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商直接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分析 

文/蔡雯霞 余万林 

   一、引言 
   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一是资本的积累，二是技术的进步，三是人力资本的发展。外
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不仅有利于弥补引资国家投资的不足，而且也有利于引资国引进先进技术、扩
大出口、提升产业结构，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发展。特别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的不断加剧，外商直接投资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许多拉美国家的实
践和中国的经验表明，外资的大量进入并不一定能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
这是因为许多外资的进入并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因而一些受资国GDP尽管增长较快，但本土的
工业化发展却并不迅速，许多行业的本土企业技术进步不明显。而最终，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
经济的增长可能带来日益强化的路径依赖效应，使受资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套牢在低端产业陷阱之
中。路径依赖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长期地处于依附的位置上。如何走出这
一陷阱，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而提高效率的源泉就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换句话说，知识的创造和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来源。因而，有助于激励研究与开发(Ｒ＆Ｄ)活动和
技术创新活动的一个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成为促进新知识产生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制度安
排。本文将就知识产权保护与外商直接投资从理论上和中国的实践中作一个经验性的分析。 
   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引进与知识产权保护 
   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很早就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兴趣。20世纪40年代末期，哈
罗德在其提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指出当一国内部的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
时，可以通过引进外部的资本来提高本国的经济增长率。1960年，罗托斯在阐述其“经济起飞”理
论时指出，一个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投资(国内净投资占国民收人中的比例超过10%)才能有效地启动
现代的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偏低，往往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引进
外资则能为实现经济起飞创造必要的条件。1966年，钱纳里和斯特劳特进一步提出了影响广泛的
“两缺口”理论。其基本的内容是，后进国家在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既面临着内部储蓄不足
带来的投资缺口的制约，也面临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后者制约其从国外输入投资物品的能力从而
影响到资本的形成。引进外资是填补这两大缺口的有效手段。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影响
一国经济增长的不只是资本和劳动的增量。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不是一种外生的变量，而
是影响资本与劳动等要素投入产出关系的内生变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一个重大的影响是加速技
术创新的进程，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加
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步伐。但是，知识和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后进国家溢出并不一定伴随着外商直接投
资发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否完善成为技术贸易和转移的重要条件。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主要是通过贸易，跨国投资和直接技术
转让。外国直接投资是最主要的获得技术的途径。但是，在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国际直接投资中，跨
国公司选择其投资的位置时，往往要考虑当地的市场特征。其中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是一个重要的
内容，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鼓励跨国投资上，不同的部门知识产权保护有不同的重要
性。低技术部门产品和服务的投资相对的较少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较多的依赖于投入成本
和市场机会。同时，那些产品或者技术仿效起来成本很低的投资者相对较少关注投资所在地的知识
产权保护的程度。与此相反，在做出投资决定时，那些产品或者技术很容易仿制的公司，例如化学
或者软件企业，相对而言会比较关注当地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阻止仿效的能力。而那些决定在当地
投资于这类产业的企业会特别关注当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力度。         Mansfield1994
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所有的产业中，化学产业最容易受当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影响。而且，几乎所
有产业的企业都具有的一个共同点是生产的阶段越靠近上游，企业越关心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实
际上，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最具竞争力的是其具有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
资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发挥自己的最大优势，同时设法分享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发展中国家高水
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利于发达国家企业保持并延长自己的技术优势。但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来
说，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尽管可以获得诸如激励Ｒ＆Ｄ活动、促进知识扩散、吸引
技术密集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要因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主要表
现在：管理和具体执行成本、消除侵权行为的社会成本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价格大幅上升
以及知识扩散被阻碍等等。显然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两难选择，如何协调这一问题，
韩玉雄，李怀祖在其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一文中通过领先国和跟随国的内生经济增



  长模型的分析，发现加强跟随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将降低领先国的创新速度和跟随国的模仿速
度，造成“资源浪费效应”。当跟随国初始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小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能
促使两国社会福利水平共同提高；当跟随国初始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将导致两国社会福利水平共同下降；当跟随国初始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处于上述两种情形之间
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将导致领先国社会福利水平上升而使跟随国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因而，
跟随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应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过于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将导致领先
国和跟随国的福利水平都遭受损失，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朱东平外商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与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一文也有类似的结论。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的经验 
   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保护水平的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水平不断扩
大和提高的过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密切的关系。 
   1、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阶段与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
基本框架完成阶段。这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第二阶段，知识产权法律和制度的补充和完善阶
段。与改革开放的相适应，中国相继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第三阶段加入世贸组织
以后的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执法阶段。2001年，为了入世的需要，我国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又进行
了修订和完善。 
   2、 外商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溢出效果 
   尽管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外商
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果，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果作用并不明显。罗兰·贝格公
司2004年有关知识产权的在华跨国公司的调查显示，目前跨国企业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效果并不
理想而根据跨国企业的经验，在中国市场通过控制生产流程确保产品不被侵权要比通过产品制造本
身防范侵权更有效。从技术溢出效果来看，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一端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
另一端拥有销售渠道，只将中间一段低增值的加工环节转移至中国进行。即使设有大量研究机构的
外国跨国公司，其核心技术仍然留在了国外，并且跨国公司缺乏和国内企业以及科研机构的交流和
合作，因而外资企业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封闭体系。这极大的影响了技术的溢出效果。从实际技术贸
易来看，据我国海关统计，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的比例仅为27.9%，而
这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中还绝大部分使用国外的核心零部件或者关键性技术。 
   四、结论与启示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激励创新、促使技术跨国流动的重要制度保证，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
要源泉。发展中国家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作为一个信号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但外
资的进入并不意味着技术的溢出和经济效率的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实施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
发展的初期可能带来较大的福利损失，因而发展中国家必须考虑建立适当的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和层次，以有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外
资的进入，但经验表明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更多地是为了扩大其在华的技术垄断优势和获得更多的
成本优势，加之国内缺乏相应的技术吸纳能力和基础以及技术吸纳通道的缺失，使得外商直接投资
的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因而中国在未来应该适当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的结构性调整力度，
注意长短期利益的调整，防止过度保护和权利人的利益转移（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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