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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著从知识商品的若干性质入手，在深入分析知识创造、扩散和应用的基础上，考察知识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组织三个方面

发展的贡献。论著得出了，知识差距是导致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基本因素的结论。 

  知识是关于一切新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体知识的一般抽象形式。知识具有外部性、非重复性、可

复制性、可共消费性、可学习性、可继承性、无限发展性、阶段性、多面性、替代性和不确定性等等性质。知识一直被排斥在正统经济学

研究范围之外，传统的劳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理论在知识领域里需要新的注释。与物质生产不完全相同, 知识生产过程是由学习、创造

和复制三个环节构成的。知识生产过程具有学习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分工经济的性质。知识生产过程内在地具有不确定性的本质

特征。知识产权机制和科学成果的价值实现主要通过优先权机制而运作。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是最优的，无论从事前、事中还是事后

来看都是这样。不过，专利机制的事后效率不及商业性设奖竞赛的事后效率。资助形式明显具有事前效率，但是确实没有事中和事后效

率。设奖形式显然没有事前效率，但具有事中和事后效率。不同于实物商品生产规律，知识生产服从险胜优势和不确定性的规律。企业选

择竞争战略或者合作战略服从于提高获得险胜优势的确定性程度的经济要求，在知识生产上任何竞争或者合作的战略目的都在于提高获得

知识产权或者优先权的概率。企业从独立分散的竞争选择参与某种层次的合作组织必须在某个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R&D管理模式需要适

应新环境的变化。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范围的实施是世界经济发展或者增长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它是提高世界经济范围内资源配置效

率的必然选择。达成和实施WTO下世界知识产权协议是帕累托最优的，这个协议的实施有利于在分工和合作的基础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

展。专利机制并不是一种能够适应各行各业和各种企业用来选择保护知识需要的万应灵药。但是，从社会来看，专利机制仍然是一种社会

经济制度的最优选择，它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经济合理性。  

  知识产权决定了权利人企业与非权利人企业之间产品的质量或者品种差异，这种差异会体现为对消费者剩余的贡献大小的差异。消费

者剩余的差别决定了消费者对于购买造成剩余差别的不同商品的欲望差别。购买欲望的差别又会影响和决定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购买选择

的行为和购买条件的差别。结果知识产权或者知识差距造成了它们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差距。企业和标志所赢得的声誉是企业在产品或者

服务的质量水平与品种结构上长期优异表现和成绩的累积。在现代知识和信息化社会里，企业发展战略分为标志的声誉与明星地位建设的

投资阶段和取得名气之后的交易与收割阶段，可以简称为追名（投资）和逐利（交易）这样两个阶段。企业优良的声誉是企业成为消费者

心目中崇拜的明星的先决条件。明星也就是长期优良声誉升华的结果。各个企业或者个人之间由知识和才能的差别引起市场影响力和声誉

的分离或者分层，结果显现出少数几个最具有稳定知识创造能力的企业或者个人长期成为市场上的领导者或者明星。市场份额和收入向具

有显赫声誉和很高明星地位的企业或者个人收敛是一条基本经济规律，至少在知识产业是成立的。现代知识和信息化的新经济下，企业建

设和利用标志声誉影响市场和贸易是现代新贸易战略的体现。现代企业利用整体产品的标志声誉所具有的垄断力发挥对于单个商品贸易的

影响力量。标志声誉和不确定性对于技术知识贸易也具有战略性的影响。新贸易战略理论也适合技术许可贸易。虽然谈判各方所具有的垄



断经济实力对于谈判结果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谈判各方所具有的信息和技能对于谈判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各方所采取的谈判步骤

和取得的结果以及合同利得取决于信息在各个人之间的分布。谈判“核”随着各自信息量的变化而变化，谈判各方不断通过谈判的结果获

得新信息下的新结果，最终集聚到双方所能够具有信息下的“核”内而达成一致的分配解。具有信息学习和研究优势的谈判方会获得对自

己更为有利的谈判结果。贸易自律合同的谈判达成具有自律约束力而实现帕累托最优水平的合同需要满足特定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现代市场机制下，企业的产出增长率都是不确定的。社会经济增长率是所有企业产出增长率的统计结果。由于企业产出增长率的不确

定，社会总体的经济增长率也将是不确定的。只有若干长期取得R&D成功的企业才能够成为明星企业，才能够维持稳定快速的产出增长

率，而绝大多数不能够长期持续取得R&D成功的企业产出增长率会很不稳定。明星与非明星企业之间在产出增长率上差距日益拉大。只有

使大多数企业的产出增长率保持较高的正值，才可能在这一国内的统计意义上保持国家经济的较高的正增长。长期持续保持较高的正增

长，才能够成为经济上的明星国家。 

  劳动力市场并不能够完美有效地配置市场资源。知识分子中收入分布具有明显的分层或发散现象和明星现象，著名知识分子与普通知

识分子以及非知识分子在收入上差距日益拉大是一般经济规律。人才流动从经济上来看或者是一种商品流通行为，或者是一种长期投资行

为。人才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聚集以及人才向大型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和大型企业聚集是一个基本规律。企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和

知识要素分别以交易契约或者分配契约进入企业，它们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经济地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企业家人力资本化

和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本化将使企业家等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地位发生变化。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演变一般经历雇佣制、合作制和

主体制三种体制。相应地，社会生产关系发展也必然需要经历雇佣制、合作制和主体制这样三个历史阶段。以企业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或

者知识阶级，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上升是一个客观规律，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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