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积性创断
、

写利期眼与

企业 投资路径

王 牵” 遥

【摘 要 】在累积性创新环境中
,

专利期限作为政策工具通过影响创

新企业的 投资决策而影响代表性企业创新周期
。

本文区分了累积性创新

的非侵权情形和侵权情形
,

在两个情形中专利期限的作用不尽相同 在前一

个情形中
,

企业最优 投资决策独立于专利期限政策
,

而在更常见的后一

个情形中
,

专利期限政策的有效性则视外部条件而定
,

并且其对技术进步的

促进作用随着期限延长而递减
。

创新速率的提高还依赖于成本条件的改善
。

【关键词 】累积性创新 专利期限

中 图分类号 文献标示码

一
、

引 言

经济学对专利的关注源于 的正外部性和创新成果 尤其是技术发

明 的公共产品性质
,

结果是 投资不足
, 。

专利制度旨

在矫正由此带来的市场失灵
。

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专利制度的广泛研究是从关

于专利制度的两个效率维度的假定出发的 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 油
,

。

专利意味着对创新产品或工艺拥有一定的排他性权利①
,

他人不得

随意模仿和改进
,

因此
,

专利总是与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市场力量联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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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以 以 仪阵 的定义
, “

一项可利用的专利是在有限期限内对于一项新

的
、

进步性的
、

可应用于实践的发明的排他性权利
” 。

· ·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材贫经济华开究

起
。

静态效率关注的正是由这种垄断性权力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

它要求专

利保护程度尽可能小以使知识资产能广泛地在社会上传播和扩散 动态效率

则要求确保创新主体能够依靠专利获得足够的收益 以抵补具有风险性的

支出
,

使得从事创新的企业或个人具有从事 投资的激励从而推动

长期技术进步
,

这种观点自然倾向于得出较强的专利保护的政策建议
。

因

此
,

对最优专利制度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专利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之

间的权衡
一

问题
。

在以半导体
、

软件
、

计算机等众多行业
,

企业的创新呈现出阶梯状的特

征
,

每一个创新都建立在先前创新的基础上同时又是后续创新的起点
,

所有

创新都是一条创新阶梯的组成部分
。

换言之
,

当创新具有

累积性 的性质①时
,

专利制度作为激励机制的作用就是既要确

保先前创新的贡献得到回报又要为后续创新提供足够的 投资激励
。

在为

累积性创新设计专利制度时
,

有两个难点 任何一个创新都为此后的所

有创新发挥了作用
,

如果每期的价值为
,

利率为
,

那么该项创新的社会价

值就是 洲
,

但是私人收益往往会与社会价值发生偏离 在一个序列创新

博弈中
,

后续创新者的竞争会侵蚀先前创新者的利润
,

并且即使后续者必须

通过获得许可 生产
,

由于先前创新者不能在 成本沉没之前

与后续企业谈判
,

他的谈判力量也会受到削弱 。 , 。

与水平化创新的
“

专利宽度
” ② 概念相对应

,

在累积性创新的专利政策

制定中专利
“

高度
” ③ 是一个重要的保护维度

,

因为在此创新结构

下产品质量 在 时 间维度上 呈 由低到高 的序列 排列
。 ,

, , ,

在两阶段一两企业的简单框架中研究了累积性创新与专利保护
。

一

① 跳以 总结了三种泉积性创新 基础和应用研究
,

基本研究工具和质 阶梯
。

此外
,

需要说明的是在已有文献中
“ 己 如

” 和 “ , 沟 玩 ”

本质上是同一

回事
,

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是
“ 别 ”

互补性创新
。

下文关于随机创新的泊松

过程假设事实上已经隐含了 姗 。以 意义上互补性
,

即在给定时间内多个企业同

时投资相比一个企业单独投资能够增加实现一个特定创新的概率
。

关于这几个创新性质可以参见

劝颐 即 , 的综述
。

② 传统的关于专利的研究把专利保护维度分为长度和宽度
。

专利长度皆指专利保护的年限
。

宽度是个相对抽象的概念
。

司阮叨。 用未滋 出的成本降低 比例来表征
,

在 口 此

和 旧 夕以〕 那里宽度被模型化为竞争产品与受专利保护产品在产品空间中的最短

距离
,

阮 , 引〕 把它理解为专利持有者所能据此获得的利润流水平
,

】诵

则把它等价于模仿成本
,

〔随苗加 在此基础上用一介于 一 之间的参数 一

来指代宽度 。 二 表明针对模仿具有最大程度保护
, 二 意味着创新成果是免费的

。

③ 这一概念由幻 拌挽 夕洲〕 最先提出
,

由 正式化
。

丙 把专利高度定义为

一项创新要获得专利所必须具备的新颖性 水平
。

·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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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汉牲盯新
、

专利月眼与企业 投资挤径

个更全面的分析是由 ’ 作出的
,

他们区分了累积性

创新专利保护的
“

领先宽度
”

块 和
“

滞后宽度
”

肠咫
,

并且在无限期创新序列上依据随机创新模型得到了一系列结果
。

用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了 世纪 年代美国软件

业专利保护的加强反而导致创新速度减缓的原因
。

尽管如此 以上成果皆没

有涉及在微观层面直接决定 速率和结果的企业投资路径方面
,

而专利

对创新激励的影响直接作用于企业 投资决策上
。

有鉴于此
,

本文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

研究累积性创新环境中专利

政策及与创新相关因素的变动如何影响单个创新企业 的 投资决策
。

以及 指出
,

现实中专利宽度

的实施实际上是通过法院在专利纠纷案件中专利
“

宽度
”

的理解来实现的
,

因而受制于特定的法律环境
。

基于此
,

本文假定专利宽度外生
,

从而集中研

究累积性创新专利期限对企业决策的影响①
。

本文第二部分探讨非侵权
一

情况下 的创新企业 投资路径和专利政策的关系
,

侵权 情形的分析放在第三部分
,

第四部分是结论
。

二
、

非侵权情形下的专利政策和最优投资路径

在图 所示的创新阶梯 ②上
, ‘

表示第 个产品 或工艺
,

下同 创新

开始的时刻 也是第 一 个产品创新完成的时刻
,

“表示第 个产品创新

完成的时间
。

把该创新企业记作企业
。

一项创新能创造价值流为 , ,

贴现

率为
。

假定专利保护从创新完成时开始生效
,

界表示第 ‘个产品专利的截

止 日期
。

在保护期内创新企业获得创新的全部收益 。 ,

专利失效后创新进人

公共域
,

收益为
。

当一项创新的完成落在了前一个创新的专利期之内时
,

该项创新产品的生产就侵犯了前一个产品的专利 当落在保护期之外时
,

就

是这部分将要讨论的非侵权情形
。

在一个无限期的累积性创新序列上
,

存在

着众多的创新企业
,

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发明者
,

因此假设创

新企业具有同质性
,

创新周期是对称的
。

因此对任何 注 而言
, ‘ 一 界

,

① 在把专利宽度视为外生给定的情况下
,

为简化分析可以把它视为无穷大从而它将不再构成

一个有效的制度变
。

尽管这一假设不太符合现实情况
,

但却能够使我们的分析清晰化 同时只耍

宽度给定
,

数值分析表明关于宽度无穷大的假设并不会从性质上改变我们后文的结论
。

② 提出
“

质 阶梯
”

囚 的概念
,

枷砂
已 最先把它应用到了累积性创新研究中

。

在他们的模型中
,

数轴刻画的是质 的分布

我们借鉴其方法
,

用数轴来指示爪积性创新中的创新时间维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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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萝经济学开穷

和 双一 ‘
总保持不变

,

用 界一 ‘ , 二 表示不随时间推移而改

变的专利期限
。

由于我们将以第 个产品和企业 作为代表性创新和企业
,

因此为方便起见可以把 ‘ ,
记作时刻

。

尹一 护 尸 一、

一
、

一一 一 一一司‘一 一一一
一 孔 ‘ 不

图 非俊权情形下的创新阶梯和专利保护

依循 的分析方法
,

我们假定完成一个

项 目需要一个总的有效支出水平
。

是关于时间 的 即时支

出函数
,

约 是关于时间 的累积有效支出函数
。

假设 项 目的报酬对

支出速度是递减的
,

也即 即时支出消耗得越快
,

其对总有效支出的贡

献越少
。

即若 少‘ 二 【
,

则
·

满足
· , · ,

’
· ,

〕
。

那么不妨构造两个函数间的关系为
‘ 二 ,几

设由于制度改进
、

交易费用降低等原因使得完成一个 项 目的总有效支出

可以减少 的比例
,

那么新的总有效支出将是 一 。

于是
二 , ‘ 一

众多企业都在从事相似项 目的 投资
,

企业 面临着来 自其他企业

创新成功的风险
。

我们把创新看做是一个泊松过程
,

特征参数即创新的机遇

率 田月 为常数 ①
。

因此对企业 而言
,

到时刻 为止其他

企业有成功创新的概率是
二 一 。一‘

可见企业 面临的最优化问题是
毛 八

吧
“‘ 一 ”

‘ 一 ‘ ’ ‘ 一 。“ 一“

仁‘ 一 厂 ‘ ‘ ‘ ‘

少 , 少 ‘ 二 一 , ‘
双

这是一个带有残值 的动态优化问题
。

我们记
朴

“ 二 “‘ 一“
‘ 一 ‘ ’ ‘

并结合式 和式 把最优化问题改写为

吧
· ‘,‘ , 一

兀
一‘『·“”〔,

,

‘ , 〕’“‘

, 二 ,

少 ‘ 一 , ‘ 界

① 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有众多的创新企业
,

因此对单个代表性企业而言
,

可以看做是给定

的
。

当然
,

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可以探讨 的内生化问题
,

这将丰富我们对企业一社会创新互

动的理解
。

·

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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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视牲公新
、

专利姗胡与企业 投资挤径

由欧拉等式 和边界条件 了 得到
了 二 。 人 「。

『 ,‘ 一 」

横截条件 鹉 给出

了
, ‘ 。 ,左

把式 代人式 得到
人 “ 。‘ ,

再把边界条件
‘ 二 一 代人式 得到

〔。 人 。‘ ‘ ,“ 一 一 滩

联立式 和式 可以解出 和 ’
。 “ , 一 人 一

厂二 一 一 ’

「一 一 。一 ’

」
,

双 ‘ 厂 界

易见‘ 的存在性要求
一 通 。 , ,

把式 代人式 得到
了

’ 。 ,左 一 一 注 ‘“ ,‘ 一 ,

姿 〔 ,厂

再根据式 可以得到最优 支出路径
’ , , 一 入 一 左 ’ ,‘ 人 ,‘ ,

鉴

从最优内点解存在的必要条件 可以看出
,

最优投资路径要求创

新产品的价值足够大
,

贴现率
、

表征竞争激烈程度的参数 和总有效支出
一 需要足够小

,

否则 项 目就不会被执行 ① 并且 的增大会促

使企业加快 投资速度 ’减小
, ’

增大 ②
。

由于创新完成时间是由企业进行 投资时选择的最优支出方案决定

的
,

因此专利期限不对创新行为构成有效约束
,

最优投资路径不受专利期限

影响
,

这一点可以从式 和式 得到印证
。

在非侵权情形下
,

企

业 预期在其专利期内没有新的发明诞生
,

因而能够在此期间获得的创新收

人流是创新的总价值 。。

作为政策变量是外生的
,

它作为政策变量的调整

仅仅通过影响获得全部创新价值 。 的时长 界一 ‘
来影响预期总利润水平

,

而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却不会产生影响
。

企业决策的边际在于最优完成时间

扩 和最优投资路径
’

上
。

据此我们有命题
。

① 这一结果和 分析单项创新竞赛时得出的结论相仿
。

② “
·

, , 和 · ’ 。 , 关于参数 , 的偏导数的关系如下 因为 了
‘”二 。 , ‘ · 一 ,

,

根据

山 二

跳‘ ‘ 法贝。对两边求关于 , 的偏导数
,

有 · ’ ‘。·
, , , ‘’

, ,

,

这在非侵权和侵权情形中均成立
。

“
’

出
· ‘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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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度经济学醉究

命题 当不
, 鉴 ’ 双

,

成立时
,

企业 最优投资路径
‘

及完成时间叮 独立于专利期限

然而现实的累积性创新情形却很少满足命题 的前提条件
。

在专利法中

专利期至少是以月为单位来规定的
,

但是层出不穷的技术进步在电子
、 、

通讯等领域天天发生
,

几乎所有创新都是在前期创新的专利尚未失效时就被

开发出来了
。

因此侵权情形才是技术创新累积性性质显著的行业的常态
。

这

引出了我们下一部分的讨论
。

三
、

俊权情形下的专利政策和最优投资路径

当每一项新发明都落在了前一项创新的专利保护期内时
,

就构成了侵

权
。

本文假设当侵权发生时
,

企业总是选择许可生产
,

即新发明者与原有专

利持有者通过谈判达成契约
,

支付许可使用费 进行新产

品的生产①。

一日川 川 脚
一州尸 一 不 丫 一

了 八

‘卜

儿 凡 ‘ 界

图 怪权情形下的创新阶梯和专利保护

在一个新的创新阶梯上
, ‘

界 , “ 界对所有的 均成立
。

与

非侵权情形不同的是
,

此时任一新发明都在前一发明的专利尚未失效前就对

其构成了威胁
,

我们记许可使用费比例 即许可使用费与创新价值 , 之比

为月 月
。

时期
‘ , , ‘

〕是企业 的 投资期
。

项 目收益期可分

为三期
。

第一期是 ‘ ,

不 ,

〕
,

由于此时第 一 个产品专利尚未失效
,

因

而企业 侵犯了其专利
,

须向其支付脚 的许可使用
,

净收益是 一 口 。

第二期是 界
,

“ , 」
,

此时前一项创新的专利已经失效
,

企业 获得产品

的全部收益 , 第三期是 ‘ , ,

界
,

这时企业 ‘反过来成了被侵权者
,

从

其他企业处获得许可收人脚
。

① 许可生产可以被视为一种企业间创新合作的形式
,

尽管并不是所有行业所有俊权情形下双

方企业的必然选择
。

在创新爪积性明显的行业
,

许可生产的合作意义尤其明显
,

此时许可生产常常

是相互的 吨
。

统计数据表明在电信
、

化工
、

电气和光学设备
、

计算机等行业
,

·

企业间

合作创新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行业
。

可以参见 仪犯 的转引数据
。

玩
、

如】 以犯

和 加 发展了关于
“

相互许可
”

的理论模型
。

·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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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获牲匆薪
、

专利月砚与企业 投资哥径

一 企业最优 投资路径

侵权情形下 投资企业 面临的利润极大化问题是

一兀一
〔,

,

〕’“ · 一 ’

一
, 一 , , ·‘

·

几一
“ ‘·“ ·

二
“一‘二“

、
‘

二 , ‘ 一 , ‘
界

记 目标函数中后四项为
‘ ,

积分并整理得
‘ 二 一刀“ 。一 ‘ 无 “ 一 。一 ‘ ‘ “ ,

” 一 ‘ ‘ 人 , 一 一 ’‘ ‘ 人 ,“

枷 〔
一 ’ “ ,“ 一 一 ‘『

“ ,‘了“‘,

这里利用了由创新阶梯上创新结构的对称性得出的条件
‘ , , ‘ 和 界二

界
, ‘。

① 这又是一个残值问题

“
“ 几

·

少 二 ,

由欧拉等式与初值条件袱

少 ‘ 二

一‘ ·人 ,‘ ,
, ’

一 , ‘
界

一

二

二 得到与式 相同的式子
‘“ ’ 一

横截条件给出
’ ‘ 二 一 ’‘ ‘ ‘“

其中
, 二 一刀 。 一

栖 ℃一
“ , ,

无二 。

琳 一 。

再把式 一

袱
‘ 一 分别代人式 巧 有以下联立方程组

和边界条件

广 竺 ”二
以 一 气 几 二 气 一 众 凡

其中
, 二 。 『 ‘ “ 。

从式 可以解得未知变量
、

从而 ‘

的值
。

通过

运算不难发现显性的解析解无法写出
,

但关于解的存在性
,

以下命题给出了

一个充分条件
。

命题 当 足够大
, 一 足够小时

,

存在最优 投资路径的

内点解
。

证明 见附录
。

’

在现实的累积性创新行业中
,

技术进步率往往是很高的
,

这在模型中反

映为较高的 单位时间间隔内创新数 目的预期值
,

因此条件 琳
,

① 因为 界一“ , 一 二 界
一 一 ‘ ,

又 ‘十 二 、 ,

所以 界 二 双
一 一 “ 二 界

一 。‘ 二 ‘。

·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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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

月
,

月 一 及附录中条件 和条件 的不

等式近似转化几乎总是成立的
。

对 一 足够小的要求是 投资企

业作预期成本一收益核算的重要基准
,

这本质上和非侵权情形是一致的
。

当

接近于 或 接近于 时
,

企业能够从 所需的有效支出降低中获得

好处
。

因此上述关于最优内点解存在性的命题是对存在许可生产约束的累积

性创新的外部环境的描述 当各条件均满足时
,

企业会选择进行 投资
,

并存在最优投资路径
。

二 比较静态分析 数值例证

为了考察解与参数间的关系
,

接下来我们将给出具体的数值例子
,

通过

数值运算求解方程组的近似解
。

,

组合与 投资速度
。

先考察不同的
,

组合与解
‘

的关系①
。

设定 。 二 , 二 ,

口二 , 。

于是 二 一 ,

。 二 一 灿
一 ’‘ 人 。

把 介和 。 代人 然后对 求解 ②
,

我

们把结果以表 的形式列出
。

表
,

组合与
’

值
二 二 二 二

伪

二

望玲

二 二

四卯 , 夕望

以

例 肠加 肠 吕 加 肠 肠 仍
,

价

肠 肠 夕拓 砧 肠匆 久泌 匀沁 肠

注释 二 时 取 二 时 取 二 , ,

时 取
。

当存在两根时
,

我们假设只取对应较高技术进步率的较大的根
。

带括号的数字表示舍
去的根

。

由于 ‘ 与
’

呈反方向变动
,

因此
‘

越大表明代表性企业的 投资

速度越快
,

其在创新阶梯上的创新频率也越高
。

观察表 中
’

值的变化规

律③
,

可以发现

当 取 时
,

只有 二 有解 当 取 时
,

只有 二 和

有解
。

这说明解的存在要求 随着 的增加而有所减少
。

的增加意味着

投资企业面临来 自其他企业更大的竞争压力
,

外部环境对它的 构

① 八 二 。 一 , 十

叭
,

见附录
。

② 的表达式见附录
。

③ 命题 给出的是一个解存在的充分条件
,

因此不排除 人和 取较小值时仍有解的可能性
,

这可从表 中得到证实
。

·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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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获性翻新
、

专利脚胡与企业 投资路径

成更大的威胁
,

这时需要有投资成本的降低才能抵补其投资激励的弱化
。

从 到
,

对所有 值
, ’

减少
。

是外生的
,

它本身是对

竞争环境的刻画
,

可以看做是对模型外部因素影响的竞争强度和

风险程度的度量
。

这一规律背后的经济学解释是 当竞争加剧 增大

时
,

企业 投资的风险也随之加剧
,

这就抑制了代表性企业创新的激励
,

投资强度变弱
’

变小
。

给定
,

随着 增大
, ’

增大 且 越大或 越大
,

的增加引起

的
’

增幅越小
。

表 显示 若
,

从 巧 起相应的
’

值 近似值
,

下

同 不变 二 时
, ’

值从 时起保持不变 而当 巧
、

时
,

所有

的 值对应不变的
’

值
。

这一规律从 的方程形式中很容易得到验

证
。

这实际上反映了企业 决策对专利期限的敏感性程度 当 较小

即创新的风险较小 时
,

延长专利期限能加快企业创新的速率
,

但随着期

限 增加
,

政策作用越来越小 当 较大 创新的风险较大 时
,

企业的

决策对专利期限的变化不敏感
。

根据以上例子的数值运算分析结果
,

我们有

命题 若 项 目可行且其他条件不变 增大促使企业

投资速度减缓 当 较小时
,

延长专利期限 能提高企业 投资速

率
,

但作用递减
,

当 较大时
,

投资速率对专利期限不敏感
。

月
,

组合与 投资速度
。

接下来考察 月
,

组合与解
’

的

关系
。

设定 二 , , , ,

① 二 。

于是 节
, “ 一川 一

晒
一

·

’ 。

运用与上一部分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如表

所示的结果
。

表
,

组合与
’

值

口 二 二 二 二 二

、

以

肠 洲冈 以礴 峨城 ’ 洲阵 砚抖礴 洲日
,

父

伙匆

侧】拓 仪犯 , 侧刃 以力 以刃 汉】

气︶,

⋯
① 这里 值的选取是随意的

。

不难发现只要 固定且 有解
,

不同的 值的选取并不影响关于

月值的比较分析的定性结果
。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匆度经济学璐究

续表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伪 伪 肠 , 肠 肠 , 伪 ,

钻 那

价 ’

配叹 肠 肠 肠 , 肠 , 肠 肠 ,

凡产

注释 带括号的数字表示舍去的根
。

观察表
,

我们有一下几点认识

对于给定的 值
,

口增加会增加
’

值
。

刀值的增加是由于许可使用

费增加所致
。

它给 企业带来两个效应 增加其在
‘ ,

双 〕期

由于侵权造成的许可费用支出脚
,

增加
、 , ,

双〕期由于他人侵权获

得的许可收人脚
。

由于创新周期具有对称结构
,

这两期在我们的模型中具

有相同的时长
。

但企业 的许可收益期 “
, , ,

界〕建立在之前其他企业没

有新产品推出的条件概率之上
,

此时企业 的 投资速度越快
,

扩越小
,

界一 ‘’
, 二 界

一 , 一
,’ 就越长

,

其他企业侵犯企业 的产品专利的概率就越

高
,

从而企业 能从中获得更大的预期收益
。

并且从创新企业的目标函数可

以看出
,

外生的 参数值越大
,

其他企业在
‘ , ,

界〕期侵权的概率越大
,

这时企业 从口值的增加中获得的预期收益增加额也越多①
。

对给定的月
,

越大
, ’

也越大
,

但
’

增幅随 增大而减少
。

表

表明
,

对从 到 的夕值
,

所对应的 值基本保持不变
。

也就是

说
,

对任意尹值
,

通过提高 来增加
‘

值的作用是递减的
。

值得一提的是

当尹二 时
, ’

值独立于
。

此时专利期限政策失效
。

由此 自然引出命题
。

命题 若 项 目可行且其他条件不变 刀增大促使企业

投资速率加快 对给定的刀
,

延长专利期限 能提高企业 投资速

率
,

但作用递减
。

刀值是 企业间谈判所形成的许可使用费比例
,

实质上是关于新产

品的利润分配方案
。

它的大小与双方的议价力量 山唱 直接

相关
。

在累积性创新模型中
,

这种力量并不总是平等的
。

即使后续创新者必

须进行许可生产
,

先前创新者的谈判力也可能会受到削弱
,

原因在于先前创

新者通常无法在他的 成本沉没之前就与后续者进行谈判
。 “

扼制
”

一

问题随之产生
。

那么 意义上的企业一体化 脚 会

不会发生 加 证明在不存在反垄断法约束的情况下
,

通过一份两部收费合约 访。一

毛州 即可让合约一方退出市场

① 只需按同样的方法对比不同的 参数值下的
,

即可得到这一结论
。

由于篇幅所限
,

此处略

去了繁琐的数值计算过程
。

·

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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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获牲盯新
、

专利翻砚与企业 投资挤径

从而实现独占市场的 目的
。

则认为虽然 联合企业

由于能增加联合利润而优于许可生产制度
,

但是关于

联合生产的预先协议 能否达成并维持还取决于先前创新

者和后续创新者各自从中获益情况
。

我们的模型前提排除了创新者之间达成

垄断性协议的可能性
,

不仅仅是基于法律上和理论上的理由
,

同时也是为了

更准确分析具有高度竞争性的累积性创新竞争特质的需要
。

口值也受制于政策环境
。

事实上专利保护的强度常常体现在发生诉讼时

法院对案件的裁定上 强保护导致高的许可费率刀
,

弱保护则相反
。

这是通

过改变侵权和被侵权企业的共同预期来实现的 法院裁决越有利于被侵权

者
,

那么这一共同信息就会迫使侵权企业接受较高的许可使用费比例
,

这就

间接改变了双方议价力量的对 比关系
。

一个相关的经验研究 ’
,

证据表明 年美国联邦电路诉讼法院

的设立导致侵权案件数量增加了 而原告的

胜诉率则达到了 之多 ①
。

这些讨论可以很好地延伸到关于政府与基础研究关系的探讨中来
。

基础

研究成果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

但是其本身却具有很小的孤立价

值
一 ,

更重要的作用是为后续创新提供知识来源 如爱因

斯坦的相对论与 定位系统的关系
。

这些基础研究成果的商品化须经后

续者的不断开发才能实现
,

因此研究者们的议价力量相对较弱
。

同时基础研

究成果往往以纯粹公共产品或俱乐部产品的形式出现
,

很强的正外部性导致

溢出效应显著
,

企业投资激励减弱
。

这时即使延长其专利保护期限也不能提

供 对社会而言 足够的研究激励
,

为技术的快速进步提供基础
。

政府财

政或法律上的支持就变得举足轻重了
。

值与最优专利期限
。

值的大小反映了各种外部因素对降低

有效支出所起的作用
。

无论是制度变革还是技术进步
,

若能有效降低

所需支出
,

都被反映在 值的增加上
。

当其他参数给定时关于 值变动的

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借助附录中函数 的图形而获得定性结果
,

从而弱化

以上数值运算关于参数值的强假设条件
。

值的增大会导致 口 的上移
,

在总是取较大根时
, ’

值增大
,

技术进步率上升
。

这与非侵权情形下的分析

结果相一致
。

为了考察
,

组合与
’

值的关系
,

我们仍给出一个数值例子
。

设

定 , , ,

口
, , 。

于是 二 ,

① 在此期间美国专利申请数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

肠 〔 通过对美国

国内和国际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主要 不是 因为该法 院的设立 而是撅 于研究管理 ‘

目 昭 的变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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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衰

然后选取 个有代表性的 值
。

结果见表
。

《。 ,

组合与
’

值
“ 二 二 二 二 二

叫

灰心沁

以

印

洲石

,

吕叼

印

,

月

叙刃

华场

〕

洲

印

叫

卯

以

叫

卯

印

少场

,︸弓︸︸月矛几

’

值的变化规律如下

值越大
,

值越大
。

这是因为投资所需的支出降低效应越强
,

投资企业的收益一成本比例预期就越高
,

因而投资速度也越快
。

给定
,

随着 增大
, ’

增大 且 越大或 越大
,

的增加引起

的
‘

增幅越小 时 的增加对
’

无影响
。

从这里同样可见通过延长专

利期限来从微观上促进企业 投资速率的有效性会随期限增加而递减
。

同样
,

我们可以把以上结论归纳为一个命题
。

命厄 若 项 目可行且其他条件不变 增大促使 投资

速度加快 当 。 较小时
,

延长专利期限 能提高企业 投资速率
,

但作用递减
,

当 较大时
,

企业 投资速率对专利期限不敏感
。

四
、

结 论

在具有高技术进步率特征的累积性创新行业
,

专利制度从微观层面对企

业的 投资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

本文集中关注的是专利期限与企业微

观 投资路径的关系
。

然而作为专利制度政策工具的专利期限在不同的

创新环境下作用不尽相同
。

本文区分了创新的非侵权和侵权两种情形
。

在前

一种情形下
,

新的发明总是在已有专利已失效时发生
,

只有当专利期限极短

或制度环境等各种外部因素制约了行业创新环境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

在非

侵权情形下
,

从我们的模型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 创新企业的最优投资

路径独立于专利期限
,

技术进步率也不受其影响 命题
。

尽管如此
,

非侵权情形却很少见
,

侵权情形才是累积性创新行业的常

态 后续创新者的发明总是落在前一任创新者发明的专利保护期之内
。

在 自

愿许可生产的制度条件下
,

侵权总可以通过双方企业的协商来解决
。

最常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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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积牲留新
、

专利期服与企业 投资路径

的形式是后续创新者通过向专利持有者 先前创新者 支付许可使用费而

获得生产资格
。

命题 一 表明
,

在其他条件均不变时
,

纯粹专利期限的延

长能加快 企业的投资速度
,

但是这种作用却随专利期限的延长而递减

我们的数值运算的结果显示
,

专利期限在超过一定长度时往往会失去效果
。

尤其是当创新较为活跃
、

投资成本较为低廉时
,

单个企业 投资速率对

专利期限的变动很不敏感 命题 和命题
。 ,

指

出专利政策在累积性创新行业中只是个
“

钝器
” ,

同样

口以 的动态分析也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同时具备累积性

和互补性①的行业专利保护反而有损于创新率和社会福利
。

本文的结论支持

并拓展了这些结果
。

法律环境会通过改变侵权与被侵权企业间议价力量的对比关系而作用于

均衡时的许可使用费比例
,

从而间接地对创新速率产生影响
。

创新者议价力

量的大小常与信息的外部性相连
。

这些讨论可以引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

尤其

是为政府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支持提供了依据
。

而风险程度则对 投资速

度具有负效应
,

原因在于 侵权情形下的企业创新竞争激烈 创新周期相

对于专利期来说很短
,

此时风险的增加使竞争环境更加恶劣
,

因而将对决

策产生消极影响
。

创新所需有效支出的降低
,

总是对 支出的回报具有

正效应
。

有效支出的降低取决于许多因素
,

外部技术的进步 比如交通工

具
、

通讯手段的进步之于半导体器材行业的创新
、

法律法规的健全
、

行政

效率的提高
、

国民受教育状况的改善
、

公共设施的完备
、

金融服务的便利等

作为外部因素都能对此起到巨大作用
。

,

玩 和 伽旧

的实证研究显示
,

一般而言
,

专利并非是企业从 投资中获益的最佳选

择
,

时间上的领先
、

学习曲线
、

销售或服务

努力 习 伪
、

互补性营销 娜 等

手段通常被认为在获得创新利润方面比专利更具有效性
。

为了防止信息泄

露
,

企业还常常采取商业秘密的策略来保护其创新成果 有调查表明对不同

规模等级的企业而言
,

商业秘密的重要性总是被排在专利之前
,

。

本文的分析为这些经验研究的结果提供了解释
,

表明对社会而言
,

专利制度并非处处有效
,

而且它在提高技术进步率的动态效率方面的作用要

视各种外部情况而定
。

模型 中许多重要变量 例如泊松过程的特征参数

都是外生的
,

如何把这些参数内生化并同时把知识溢出放人分析框架中
,

从

而更动态更全面地反映累积性创新序列上的 博弈将是进一步研究努力

的方向
。

① 本文模型中的累积性创新事实上也同时具备互补性见本书第 页脚注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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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贫经济华开究

附录 命题 的证明

把方程组 的第二式除以第一式得到

〔 【 一 二 一

令 二 一八
, , 二 一 入 滩

,

则有
一 二 。

再定义

口 二 七 , 一 , 一 一 。

因为 二 。 一 ‘二“ ‘ ,

所以 。
。

于是解的存在性问题就转化为 口 与横

轴在区间
,

内是否存在交点的问题
。

又因为
‘ 二 脸 , 一 一 二 一 〔脸 一 无一

假设 二 城琳 一 ,

即琳 成立
。

我们考察 二 的其中一个根

几一 乃 落在
,

区间的情形
。

一 。

因为
,

所以只需要 一 。
琳 一

, 一

峥
一 “ ‘ , 。

当时 跳 时
,

。 从
一 ‘ 人 , 。 。 一 二“

叫
,

且忽
一‘“ , 二 ,

因此当 很大时
, 一 “ 近似于要求 琳

刀一 即月
。

一 。

这 等价 于 左 。 〔 琳 一 一 口

栖
一 尸 ‘ , 。

同
,

这可以近似地看做口 一 。

在 和 的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 ‘

和 口 的图像如图

所示
。

图

由于 二 。 ,

由图 可知
,

要使 口 二 在
,

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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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双性翻新
、

专利姗四与企业 投资挤径

解
,

只需 一 左 即可
。

设 二
,

场
。

于是
一 二 一 应

二 。, 。, 应 一 石 」

由 一 龙 得到 。 几, 在, 在 龙
,

所以 、 二 一

划 ’须足够小以使式 成立
。

当 一

司 时 场阅
。

综上
,

方程组 有解的一个充分条件是 琳
,

几
,

刀
,

口 一 ,

以及 一 。 州

参考文献

, 一 , , “

玩
” ,

。群吓记瓜 ￡哗理 , , 一

,

罗
, , “

, ” ,

肠 鳍 尸叩 一 ,

, , , “

” ,

几 动 诫如 。

她 以

, , , “

” , , , 一

, ,

犯
, “ ,

几

而
” ,

咭 只耳犯 田 一 ,

, , , “ ,

” ,

刀 二
, , 一

, , , “ 一

邵
” ,

乳
,

, , , ,

“

” ,

刀召 双 肠 叮 尸卿 乃万

, , , “

烧 加
” ,

、 耐
,

科
, 一

, , , “

伴
” ,

以
, 一

, ,

卯
, “ 佣 俪咖二

” ,

月沁川

· ·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脚度经挤学砰穷

奴汉
, ,

即 一

, , , “

玩
” ,

添
, , 一

,

’凡 朋
,

卯
, “

压讨

甲
” ,

石为刀刀 脚司 洲洒
, ,

那 劝 一
·

, , , “

肠

叮 ” ,

五疚 交
, , 一

·

, , , “

” ,

月即
, ,

即 一

, , , “

叮 ” ,

蜘
, 一

, , , “

” ,

别刀 伽 如
, , 一

·

, , , “

” ,

刀 、
, , 一

·

,

玩
, , “ 五

飞 ”

卿
, , 一

肠
, ,

么刃
, “

而
, ’ ,

肠 鳍 几卿 一 男
,

玩
, , , “ ” ,

肠
叮 八斗祀 乃

, ·

玩
, , ,

, , “

” ,

刀 王 凡卿 ’, 习己勺
尹 , , 一

, ,

,
, , “

” , , ,

一

币
, ,

晚
,

以抖
,

八 瓜
’‘ 瓜衅

,

, , , “ , ’ ,

泛 疚夕 训 , ,

即 一

, , , , 一 ,

, “ , ,

尹
” ,

“ 名勿 抽叫笋 侧”
产 , , 一

· ·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轰汉牲盯新
、

专利姗砚与企业 投资挤径

, , “ 一 ” ,

, , , “

” , 儿尹 俪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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