 性 投 入 行 为GA$ 和GA# 时$
为了使技术使用者从事技术所有者偏好的投入行为GA$$技术所有者便利用提

成费对技术使用者会产生行为扭曲的特点$反向激励技术使用者的投入行为

GA#%但对技术所有者来说$这种扭曲的程度和不同类型的技术使用者存在很

大的关系$因为命题"表明$随着技术许可契约中提成费比率的增大$技术

使用者的投入的强度将降低$而降低的幅度又随着技术使用者的成本效率系

数的增大而减小%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本效率系数越大

表明生产效率越差$所以$可以认为技术许可契约中提成费对成本效率较高

!也即成本效率系数较小"的技术使用者的扭曲程度更高$这显然也符合技术

所有者更愿意激励效率较高的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 的想法$而对技术

使用者来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同样的外来冲击$对成

本效率高的技术使用者所造成的损失$要大于成本效率较低的技术使用者;;%
于是$可将上述说明整理成推论#的形式(

推论"!当技术使用者存在两类不同成本效率的替代性投入行为时$如果

技术所有者所制定的分类契约中包含提成费价格条款$那么$提成费条款对

成本效率较 高 的 投 入 行 为 所 造 成 的 扭 曲 程 度$要 大 于 成 本 效 率 较 低 的 投 入

行为%

至此$我们知道$当技术使用者存在道德风险行为时$技 术 所 有 者 制 定

一个包含提成费的技术许可契约$一方面是为了区别对待两类替代性投入行

为$并激励技术使用者更多地从事投入行为GA$$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技术使

用者的投入 成 本 效 率 问 题%下 面$我 们 还 将 看 到$除 了 投 入 成 本 效 率 以 外$
技术许可契约中提成费比率的制定还将受到技术使用者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

=9基于技术所有者的分析

在技术许可契约是激励可行的条件下$放松参与约束条件式 !;""可得(

\1 !;(@"GA(’!GA"(/"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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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代入 ##$$可得到技术许可契约中的固定费用表达式"

\1’;#GA$GA(’#GA$(/"
#

#’;
##GA$9 ##;$

为了得到激励可 行 契 约 中 提 成 费 和 技 术 使 用 者 的 相 关 参 数 之 间 的 关 系%
我们将式 ##$$代入技术所有者的最大化问题 &P=’中的目标函数可得"

\,@GA 1GA(’#GA$(/"
#

#
#;(@$#9 ###$

从式 ###$我们看到%GA^’#GA$为投入GA 的净 收 益%/"
#

#
#; @̂$# 为 投

入GA 的风险成本%因而技 术 所 有 者 的 目 标 函 数%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可 以 认 为 是

技术许可双方的 合 作 收 益 函 数%其 实%这 种 转 换 结 果 也 符 合 委 托 代 理 理 论

的精神实质"一个激 励 可 行 的 技 术 许 可 契 约 可 以 同 时 满 足 技 术 许 可 双 方 的

利益最大化的要 求%于 是%我 们 可 得 到 技 术 许 可 双 方 的 合 作 利 益 最 大 化 问

题 &P"’"

&P"’" Y+\
@%G

!
A
GA (’#GA$(/"

#

#
#;(@$"# 9

由于技术所有者的技术许可最终收益取决于技术使用者的投入GA%于是%
技术所有者的问题便又转化成技术使用者的问题%利用隐函数定理%对上述

最大化问题 &P"’求解%可得命题!"

命题Q!当道德风险存在于技术使用者时%技术所有者的一个激励可行的

技术许可契约#\%@$的变量特征值%将取决于技术使用者的投入GA!投入产出

的方差"#!投入的成本函数’#GA$!成本效率系数K 以及技术使用者的绝对

风险规避度/等多种参数%其契约变量的具体表达式为"

\1’;#GA$GA(’#GA$(/"
#

#’;
##GA$和@1;( ;

;,K#"(;$4"(#/"#
(特

别地%我们有"
#;$当’<#GA$!"# 和/等三个参数中%至少有一个为零时%@Z$(
##$当"#,[或/,[时%@Z;(
#=$当$+"#%/+;时%$+@+;(

#"$令*Z#" ;̂$4"^#/"#%则**$且-@
-KZ

*
#;]K*$#*$

)

命题!的证明略)
命题!表明%在道德风险存在于技术使用者的条件下%当通过一 个 参 数

化的形式对技术许可契约中契约变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分析的结论很

好地印证了论 文 前 面 的 相 关 论 述%比 如 对 命 题!中 第 一 个 特 点 来 说%/Z$
#或"#Z$$表示技术使用者是风险中性的%而此时%技术所有者为了反向激

励技术使用者从事投入行为GA#%便没有必要通过提成费的方式对技术使用者

的投入行为进行保险)但当/,[时 #或"#,[$%意味着技术使用者是一个



;#O#!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非常强的风险规避者#此时#技术所有者显然要承担一定的投入风险#这便

是命题!中第二个特点所表达的意思$命题!中第三个特点介于第一和第二

个特点之间#无需说明$而第四个特点表明#契约中提成费比率是技术使用

者的投入的成本效率系数的 增 函 数#也 就 是 说#对 成 本 效 率 较 高 的 !也 即 成

本系数较低"投入行为来说#提成费比率@相对也较低#这和命题"中 部 分

内容具有对偶性的特点%但这里是从技术许可契约中提成费比率的影响因素

的角度#因而这里可能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成本的角度来看#成

本效率较高的投入行为相对来说风险也较小#于是#技术所有者也就可以提

供较少的保险#另一方面从收益的角度来看#对技术所有者来说#不管是正

向激励还是反向激励#对成本效率较高的投入行为提供较高的利益分成 !分

成比率为;̂ @"可以达到较好的激励效果%

六!结论性评述

当技术使用者存在由替代性投入行为而产生的道德风险行为时#本着价

格契约治理机制研究的目的#我们通过分析后认为&第一#技术所有者总可

以找到一种分离 价 格 契 约#对 存 在 于 技 术 使 用 者 的 道 德 风 险 行 为 进 行 治 理$
第二#如果技术许可契约中存在提成费时#提成费比率和技术使用者的道德

风险行为强度是成正比的$第三#为了有效地对技术使用者的道德风险行为

进行价格契约治理#技术所有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可以对技术所有

者偏好的投入行为GA$ 制定一种纯固定费用价格契约#相对来说#对替代性投

入行为GA##可以制定形如\]@L!:"的包含固定费用和提成费的线性价格契

约#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价格契约的设计#既可以达到使技术使用者同时实

施两种替代性投入行为的目的#又可以激励技术使用者更多地从事投入行为

GA$$第四#对具有利益最 大 化 要 求 的 技 术 使 用 者 来 说#技 术 所 有 者 在 制 定

一个激励可行的价 格 契 约 时#必 须 要 满 足 技 术 使 用 者 的 参 与 约 束 和 激 励 相

容约束#特别地#要 对 投 入 过 程 中 生 产 成 本 和 风 险 成 本 给 予 补 偿%以 上 的

结论#不仅可以对现 实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各 类 技 术 许 可 中 价 格 契 约 给 予 有 效 的

解释#同时#因为我 们 的 分 析 是 从 道 德 风 险 治 理 的 角 度 进 行 的#所 以 对 各

类市场主体的技 术 许 可 实 践#也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机 制 设 计 的 参 考 作 用%但 在

具体运用时#需 要 结 合 实 际#从 技 术 类 别’行 业 类 别’历 史 经 验 和 价 值 判

断等多方面进行调 整#特 别 是 价 格 契 约 中 固 定 费 用 和 提 成 费 比 率 的 具 体 取

值方面%
虽然我们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但由于模型众多假设的原因#

所以进行相 关 后 续 的 研 究 是 必 要 的&第 一#放 宽 技 术 所 有 者 设 计 契 约 时 的

(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假设#考虑讨价还价并整合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更贴近

现实的研究#意义将会更大$第二#放宽纯研究型技术所有者的假 设#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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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所有者同时具备投入能力的情景#通过产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深入分

析市场结构对价格契约的影响#对现实也会具有更多的启迪作用$第三#进

一步深化技术许可过程中道德风险问题的其他治理机制的分析#如可证实的

相关指标的契约设计!长期契约安排!技术投资入股以及多任务情况下的锦

标赛机制等#这样的分析#将会使结论的现实性更强$第四#从技术 使 用 者

的角度#对道德风险存在于技术所有者以及双边道德风险情况下技术许可中

价格契约的特征进行分析#显然将有利于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完善#同时也会

使理论对现实的指导范围扩大$第五#考虑到技术交易形式的复杂性#对拍

卖条件下的技术定价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也将构成重要的研究领域$最后#
客观地说#包括本文研究在内#现有的有关技术许可中价格契约的研究绝大

部分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而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可能是由于数据和案

例的可获得性的原因#关于技术许可中价格契约的实证分析除了极少量的描

述性统计分析外#很少有相关的深入的统计分析!计量分析和较为规范的案

例分析#所以有关技术许可中价格契约的实证分析将是一个迫切的研究方向

之一%以上的分析#只是一种猜想和判断#是否正确#依然需要做进 一 步 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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