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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技术授权策略与本国关税政策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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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以一个拥 有 技 术 优 势#且 将 其 产 品 输 往 本 国 寡 占 市 场 中

的外国厂商为对象#探讨其对 本 国 厂 商 的 最 适 技 术 授 权 策 略#以 及 该 策 略 是 否

受关税保护贸易政 策 之 影 响%在 本 文 的 研 究 结 论 中#我 们 可 以 发 现 下 列 三 点’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当外国企业可授权国内二家厂商时#其最适授权策略#
会选择同时授权于国内二家技术 劣 势 厂 商%当 外 国 厂 商 仅 可 授 权 国 内 一 家 技 术

劣势厂商时#若市场规模相对 较 小#国 外 技 术 优 势 厂 商 之 最 适 单 位 权 利 金 订 定

为存在内部解#且会受市 场 规 模 的 影 响#市 场 规 模 值 愈 大#权 利 金 愈 高%当 市

场规模相对较大时#则国外技术优 势 厂 商 之 最 适 单 位 权 利 金 恰 等 于 其 技 术 创 新

所能节省的成本幅度%!""在关税政策条件下#国 外 技 术 优 势 厂 商 可 同 时 授 权

国内二家厂商时#其授权策略 不 受 关 税 政 策 影 响%在 可 授 权 国 内 一 家 技 术 劣 势

厂商时#若市场规模相对较 大#其 授 权 策 略 不 受 关 税 政 策 影 响%若 市 场 规 模 相

对较小#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外国厂 商 的 授 权 权 利 金 将 高 于 采 取 关 税 政 策 条 件 下

的水准%!;"在本国政府的最适关税政策下#不论 是 当 外 国 厂 商 可 授 权 本 国 二

家厂商之b*G’均衡或可授权本国一家厂商之b*G’均衡#皆有助于本 国 福 利 水

准的提升%

!!关键词!技术授权#关税政策#权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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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高科技产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其中攸关成败的因素#就在 于 是 否

能够获取所需之关键技术%目前外国业者已经获取许多基本专利与相关之专

门技术#而本国业者因缺乏基本专利或是核心技术专利#因此#技术授权问

题是无法避免的%但是#透过技术授权#则必须支付外国权利人大笔之权利

金%于产业踏入初期#本国厂商在市场上为 (技术跟随者)#然而#本国厂商

虽受制于外国的技术授权限制#仍有部分的厂商投入研发工作#希冀于摆脱

外国厂商之束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研发都是成功的#如半导体产品#因 其 技 术 复 杂 度

极高#设计开发所需投入的研发资源非常庞大#中国在半导体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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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于国际市场上并没有竞争优势#虽然有中芯等半导体制造厂商#但他

们的技术主要是来自外国技术授权#而无法自行研发%因此#有关本国厂商

如何引进外国之技术#以及外国厂商如何进行对本国的技术授权等方面的议

题#仍是目前学者所关心之重点%
有关专 利 权 人 授 权 行 为 之 文 献#有 *̂.(3)*)BX*0.*)!%EI!"$ *̂2a

*)B8’*9(1- !%EI<"及 D02- !%EE;"等 篇&其 中# *̂.(3)*)BX*0.*)
!%EI!"探讨专利权人在同质寡占&-01)-2产量竞争市场中#如何利用权利金

之授权方式#以达到专利权人授权后利润极大之问题%D02-!%EE;"是探讨

异质双占厂商进行L3121*)B价格竞争时#专利权人之最适授权问题%上述文

献在探讨专利权行为之问题时#皆将专利授权人及产业生产活动做区隔#亦

即专利授权人只从事授权行为#至于授权后之生产活动#则仅有接受或不接

受技术授权之厂商参与%换言之#上述文献对专利授权人讨论#仅注重其权

利金收益部分%
与上述文献不同的是#N*)>!%EEI"在 讨 论 同 质 双 占 厂 商 进 行&-01)-2

产量竞争时#则以技术优势厂商为对象#讨论其既是市场参与者又是授权者

的最适 授 权 与 生 产 行 为%N*)>!"##""在 异 质 双 占 的 架 构 下#厂 商 进 行

&-01)-2产量竞争时#讨论外国技术优势厂商的授权策略&该文指出#外国技

术优势厂商的授权策略#也会受到产品间替代程度大小的影响%当然其它有

关探讨既是专利授权者又是市场参与者之文 献 亦 不 少#例 如Y*44()(!%EI!"$

S-,M322!%EE#"$c(!%EEE"等等#但这些文献均是在探讨具独占地位专利授

权者#如何利用策略性授权方式阻止潜在厂商进入#以维持其独占利润的文

章%其中#Y*44()(!%EI!"主要是叙述现有独占厂商面对一可能发明更优良生

产技术之潜在竞争者时#其最适授权策略&S-,M322!%EE#"之模型为面对两

个强弱不一之潜在竞争者时#独占厂商之授权策略&c(!%EEE"讨论独占厂商

面对两家潜在竞争厂商时#现有厂商之最适授权问题#比较不一样的是#他

假设潜在竞争厂商即使研发成功也只能发展较差之生产技术%c(发现现有独

占厂商之最适策略为’!%"若潜在厂商没有发明成功#则现有厂商将采不授权

策略&!""若仅有一潜在厂商发明成功#则现有厂商将对发展成功之潜在厂商

授权%
在国际贸易理论文献中#亦有多位学者曾讨论国际间技术授权 问 题#如

+(2’31*)BD*1M0G3)!%EE<"#6(G’_*G1*-!%EE!"等#惟这些文献大多强 调

国际间贸易环境与厂商技术授权间之关系#但忽略了进口贸易保护政策可能

有诱导 外 国 厂 商 采 行 技 术 授 权 的 功 能%另 一 方 面#8*>>(!%EE<#%EEE"$

Y4*GG*)B8*>>(!"##""则讨论直接外国投资与授权的相关问题%相较之下#

L13,’31!%EI""与8-)>!%EE<"等文献明显地处理贸易政策在国际技术授权

中所具有的角色与影响力%L13,’31是从技术输入国之角度#讨论关税政策对

于社会福利水准之影响#但并未分析贸易保护政策是否影响外国厂商授权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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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8-)>曾针对自动出口设限与国际技术移转之关系进行研究#8-)>指出即

使不存在任何传统之技术授权诱因#出口厂商在面对自动出口设限之贸易障

碍时#也有可能将技术授权给当地厂商#惟在8-)>的文章中#并没有讨论关

税是否影响技术授权问题%
进而言之#本文将以一个拥有技术优势#且将其产品输往本国寡 占 市 场

中的外国厂商为对象#探讨其对本国厂商的最适技术授权策略#以及该策略

是否受关税保护贸易政策之影响%明确地说#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三’%7外国

技术优势厂商#如何决定最适授权策略#使其利润极大化&"7外国技术优势

厂商决定之最适授权策略#是否受本国关税政策影响&;7在外国技术优势厂

商授权下#探讨本国的最适关税政策%
诚如上述#本文系从外国技术优势厂商观点#来分析其对本国技 术 劣 势

厂商技 术 授 权 之 最 适 策 略%详 言 之#本 文 主 要 利 用 N*)> !%EEI"及 c(
!%EEE"之模型架构#同时利 用 赛 局 理 论 的&-01)-2=b*G’均 衡 概 念#在 一 寡

占市场中#有本国和外国三家厂商同时竞争的情境下#讨论外国厂商的最适

技术授权策略问题%其中#外国一家厂商具有技术优势#并参与市场生产活

动#本国二家厂商为技术劣势者#但有制程创新研发能力及模仿能力%
本文将分别在自由贸易及本国关税政策等不同情况下#建构一两阶段赛

局#以讨论外国技术厂商之技术授权及其相关贸易政策与社会福利问题#其

中#在第一阶 段#外 国 技 术 优 势 厂 商 决 定 最 适 之 单 位 权 利 金&在 第 二 阶 段#
本国技术劣势厂商以授权后之技术进行生产#并与外国厂商在本国市场进行

&-01)-2产量竞争%在 (子赛局完全均衡)!G0O>*.3931A3,23e0(4(O1(0."的

概念下#对 于 本 赛 局 之 求 解#将 利 用 倒 解 法 !O*,M_*1B()B0,2(-)"#由 后 阶

段往前一阶段求解%
本文共分五节#第一节为引言&第二节为技术授权的基 本 模 型&第 三 节

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外国厂商技术授权策略分析&第四节为外国厂商技术

授权策略分析与本国关税政策&最后#第五节为结论与建议%

二!技术授权的基本模型

考虑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本国市场中#有本国和外国的三家厂商%其中#
一家外国厂商拥有技术优势#我们以边际生产成本的差距来表示该优势#即

外国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较其余二家本国厂商为低%本国二家具技术劣势的

厂商#均具有 研 发 能 力#可 自 行 或 联 合 从 事 研 发 活 动#若 能 成 就 制 程 创 新#
便可以达到降低边际成本之目的%为了简化分析起见#我们假设本国第一家

及第二家厂商在制程创新研发成功后#其边际成本将可与外国技术优势厂商

相同&同时#不论本国二家技术劣势厂商的研发是否成功#也不管在不成功

后是否接受外国优势厂商的技术授权#都假设此三家厂商均会同时由市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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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产量%
在已知外国技术优势厂商之技术水准#亦 即 外 国 技 术 优 势 成 本 幅 度.为

完全信息#及本国技术劣势厂商亦具有创新研发能力或模仿能力之下#探讨

外国技术优势厂商于得知本国厂商创新研发成功或失败后#如何以单位权利

金之授权方式订定其最适单位权利金@#以及决定其最适授权策略#亦即授权

予本国厂商一家或二家等二种方式中#何者利润最大%同时#讨论在考虑本

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下#外国厂商的最适授权策略是否会改变的问题%
除了上述说明以外#我们先陈述有关模型的一些基本假设’

%.在本国技术劣势厂商研发创新前后#市场之反需求曲线均为一线性函

数’JZ#@P#其中##P##%J为商品价格#P为本国市场之需求量#亦即

PZ;*[;G%[;G"&其中#;*$;G%及;G"三者#分别表示外国技术优势厂商$本

国第一家及第二家技术劣势厂商供应本国市场之产量%

".边际生产成本皆为固定常数%研发创新前#外国技术优势厂商之边际

生产成本为0@.#本国技术劣势厂商边际生产成本为0#其中#.为外生变量#
表示外国厂商所拥有之成本优势幅度#并令其为#%.%0%研发创新后#外国

厂商之边际生产成本仍为0@.#本国厂商若研发成功#则其边际生产成本为

0@.#若不成功#则仍为0%

;.假设#$0[".%假设市场规模为7#并将其定义为7Z#@0#故知7Z
#@0$".%此一假设之目的#在于保证本国二家技术劣势厂商不会因为其中一

家创新研发成功或是接受授权后#造成另一家厂商退出市场#如此将仍可维

持三家厂商竞争之市场模型%

!7当外国技术优势厂商订定任何一个授权费用水准时#本国技术劣势厂

商只有接受或不接受 !即保 持 现 状"两 种 选 择&在 此#当 授 权 费 用 对 被 授 权

者 !即本国厂商"而言#不论接不接受#其利润都一样时#我们假设被授权

者会接受&且当外国技术优势厂商于授权后利润大于授权前时#就会进行授

权活动%

$7假设外国技术优势厂商于 得 知 本 国 劣 势 厂 商 创 新 研 发 成 功 或 失 败 后#
其授权行为人决策将仅考虑授权策略行为#而不考虑本国劣势厂商过去所投

入研发成本的可能效果#且本国厂商间不存在授权行为%

<7技术授权金额之收取方式#通常分为三种’一为固定金额#二为单位

权利金#三为混合式权利金%因为单位权利金是实务上最常使用之方式#故

本文假设外国技术优势厂商是采用按单位权利金 !@"来收取其技术授权金额

的方式%

?7为简化分析起见#本文假设本国政府采取从量课税政策%
当外国技术优势厂商得知本国劣势厂商创新研发成功或失败以后#其技

术授权赛局将存在有二种可能情况%
第一#是在二家劣势厂商合作研发或各自研发皆失败的情况#其 授 权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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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二#一为只对一家劣势厂商技术授权#二为同时对两家劣势厂商技术授

权#如图%所示%在图中#R点表示外国技术优势厂商 的 决 策 点#O 表 示 本

国准被授权厂商的决策点%

图%!可授权二家劣势厂商的技术授权赛局

技术授权的两阶段赛局#在第一阶段#外国技术优势厂商须先决 定 最 适

单位权利金 !@"#并在其 利 润 极 大 下 选 择 决 定 只 授 权 一 家 或 同 时 授 权 二 家&
在第二阶段#本国技术劣势厂商以被授权后之技术进行生产#并与外国厂商

同时在本国市场进行&-01)-2产量竞争%明言之#不论对 哪 家 劣 势 厂 商 授 权

或同时对两家劣势厂商授权#且不论接受授权与否#皆进入产量竞争赛局%
第二#是在一家劣势厂商自行研发成功的情况#则外国厂商只能 对 研 发

失败者技术授权%如图"所示#在图中#R点表示外国技术 优 势 厂 商 的 决 策

点#O表示本国准 被 授 权 厂 商 的 决 策 点%惟 不 论 研 发 失 败 者 接 受 授 权 与 否#
亦皆进入产量竞争赛局%

图"!可授权一家劣势厂商的技术授权赛局

三!在自由贸易下&外国技术优势

厂商技术授权策略分析

!!本节共分三部分%首先#介绍产量竞争在无技术授权情况下的&-01)-2=
b*G’均衡#作为本文往下探讨各项问题之基础&其次#为外国厂商之最适授

权策略分析#将分别讨论一般技术授权之分析$可授权本国劣势厂商二家之

b*G’均衡及可授权本国劣势厂商一家之b*G’均衡等三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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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技术授权情况下的均衡

由于在知晓本国技术劣势厂商研发创新是否成功以后#在不考虑任何技

术授权的情况下#三家厂商在进行生产时#均会以0@.或0的单位成本在市

场上从事产量竞争%因此#本节将分别在下述三种情况下#来讨论产量竞争

的问题%同时#我们将利用&-01)-2=b*G’均衡的概念#来决定三家厂商之均

衡产量与利润%

%.本国两厂商皆研发失败

外国厂商之边际成本为0@.#本国二家厂商之边际成本均为0%此时#外

国厂商及本国两家厂商利润函数分别表示为’

7*%#0-.+ !J-0,.";*# !%"

7G%"#0 + !J-0";G%# !""

7G""#0 + !J-0";G"# !;"

!!以上为外国技术优势厂商之边际成本为0@.#本国第一家及第二家技术

劣势厂商之边际成本均为0的状况下#市场上三家厂商之产量及利润%其中#

7*%#0@.之右上标表示此为外国厂商利润#右下标表示市场上有一家边际成本为

0@.之厂商&同理#7G%"#0及7G""#0之右上标表示本国第一及第二家厂商利润#而

右下标表示市场上有二家边际成本为0的厂商%
此时#各个厂商之产量与利润分别为’

;* +7,;.!
#!7*%#0-.+

7,;.! "!
"
& !!"

;G% +;G" +7-.!
#!7G%"#0 +7G""#0 +

7-.! "!
"

. !$"

!!".第一家研发成功#第二家失败

外国厂商及本国第一家厂商之边际成本为0@.#本国第二家厂商之边际

成本为0#故其利润函数如 !%"$!;"二式所示&而本国第一家厂商的利润函

数为’

7G%"#0-.+ !J-0,.";G%# !<"

!!此时#各个厂商之产量与利润分别为’

;* +;G% +7,".!
#!7*"#0-.+7

G%
"#0-.+

7,".! "!
"
& !?"

;G" +7-".!
#!7G""#0 +

7-".! "!
"

. !I"

!!;.本国两厂商皆研发成功

本国和外国三家厂商之边际成本同为0@.#外国厂商及本国第一家厂商

之利润函数#同 !%"$!<"二式所示&而本国第二家厂商之利润函数为’

7G";#0-.+ !J-0,.";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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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各个厂商之产量与利润分别为’

;* +;G% +;G" +7,.!
#!

7*;#0-.+7
G%
;#0-.+7

G"
;#0-.+

7,.! "!
"

. !%#"

!!以上三种情况#均是在本国二家厂商研发结果知晓之后#在不考虑技术

授权以及研发投入成本之情况下#各家厂商依据其各自的边际生产成本大小#
从事产量竞争所对应得到的最适产量与最大利润%

!二"外国厂商之最适技术授权策略分析

本节将以三小节分别叙述#第一小节分析一般技术授权行为#以 作 为 本

章探讨各种授权行为之理论基础&第二小节探讨外国厂商可授权本国二家厂

商之b*G’均衡#最后#探讨外国厂商可授权本国一家厂商之b*G’均衡%

%7一般技术授权之分析

本小节将探讨技术授权成立之条件及其对厂商之影响%一般来 说#专 利

授权只有在专利授权人及被授权人双方皆有利可图之情况下始可发生&亦即

是只要有一方授权后之利润小于授权前之利润时#则授权将不会发生%就授

权厂商而言#若 将 技 术 授 权 与 竞 争 对 手 厂 商#则 会 使 对 方 之 生 产 成 本 下 降#
在&-01)-2=b*G’竞争模型下#劣势厂商之成本下降将导致其反应曲线向右上

移动&进而言 之#被 授 权 厂 商 反 应 曲 线 右 移#一 方 面 会 增 加 该 厂 商 之 产 量#
并减少授权者之产量#另一方面又使市场之总产量增加%如图;所示#在该

图中2T!0@."为优势厂商之&-01)-2反应曲线#因每一家厂商之反应曲线只

受其本身成本 之 影 响#故 我 们 将 反 应 曲 线 只 记 为 其 本 身 成 本 之 函 数%同 理#

2C!0"为劣势厂商授权前之&-01)-2反应曲线#而2C!0@."为劣势厂商经无偿

授权后之&-01)-2反应曲线%授权前之&-01)-2=b*G’竞争均衡点为’点#而

授权后为5点%

图;!技术授权对&-01)-2=b*G’均衡产量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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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较’$5两点#显示优势厂商之产量会因授权 而 减 少#此 外 市 场

均衡产量会因授权而增加%也就是说#在’点时#优势厂商与劣势厂商之均

衡产量各为;’T 与;’C#其中;’T$;
’
C&在授权后#两家厂商产量相同’;5TZ;

5
C%

5点之总产量可由一条通过5 点之负!$度直线在两轴之交点来表示%因’点

在此!$度线内侧#由此可知#5点之总产量大于’ 点之总产量%
总产量之增加将导致市场价格下降#再加上技术优势厂商本身均衡产量

减少#而使其 利 润 减 少&因 此#就 技 术 优 势 厂 商 而 言#技 术 授 权 是 否 有 利#
端视其授权后利润是否大于授权前利润%另就被授权之劣势厂商而言#若接

受授权将可降低其生产成本#同时亦可增加市场占有量#因而可能提高其利

润#故若权利金费用太高#超过接受授权后所能节省之单位生产成本#被授

权厂商将得不偿失#亦即不会接受授权#而授权行为亦不存在%我们考虑最

适单位权利金对授权厂商及被授权厂商意愿之影响后#假设只有当授权者与

被授权者两者皆于授权后之利润不低于授权前之利润时#技术授权行为始能

发生或存在%

".可授权本国二家厂商之b*G’均衡

本小节将考虑外国技术优势厂商是采单位权利金的授权方式#且本国二

家劣势厂商皆研发创新失败的情况%假设单位权利金为@#即被授权厂商需给

付授权厂商每单位产出之权利金#以下就外国厂商采取不同授权策略下的均

衡#进行讨论%
!%"外国优势厂商仅授权一家本国劣势厂商 !假设本国第一家"之情况

此时 !以@""#%表示"#本国和外国三家厂商之边际成本分别为0@.[@$0
及0@.#则本国第二家技术劣势厂商之利润函数同 !;"式所示#而外国技术

优势厂商及本国第一家技术劣势厂商之利润函数分别为’

7*%#0-.#@""#% + !J-0,.";*,@;G%& !%%"

7G%%#0-.,@""#% + !J-0,.-@";G%. !%""

!!针对 !;"$!%%"及 !%""三式求取一阶条件#可得国内外三家厂商之最

适产量及极大利润#分别如下’

;*#@""#% +
7,".,@

!
#!7*%#0-.#@""#% +

7,".,@! "!
"

,@7,".-;@!
&!%;"

;G%#@""#% +
7,".-;@

!
#!7G%%#0-.,@#@""#% +

7,".-;@! "!
"
& !%!"

;G"#@""#% +
7-".,@

!
#!7G"%#0#@""#% +

7-".,@! "!
"

. !%$"

!!在此#假设 国 外 厂 商 的 最 适 单 位 权 利 金 存 在 内 部 解#可 由 !%;"式 对@
进行一阶微分可得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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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授权厂商而言#因 已 知7$".#故 比 较 !$"式 及 !%!"式 知#只 要

@#.#则被授权厂商之利润就不会 比 授 权 前 少%同 时 亦 知#若@$.#则 被 授

权厂商于授权后之单位成本将比授权前来得高#从而其利润将低于授权前之

水准#因此#被授权厂商必然拒绝技术授权#即授权行为 不 存 在%最 后#推

知外国技术优势厂商将会把权利金订定为. !及其成本优势幅度"%此时#将

存在授权行为#将@Z.分别代入 !%;"$!%!"及 !%$"式#可得本国和外国

三家厂商之最适产量与极大利润分别为’

;*#@""#% +
7,;.
!
#!7*%#0-.#@""#% +

7,;.! "!
"

,.7-.!
& !%?"

;G%#@""#% +
7-.
!
#!7G%%#0-.,@#@""#% +

7-.! "!
"
& !%I"

;G"#@""#% +
7-.
!
#!7G"%#0#@""#% +

7-.! "!
"

. !%E"

!!对外国技术优势厂商而言#技术授权前之利润为7*%#0@.#授权后之利润为

7*%#0@.#@""#%#可由其 !!"式与 !%?"式比较得知#其授权后利润增加了来自授

权的权利金收入.7@.!
&而对本国第一家技术劣势厂商来说#技术授权前之利

润为7G%"#0#授权后之 利 润 为7G%%#0@.[@#@""#%#可 由 其 !$"式 与 !%I"比 较 得 知#

其授权后利润并无增减%另 外#未 被 授 权 厂 商 !本 国 第 二 家 技 术 劣 势 厂 商"
其市场利润亦维持原来之利润水准#可由其 !$"式与 !%E"比较得知%其主

要原因为#当外国技术优势厂商对本国第一家厂商授权时#使得本国厂商的

生产成本下降#然而外国厂商借着权利金的收取#使得本国厂商的成本又上

升至原来水准%
!""外国技术优势厂商同时授权两家本国技术劣势厂商的情况

此时 !以@""#"表示"#本外国三家厂商之边际成本分别为0@.[@#0@.
[@及0@.#则本国第一家技术劣势厂商之利润函数#同 !%""式所示#而外

国技术优势厂商及本国第二家技术劣势厂商之利润函数分别为’

7*%#0-.#@""#" + !J-0,.";*,@!;G%,;G""& !"#"

7G"%#0-.,@#@""#" + !J-0,.-@";G". !"%"

!!针对 !%""$!"#"及 !"%"三式求取一阶条件#可得国内外三家厂商之

最适产量及极大利润#分别如下’

;*#@""#" +
7,.,"@

!
#!7*%#0-.#@""#" +

7,.,"@! "!
"

,"@7,.-"@!
&!"""

;G%#@""#" +
7,.-"@

!
#!7G%"#0-.,@#@""#" +

7,.-"@! "!
"
& !";"

;G"#@""#" +
7,.-"@

!
#!7G""#0-.,@#@""#" +

7,.-"@! "!
"

. !"!"

!!在此#国外厂商的最适单位权利金假设存在内部解#由 !"""式 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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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阶微分可得

@+7,." $.. !"$"

!!同理#对被授权厂商 而 言#因 已 知7$".#故 比 较 !";"$ !"!"与 !$"
式知#只要@#.#则被授权厂商之利润就不会比授权前少%同时亦知#若@$
.#被授权厂商于授权后之单位成本将比授权前来得高#从而其利润将低于授

权前之水准#因此#被授权厂商必然拒绝技术授权#即授权行为不 存 在%最

后#推知外国技术优势厂商将会把单位权利金订定为. !及其成本优势幅度"%
在此一情况下#亦会存在 技 术 授 权 行 为%现 将@Z.代 入 !"""至 !"!"

三式#则可得本外国三家厂商于授权后之最适产量与极大利润分别为’

;*#@""#% +
7,;.
!
#!7*%#0-.#@""#" +

7,;.! "!
"

,".7-.!
& !"<"

;G%#@""#" +;G"#@""#" +
7-.
!
#!7G%"#0-.,@#@""#" +7

G"
"#0-.,@#@""#" +

7-.! "!
"

.!"?"

!!对外国 技 术 优 势 厂 商 而 言#技 术 授 权 前 之 利 润7*%#0@.#授 权 后 之 利 润 为

7*%#0@.#@""#"#可由其 !!"式与 !"<"式比较得知#其授权后利润增加了来自授

权的权利金收 入".7@.!
&而 对 本 国 技 术 劣 势 厂 商 !第 一 家 及 第 二 家"来 说#

技术授权 前 之 利 润 分 别 为7G%"#0和7G""#0#授 权 后 之 利 润 分 别 为7G%"#0@.[@#@""#" 和

7G""#0@.[@#@""#"#可由其 !$"式与 !"?"式比较得知#本国两家技术劣势厂商被授

权后利润并无增减#仍维持原来之市场利润水准#其主要原因#同 !%"所述%
就外国技术优势厂商之最适授权策略来看#当可授权本国技术劣势厂商

二家时 !表示本 国 技 术 劣 势 厂 商 创 新 研 发 结 果 皆 失 败"#而 由 前 述 比 较 的 结

果#可知同时授权二家后增加利润7.@.
"

"
大于授权一家后增加利润7.@.

"

!
#故

外国技术优势厂商之最适授权策略会选择同时授权与 本国技术劣势厂商二家%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在可授权国内二家厂商之b*G’均衡下#国外技术优势厂商不论

采取只授权国内一家或同时授权国内二家技术劣势厂商时#皆会将单位权利

金订定为.&且国外技术优势厂商之最适授权策略#会选择同时授权与国内二

家技术劣势厂商%
诚如前述#在可授权本国劣势厂商二家的情况下#没有被授权或 有 被 授

权之本国技术劣势厂商#其产量及利润水准#并没有因外国厂商采取授权策

略而有所改变#亦即不管对授权厂商$被授权厂商$未被授权厂商 而 言#皆

没产量效果#主要是因为在@Z.之下#被授权之本国技术劣势厂商#其实际

所面对之边际成本均维持在0的水准上#而没有任何改变%

;7可授权本国劣势厂商一家之b*G’均衡

本小节探讨的是本国技术劣势厂商经过创新研发阶段后#有一家研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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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但另一家失败了%此时 !以@"%表示"#本国技术劣势厂商第一家 !假设

研发成功者"$第二家 !假设为研发失败者"及外国技术优势厂商之边际成本

分别为0@.#0#0@.&当 考 虑 外 国 技 术 优 势 厂 商 采 用 单 位 权 利 金 方 式 授 权#
其单位权利金为@时#在授权下#本国和外国三家厂商之边际成本分别为0@
.#0@.[@及0@.&本国第一家厂商及第二家厂商之利润函数#分别如 !<"$
!"%"二式所示#而外国技术优势厂商之利润函数为’

7*%#0-.#@"% + !J-0,.";*,@;G". !"I"

!!针对 !<"$!"%"及 !"I"三式求取一阶条件#可得国内外三家厂商之最

适产量及极大利润#分别如下’

;*#@"% +
7,.,@
!

#!7*%#0-.#@"% +
7,.,@! "!

"

,@7,.-;@!
& !"E"

;G%#@"% +
7,.,@
!

#!7G%"#0-.#@"% +
7,.,@! "!

"
& !;#"

;G"#@"% +
7,.-;@

!
#!7G"%#0-.,@"% +

7,.-;@! "!
"

. !;%"

!!在此#假设国外厂商的最适单位权利金存在内部解#由 !"E"式 对@进

行一阶微分可得

@+;
!7,."
%% .

由此可知#

!%"当I
;.$7$".

时#@Z;
!7[."
%% %.#表示有内部解&

!""当时7’I;.
#@Z.#表示有角解.

命题"!在可授权国内一家技术劣势厂商之 b*G’均衡下#当I
;.$7$".

时#国外技术优势厂商的最适单位权利金为@Z;%%
!7[."%.#且其 大 小 会

受7值的影响#7值愈大#权利金愈高&当7’I;.
时#则国外技术优势厂商会

将单位权利金订定为@Z.%
对应于外国厂商订定的不同单位权利金 !@"#分别讨论如下’

!%"当I
;.$7$".

时#将@Z;%%
!7[."代入 !"E"至 !;%"三式#则可

得本外国三家厂商于授权后之最适产量与极大利润#分别如下’

;*#@"% +
?7,?.
""

#!7*"#0-.#@"% +
$
%%
7,.! ""

"
& !;""

;G%#@"% +
?7,?.
""

#!7G%"#0-.#@"% +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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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7,.
""
#!7G"%#0-.,@#@"% +

7,.! """
"

. !;!"

!! !""当7’I;.
时#将@Z.代入 !"E"至 !;%"三式#则可得本外国三家

厂商于授权后之最适产量与极大利润#分别如下’

;*#@"% +
7,".
!
#!7*"#0-.#@"% +

7,".! "!
"

,.7-".!
& !;$"

;G%#@"% +
7,".
!
#!7G%"#0-.#@"% +

7,".! "!
"
& !;<"

;G"#@"% +
7-".
!
#!7G"%#0-.,@"% +

7-".! "!
"

. !;?"

且由以下分析可知#7愈大外国厂商愈会授权%

首先#就@Z;%%
!7[."之 情 况 来 观 察#由 !?"式 与 !;""式 得 知#其

授权后利润增加E7
"@!7.@"!."
%?< $#&由 !?"式与 !;;"式得知#本国第一家

厂商的利润降低了&由 !I"式与 !;!"式得知#本国第二家技术劣势厂商的

利润增加了%其主要原因是#授权后本国第二家厂商的边际成本降低了#使

得其产量有所增加#而另二家厂商的产量却减少了#但市场的总产量也有所

增加#表示此时的授权是具有产量效果的%
其次#就@Z.之情况来看#由 !?"式与 !;$"式得知#外国厂商授权后

利润增加7.@".
"

! $#&而本国第二家技术劣势厂商在技术授权前与授权后之利

润#由 !I"式与 !;?"式知 两 者 是 一 样 的&同 时#由 !?"式 与 !;<"式 亦

知#本国第一家厂商的利润亦维持不变%此一结果与前述在可授权本国二家

厂商的情况相似#亦不存在产量效果%

四!外国厂商技术授权策略与国内关税政策的分析

本节将在关税政策下讨论外国厂商最适授权策略%本节共分三 小 节#首

先#说明国内外三家厂商在无授权时之产量竞争与关税政策&其次#探讨关

税政策对外国厂商的最适授权策略与本国福利水准的影响%

!一"无技术授权下的最适关税与均衡

本节将按照国内厂商研发成功与否#分为三种情况来讨论国内外三家厂

商在本国市场的数量竞争均衡与关税政策%

%7本国两厂商皆研发失败

外国厂商之边际成本为0@.["B""#国内二家厂商之边际成本均为0#"B""
表示在关税政策下可授权国内二家厂商而未进行技术授权情况之从量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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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写出国外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7*%#0-.,"B"" + !J-0,.-"B""";*# !;I"

至于国内两家厂商其利润函数分别同 !""$!;"二式所示%
国 内 社 会 总 福 利 函 数 !G-,(*4_34A*13&7D"定 义 为 消 费 者 剩 余

!,-)G0.314GG01940G&MN"$生产者剩余 !91-B0,314GG01940G&JN"及政府

税收 !X*]13W3)03&EZ;*k"B"""三者的加总#如下所示’

7D"B"" +
%
"P

"
"B"",!7

G%
"#0#"B"",7

G"
"#0#"B""

",;* "̂B""# !;E"

可解出7D极大化下的最适关税以及国内外三家厂商产量$利润和社会福利的

最适值#分别如下’

"B"" +$7,?.%E
& !!#"

;*#"B"" +
7,E.
%E

#!7*%#0-.,"B"" +
7,E.! "%E

"
& !!%"

;G%#"B"" +;G"#"B"" +
<7-;.
%E

#!7G%"#0#"B"" +
<7-;.! "%E

"
& !!""

7D"B"" +
%?7","7.,E."

;I . !!;"

!!"7第一家研发成功#第二家失败

外国厂商之边际成本为0@.["B"%#国内第一家厂商之边际成本为0@.#
国内第二家厂商之边际成本为0#"B"%表示在关税政策下可授权国内一家厂商

而未进行技术授权情况之"值%
首先#国内外三家厂商其利润函数如 !;I"$ !<"及 !;"三式所示%可

解出最适关税以及国内外三家厂商产量$利润和社会福利的最适值#分别如

下’

"B"% +$7,<.%E
& !!!"

;*#"B"% +
7,$.
%E

#!7*%#0-.,"B"% +
7,$.! "%E

"
& !!$"

;G%#"B"% +
<7,%%.
%E

#!7G%%#0-.#"B"% +
<7,%%.! "%E

"
& !!<"

;G"#"B"% +
"!;7-!."
%E

#!7G"%#0#"B"% +!
;7-!.! "%E

"
& !!?"

7D"B"% +
%?7",%I7.,"<."

;I . !!I"

!!;.本国两厂商皆研发成功

外国厂商之边际成本为0@.["B#国内二家厂商之边际成本为0@.#"B 表

示在关税政策下由于本国两厂商皆研发成功而 无 法 技 术 授 权 情 况 之"值%首

先#国内外三家厂商的利润函数同 !;I"$ !<"及 !E"三式所示%可解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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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关税以及国内外三家厂商产量$利润和社会福利的最适值#分别如下’

"B +$7,$.%E
& !!E"

;*#"B +
7,.
%E
#!7*%#0-.,"B +

7,.! "%E
"
& !$#"

;G%#"B +;G"#"B +
<!7,."
%E

#!7G%"#0-.#"B +7
G"
"#0-.#"B +

7,.! "%E
"
& !$%"

7D"B +
%?!7,.""
;I . !$""

!!以上三种情况#均是在国内第一家及第二家厂商研发结果实现后#在不

发生授权行为#又不考虑其研发投入成本#但考虑在我国保护贸易之关税政

策成本之情况下#各家厂商依据其各自边际生产成本从事产量竞争所对应之

产量与利润%

!二"外国厂商在关税政策下之最适授权策略

本节讨论当外国厂商于知晓国内二家厂商的研发成功与否之后#在关税

政策下#最适授权策略的选择%本节将分二小节#首先#探讨可授权 国 内 二

家厂商之b*G’均衡&其次#探讨可授权国内一家厂商之b*G’均衡%

%7可授权国内二家厂商之b*G’均衡

如前所述#在考量关税政策下#外国技术优势厂商知道国内技术 劣 势 厂

商二家皆研发失败后#其授权策略亦有二种情况#一种是仅选择国内技术劣

势厂商一家授权#一种为同时授权国内技术劣势厂商二家#以下就两种状况

分别讨论之%
!%"国外技术优势厂商仅授权一家国内技术劣势厂商

此时#三家厂商之边际成本分别为0@.["@""#%#0@.[@及0#"@""#%表示

在关税政策下可授权国内二家厂商#其技术授权策略只决定授权一家之"值&
国外厂商利润函数为’

7*%#0-.,"@""#% + !J-0,.-"@""#%";*,@;G%# !$;"

而国内第一家及第二家厂商之利润函数#同 !%""$!;"二式所示%可得国内

外三家厂商之产量及利润#分别如下’

;*#"@""#% +
7,".,@-;"@""#%

!
#

7*%#0-.,"@""#% +
7,".,@-;"@""#%! "!

"

,@7,".-;@,"@""#%!
& !$!"

;G%#"@""#% +
7,".-;@,"@""#%

!
#

7G%%#0-.,@#"@""#% +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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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7-".,@,"@""#%

!
#

7G"%#0#@#"@""#% +
7-".,@,"@""#%! "!

"

. !$<"

!!在此#假设国外厂商的最适单位权利金存在内部解#由 !$!"式 对@进

行一阶微分可得

@+ %%%
!;7-"@""#%,<.". !$?"

并可解出最适关税为""@""#%Z
%
$?$

!%<;7["%<."%然而#将最适关税带入 !$?"

式中#可得@$.#故此时内部解并不存在%另一方面#考虑存在角解的情况#
即@Z.%利用 !$!"$!$$"$!$<"及@Z.式#可解出最适关税$国内外三家

厂商最适产量$利润和社会福利#分别如下’

"@""#% +$7,?.%E
& !$I"

;*#"@""#% +
7,E.
%E

#!7*%#0-.,"@""#% +
7,E.! "%E

"

,.^<7-;.%E
& !$E"

;G%#"B@""#% +
<7-;.
%E

#!7G%%#0-.,@#"@""#% +
<7-;.! "%E

"
& !<#"

;G"#"B@""#% +
<7-;.
%E

#!7G"%#0#@#"@""#% +
<7-;.! "%E

"
& !<%"

7D"@""#% +
%?7","7.,E."

;I . !<""

!!比较国外技术优势厂商在本国关税政策下#可授权给国内二家劣势厂商#
但只授权一家#且当@Z.时#其技术授权后之利润为7*%#0@.["@""#% 与授权前之

利润7*%#0@.["B""之情形如下’

7*%#0-.,"@""#%-7
*
%#0-.#"B"" +

<7.-;."
%E $#.

!!由上面得知#国外技术优势厂商在考虑我国进口关税成本下#可授权给

国内二家劣势厂商#但只授权一家#其最适单位权利金将定为.#且其授权后

之利润大于授权前加关税成本时之利润%
!""国外技术优势厂商同时授权二家国内技术劣势厂商

此时#三家 厂 商 之 边 际 成 本 分 别 为0@.["@""#"#0@.[@及0@.[@#

"@""#"表示在关税政策下可授权国内二家技术劣势厂商#其授权策略为同时授

权二家之"值%
首先#国内两家技术劣势厂商利润函数分别同 !%""及 !"%"二式所示%

国外技术优势厂商利润函数为’

7*%#0-.,"@""#" + !J-0,.-"@""#"";*,@!;G%,;G"". !<;"

!!可得国内外三家厂商之产量及利润#分别如下’



"%I!!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 +
7,.,"@-;"@""#"

!
#

7*%#0-.,"@""#" +
7,.,"@-;"@""#"! "!

"

,"@7,.-"@,"@""#"!
& !<!"

;G%#"@""#" +;G"#"@""#" +
7,.-"@,"@""#"

!
#

7G%%#0-.,@#"@""#" +7
G"
%#0-.,@#"@""#" +

7,.-"@,"@""#"! "!

"

. !<$"

!!在此#假设国外厂商的最适单位权利金存在内部解#由 !<!"式 对@进

行一阶微分可得

@+ %<
!;7-"@""#",;.". !<<"

!!并可解出最适关税为""@""#%Z
%$ !7[."
!;

%然而#将最适关税带入 !<<"式

中#可得@$.#故此时不存在内部解%此时#考虑存在角解的情况#即@Z.%
并可解出国内外三家厂商最适产量$利润和社会福利#分别如下’

"@""#" +$7,?.%E
& !<?"

;*#"@""#" +
7,E.
%E

#

7*%#0-.,"@""#" +
7,E.! "%E

"

,".<7-;.%E
& !<I"

;G%#"@""#" +;G"#"@""#" +
<7-;.
%E

#

7G%"#0-.,@#"@""#" +7
G"
"#0-.,@#"@""#" +

<7-;.! "%E
"
& !<E"

7D"@""#" +
%?7","7.,E."

;I . !?#"

!!我们探讨国外技术优势厂商在我国关税政策下#同时授权给国内二家劣

势厂商时#其技术授权后 之 利 润 为7*%#0@.["@""#" 与 授 权 前 之 利 润7*%#0@.["B"" 之 情

形如下’

7*%#0-.,"@""#"-7
*
%#0-.,"B"" +

%"7.-<."
%E $#.

!!由上面得知#国外技术优势厂商考虑我国进口关税成本时#授权后之利

润大于授权前利润%
最后#讨论在关税政策下国外技术优势厂商于可授权国内二家技术劣势

厂商之b*G’均衡 的 技 术 授 权 策 略 问 题%诚 如 前 述#当 只 授 权 国 内 一 家 厂 商

时#在@Z.时#其授权后利润增 加<7.@;.
"

%E
#将 小 于 同 时 授 权 国 内 二 家 厂 商

所增加的利润%"7.@<.
"

%E
%由此可知#国外技术优势厂商同时授权国内二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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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后之利润增加大于只授权国内一家厂商%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

题’
命题#!在关税政策下#可授权国内二 家 技 术 劣 势 厂 商 之 b*G’均 衡 时#

国外技术优势厂商的最适策略仍为同时授权国内二家厂商#其单位权利金订

定为.#表示其授权策略不受关税政策影响%

".可授权国内一家厂商之b*G’均衡

我们在前面探讨过#国内技术劣势厂商经过创新研发后#有一家 研 发 成

功#另一家失 败#而 国 外 技 术 优 势 厂 商 决 定 授 权 于 研 发 失 败 厂 商 后#此 时#
国外技术优势厂商$国内技术 劣 势 厂 商 第 一 家 !研 发 成 功 者"及 第 二 家 !失

败者"之边际成本分别为0@.#0@.#0%假设单位权利金为@#进口 关 税 为

"@"%#则各个厂商之边际成本分别为0@.["@"#%$0@.及0@.[@%此时#国外

技术优势厂商利润函数为’

7*%#0-.,"@"% + !:-0-.,"@"%",@^;G". !?%"

!!而国内第一家及第二家技术劣势厂商之利润函数#如同 !<"及 !"%"二

式所示%可得国内外三家厂商之产量及利润#分别如下’

;*#"@"% +
7,.,@-;"@"%

!
#

7*%#0-.,"@"% +
7,.,@-;"@"%! "!

"

,@7,.-;@,"@"%!
& !?""

;G%#"@"% +
7,.,@,"@"%

!
#!7G%%#0-.#"@"% +

7,.,@,@@"%! "!

"

& !?;"

;G"#"@"% +
7,.-;@,"@"%

!
#!7G"%#0-.,@#"@"% +

7,.-;@,"@"%! "!

"

& !?!"

!!最适关税的求解可分为两种情况#以下分别讨论之%

!%"当!;;
%!".$7$".

时#@Z%!"
!7[."
$?$

%

在此#国外厂商的最适单位权利金假设存在内 部 解#由 !?""式 对@进

行一阶微分可得

@+ %%%
!;7-"@"%,;.". !?$"

!!利用 !?""$!?;"$!?!"三式#可得知最适关税$国内外三家厂商之最

适产量与极大利润和社会福利#分别如下’

""@"% +%<;
!7,."
$?$

& !?<"

;*#"@"% +
$?!7,."
$?$

#!7*%#0-.,"@"% +$?;
7,.! "%%$

"
& !??"

;G%#"@"% +
!!!7,."
%%$

#!7G%%#0-.#"@"% +%E;<
7,.!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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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I!7,."
$?$

#!7G"%#0-.,@#"@"% +<#I!
7,.! "$?$

"
& !?E"

7D"@"% +
!!%!7,.""
%%$# . !I#"

!!我们探讨国外技术优势厂商在我国关税政策下#只可授权给国内一家劣

势厂商#且当@Z%!"
!7[."
$?$

时#其技术授权后之利润为7*%#0@.["@"%与授权前之

利润7*%#0@.["B"%之情形如下’

7*%#0-.,"@"%-7
*
%#0-.,"B"% +

!!!I!?#7",?#;<!7.-;#E!;.""
!??!""$ $#.

!! !""当7$!;;%!".
#@Z.

利用 !?""$!?;"及 !?!"三式#可解出最适关税$国内外三家厂之商

最适产量与极大利润和社会福利#分别如下’

"@"% +$7,<.%E
& !I%"

;*#"@"% +
7,$.
%E

#!7*%#0-.,"@"% +
7,$.! "%E

"

,.<7-I.%E
& !I""

;G%#"@"% +
<7,%%.
%E

#!7G%%#0-.#"@"% +
<7,%%.! "%E

"
& !I;"

;G"#"@"% +
<7-I.
%E

#!7G"%#0-.,@#"@"% +
<7-I.! "%E

"
& !I!"

7D"@"% +
%?7",%I7.,"<."

;I . !I$"

!!我们探讨国外技术优势厂商在我国关税政策下#只可授权给国内一家劣

势厂商#且当"Z.时#其 技 术 授 权 后 之 利 润 为7*%#0@.["@"% 与 授 权 前 之 利 润

7*%#0@.["B"%之情形如下’

7*%#0-.,"@"%-7
*
%#0-.#"B"% +

"!;7-!.".
%E $#.

!!命题$!在关税政策下#可授权国内一家技术劣势厂商之b*G’均衡的情

况’当!;;
%!".$7$".

时#@Z%!"
!7[."
$?$

#其最适单位权利金的订定亦会受7值

的影响#且7值愈大最适单位权利金愈高&当7$!;;%!".
时#@Z.%

经由上述讨论#本文发现不论是在自由贸易或采取关税政策#当 外 国 厂

商可授权本国二家厂商之 b*G’均衡 或 可 授 权 本 国 一 家 厂 商 之 b*G’均 衡 下#
外国厂商的最适策略皆为全部授权#关税政策对于外国厂商的授权家数并没

有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参数状况下#外国厂商对于授 权 权 利

金的订定并不尽相同#当市场规模相对较大时 !7$!;;%!".
"#在自由贸易或采取



增刊 黄金树等’外国技术授权策略与本国关税政策 ""%!!

关税政策 下#外 国 厂 商 的 授 权 权 利 金 皆 为@Z.&当 市 场 规 模 相 对 较 小 时

!!;;
%!".$7$".

"#在自由贸易下外国厂商的授权权利金将高于采取关税政策下

的水准#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利用关税政策来促使外国厂商降低授权权利金#
并进而将外国厂商的利润转移至本国厂商%

在此#考虑关税政策对于本国福利水准的影响#可以发现不论是 当 外 国

厂商可授权本国二家厂商之 b*G’均 衡 或 可 授 权 本 国 一 家 厂 商 之 b*G’均 衡#
在本国政府的 最 适 关 税 政 策 下#皆 有 助 于 本 国 福 利 水 准 的 提 升%如 前 所 述#
关税政策的实行#不但不会改变外国厂商的授权家数#且当市场规模相对较

小时#政府仍可利用关税政策来促使外国厂商降低授权权利金#继而将外国

厂商的利润转移至本国%此一关税政策#虽然会引起本国消费者剩余的减少#
但是由利润移转效果 !91-A(2=G’(A2()>3AA3,2"所带来的福利增额#仍可弥补消

费者剩余的 损 失#故 本 国 的 社 会 福 利 水 准#在 各 种 情 形 下 皆 呈 现 增 加 的 情

况%%

% 福利水准的变化可参见附录中各变数均衡值的大小%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建立一个两国三厂商模型#以一个拥有技术优势外国厂商将其产品

输往本国寡占市场中与本国两厂商进行&-01)-2竞争为例#探讨 其 对 本 国 厂

商的最适技术授权策略#以及该策略是否受关税保护贸易政策之影响%
本文得到几个初步的结论’
!一"在自由贸易条件下’

%.在可授权国内二家厂商之b*G’均衡下#国外技术优势厂商不 论 采 取

只授权国内一家或同时授权国内二家技术劣势厂商时#皆会将最适单位权利

金订定为@Z.%且在可授权国内二家技术劣势厂商之b*G’均衡下#国外技术

优势厂商之最适授权策略#会选择同时授权于国内二家技术劣势厂商%

".在可授权国内一家技术劣势厂商之b*G’均衡下#当I
;.$7$".

时#国

外技术优势厂商#仅能将最适单位权利金订定为@Z;%%
!7[."#.#且会受7

值的影响#7值愈大#最适单位权利金愈 高&当7’I;.
时#则 国 外 技 术 优 势

厂商会将最适单位权利金订定为@Z.%
!二"在关税政策条件下’

%.可授权国内二家技术劣势厂商之b*G’均衡#而国外技术优势 厂 商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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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授权国内二家厂商时#其最适单位权利金订定仍为@Z.%且在关税政策下#
可授权国内二家技术劣势厂商之b*G’均衡时#国外技术优势厂商仍会选择同

时授权国内二家厂商#此时#其利润最高#即表示其授权策略不受关税政策

影响%

".可授权 国 内 一 家 技 术 劣 势 厂 商 之 b*G’均 衡 的 情 况%当!;;
%!".$7$".

时#@Z%!"
!7[."
$?$

#其最适单位权利金的订定亦会受7值 的 影 响#且7值 愈

大最适单位权利金愈高&当7$!;;%!".
时#@Z.%

;.当市场规模 相 对 较 大 时 !7$!;;%!".
"#在 自 由 贸 易 或 采 取 关 税 政 策 下#

外国厂商的授权权利金皆为@Z.&当市场规模相对较小时 !!;;
%!".$7$".

"#在

自由贸易下外国厂商的授权权利金将高于采取关税政策下的水准%
而在本国政府的最适关税政策下#不论是当外国厂商可授权本国二家厂

商之b*G’均衡或可授权本国一家厂商之b*G’均衡#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准

的提升%关税政策的采行#不但不会改变外国厂商的授权家数#且在可授权

本国一家厂商之b*G’均衡当市场规模相对较小时#政府仍可利用关税政策来

促使外国厂商降低授权权利金#继而将外国厂商的利润转移至本国%
在本文研究与模型发展中#有以下几项研究限制’

%7本研究虽已知国内二家技术劣势厂商中#只要其中一家创新研发成功#
则国内消费者剩余$国内生产剩余及国内社会总福利水准为较高#但未就其

创新研发成功几率及其成本作进一步求解#仅能就已知其创新研发成功或失

败之结果做比较静态均衡分析与探讨%

"7本文研究当国内劣势厂商研发成功时#则与国外厂商同时拥有技术优

势#应可继续探讨两厂商间之竞相授权行为#是为研究限制之一%

;7本文研究中仅以国内劣势 厂 商 研 究 发 展 成 败 后 之 结 果 加 以 分 析 探 讨#
未将其研究发展成本与成功率加以深入研究#故建议后续研究者可继续探讨

研究国内厂商在作研究发展时#其成本及成功几率对此模型之影响#进而对

厂商间竞相授权之行为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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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自由贸易下#无技术授权下均衡

本国两厂商皆研发失败 第一家研发成功#第二家失败 本国两厂商皆研发成功

;*
7[;.
!

7[".
!

7[.
!

;G% 7@.
!

7[".
!

7[.
!

;G" 7@.
!

7@".
!

7[.
!

7* 7[;.! "!
" 7[".! "!

" 7[.! "!
"

7G% 7@.! "!
" 7[".! "!

" 7[.! "!
"

7G" 7@.! "!
" 7@".! "!

" 7[.! "!
"

07 %
;"
!;7[."" %

;"
!;7["."" E

;"
!7[.""

7D %
;"
!%;7"@"7.[$."" %

;"
!%;7"[%"7.["#."" %;

;"
!7[.""

附表"!在自由贸易下#外国技术优势厂商技术授权策略分析

可授权本国二家厂商之b*G’均衡 可授权本国一家厂商之b*G’均衡

仅授权一家

本国劣势厂商

同时授权两家

本国技术劣势厂商
I
;.$7$". 7’I;.

;*
7[;.
!

7[;.
!

?7[?.
""

7[".
!

;G% 7@.
!

7@.
!

?7[?.
""

7[".
!

;G" 7@.
!

7@.
!

7[.
""

7@".
!

7* 7[;.! "!
"
[.7@.!

7[;.! "!
"
[".7@.!

$
%%

7[.! ""
" 7[".! "!

"
[.7@".!

7G% 7@.! "!
" 7@.! "!

" ?7[?.! """
" 7[".! "!

"

7G" 7@.! "!
" 7@.! "!

" 7[.! """
" 7@".! "!

"

@ @Z. @Z. @Z;%%
!7[."%. @Z.

07 %
;"
!;7[."" %

;"
!;7[."" ""$

E<I
!7[."" %

;"
!;7[".""

7D %
;"
!%;7"@"7.[$."" %

;"
!%;7"@"7.[$."" ;"$!7[.""

E<I
%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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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关税政策下#无技术授权均衡

本国两厂商皆研发失败 第一家研发成功#第二家失败 本国两厂商皆研发成功

" $7[?.
%E

$7[<.
%E

$7[$.
%E

;*
7[E.
%E

7[$.
%E

!7[!.
?<

;G% <7@;.
%E

<!7[."
%E

"!7["!.
?<

;G" <7@;.
%E

"!;7@!."
%E

"!7["!.
?<

7* 7[E.! "%E
" 7[$.! "%E

" !7[!.! "?<
"

7G% <7@;.! "%E
" <7[%%.! "%E

" "!7["!.! "?<
"

7G" <7@;.! "%E
"

! ;7@!.! "%E
" "!7["!.! "?<

"

07 %
??"
!%;7[;."" %

??"
!%;7[I."" %<E

??"
!7[.""

7D %?7"["7.[E."
;I

%?7"[%I7.["<."
;I

%?!7[.""
;I

附表!!关税政策下外国厂商技术授权策略与国内关税政策的分析

可授权本国二家厂商在关税政策下之b*G’均衡 可授权本国一家厂商在关税政策下之b*G’均衡

仅授权一家

本国劣势厂商

同时授权两家

本国技术劣势厂商
!;;
%!".$7$". 7$!;;%!".

" $7[?.
%E

$7[?.
%E

%<;!7[."
$?$

$7[<.
%E

;*
7[E.
%E

7[E.
%E

$?!7[."
$?$

7[$.
%E

;G% <7@;.
%E

<7@;.
%E

!!!7[."
%%$

<7[%%.
%E

;G" <7@;.
%E

<7@;.
%E

?I!7[."
$?$

<7@I.
%E

7* 7[E.! "%E
"
[.k<7@.%E

7[E.! "%E
"
[".<7@;.%E $?; 7[.! "%%$

" 7[$.! "%E
"
[.<7@I.%E

7G% <7@;.! "%E
" <7@;.! "E

"
%E;< 7[.! "%%$

" <7[%%.! "%E
"

7G" <7@;.! "%E
" <7@;.! "E

"
<#I! 7[.! "$?$

" <7@I.! "%E
"

@ @Z. @Z. @Z%!"
!7[.""
$?$ @Z.

07 %
??"
!%;7[;."" %

??"
!%;7[;."" $#!%

"<!$#
!7[."" %

??"
!%;7[I.""

7D %?7"["7.[E."
;I

%?7"["7.[E."
;I

!!%!7[.""
%%$#

%?7"[%I7.["<."
;I



增刊 黄金树等’外国技术授权策略与本国关税政策 ""$!!

参 考 文 献

+%, L13,’31#S7C7#(:92(.*4R-4(,5()2’3R13G3),3-AK(,3)G3BX3,’)-4->5A1-.CO1-*B)#<A?@B#$

A*JA$C"C0#$>0ABA&C07#%EI"#E##%#?#1%#?I7

+", +2’(31#N7J7#*)BJ7S7D*1M0G3)#(D042()*2(-)*4T(1.G#X3,’)-4->5V(AA0G(-)*)BX1*B3)#

<A?@B#$A*QB"!@B#"CAB#$>0ABA&C07#%EE<#!%#%1"I7

+;, Y*44()(#b7#(V323113),3O5 D*1M328’*1()>’C821*23>(,‘),3)2(W3A-1K(,3)G()>)#’&!@C0#B

>0ABA&C0=!2C!D#%EI!#?!#E;%1E!%7

+!, Y4*GG#C7J7*)B^78*>>(#(K(,3)G()>631G0GV(13,2‘)W3G2.3)2’‘.94(,*2(-)GA-1+,-)-.(,

Y1-_2’)#<A?@B#$A*QB"!@B#"CAB#$>0ABA&C07#"##"#$<#%;%1%$;7

+$, *̂.(3)#D7‘7#*)Bc7X*0.*)#(X’3R1(W*236*403-AR*23)2’CY*.3X’3-132(,C)*45G(G)#

<A?@B#$A*>0ABA&C07!809943.3)2"#%EI!#!#E;1%%I7

+<, *̂2a#D7*)B &78’*9(1-#(H-_2- K(,3)G3‘)2*)>(O43R1-93125)#P?#@"!@$%<A?@B#$A*

>0ABA&C07#%EI<#%#%#$<?1$IE7

+?, D02-#87#(:)K(,3)G()>R-4(,5()L3121*)B&-.932(2(-))#L#&!#BG>0ABA&C05!3#2CA@#%EE;#

$#"$?1"<?7

+I, N*)>#P7H#(T33631G0GS-5*425K(,3)G()>()*&-01)-2V0-9-45D-B34)#>0ABA&C07$!""!@7#

%EEI#<##$$1<"7

+E, N*)>#P7H7#(T33631G0GS-5*425K(,3)G()>()*V(AA313)2(*23B&-01)-2V0-9-45)#<A?@B#$A*

>0ABA&C07#BG5?7CB!77#"##"#$!#"$;1"<<7

+%#,S-,M322#̂ 7+7#(&’--G()>2’3&-.932(2(-)*)BR*23)2K(,3)G()>)#=#BG<A?@B#$A*>0ABA&C07#

%EE##"%#%<%1%?%7

+%%,8*>>(#̂ 7#(T-13(>)V(13,2‘)W3G2.3)2#K(,3)G()>#*)B‘),3)2(W3GA-1‘))-W*2(-))#=!2C!DA*

QB"!@B#"CAB#$>0ABA&C07#%EEE#?#<EE1?%!7

+%",8*>>(#̂ 7#(+)215()2-*T-13(>)D*1M32’T-13(>)V(13,2‘)W3G2.3)2631G0GK(,3)G()>)#=!2C!D

A*QB"!@B#"CAB#$>0ABA&C07#%EE<#!#EE1%#!7

+%;,8-)>#+7c7#(6-40)2*15+]9-12S3G21*()2G*)B821*23>(,X3,’)-4->5X1*)GA31G)#<A?@B#$A*

QB"!@B#"CAB#$>0ABA&C07#%EE<#!#%<$1%I<7

+%!,6(G’_*G1*-#87#(‘)23443,20*4R1-93125S(>’2G*)B2’3D-B3-AX3,’)-4->5X1*)GA31)#<A?@B#$A*

O!2!$A:&!B">0ABA&C07#%EE!#!!#;I%1!#"7

+%$,c(#8787#(+)215#K(,3)G()>*)BS3G3*1,’J-()263)2013)#QB"!@B#"CAB#$<A?@B#$A*QBG?7"@C#$

H@I#BC)#"CAB#%EEE#%?#%1"!7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2’4)’HB(,0(2HC0’5@0,)??O+>)*C)’
0@:,22P),74/+52>

&H‘b=8HF HFCbY
!S#"CAB#$M3?BIM3!BI/BC2!@7C"%"

J+b=cC: K++
!Z#A[?#B/BC2!@7C"%"

HF‘=c+F X8C‘
!S#"CAB#$M3?BIM3!BI/BC2!@7C"%"

&;4(,0*(!X’(G9*9310G3G*2’133A(1.G.-B342-B(G,0GG2’3()231*,2(-)-AA-13(>)A(1.4

G4(,3)G()>G21*23>5*)BB-.3G2(,>-W31).3)24G2*1(AA9-4(,57N3A()B_’3).*1M32G,*43(G

134*2(W345G.*44*)B-)3-A2’3B-.3G2(,A(1.G’*G23,’)-4->5())-W*2(-)#2’31-5*4251*23()

A13321*B3(G’(>’312’*)2*1(AA-)3G&-2’31_(G3#2’35*133e0(W*43)27

<6=3>044)?)*0()+’!V!;#V!$#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