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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六大经济特性及其政策含义 

刘海波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具有六个突出的特性，而且这六大经济特性具有明显的政策意义。因此，要使知识产权真正融入经济

发展，有必要针对其经济特性及其的政策含义，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主动、积极地促使知识产权全面、深入地融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去。 

知识产权的六大经济特性是： 

第一，收益外部性强。由于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使得权利所有者和公共管理者都无法清晰地确认其收益边界，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

整个社会都可能因一项知识产权而获得收益。因为，即便有明确的保护措施，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模仿。这种情况，对于专利尤为明显。

因为和商标、版权相比，专利包含的信息更多、边界更模糊，确认专利侵权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因此，对相应的公共政策的原则性

要求更强、技巧性更好。实际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它希望外部性，因为外部性越强，整体福利提高就越快。但是另一方

面，如果放任外部性，就会挫伤创新者的积极性，整个社会的创新活跃程度就会降低，从长远看，一个放任外部型的地区的整体福利提

高的速度就要落后于那些对外部性加以规制的区域。所以，政府管理找到外部性效应和创新者收益之间的平衡。 

第二，权利流动性弱。因为收益外部性强，就难以对知识产权准确定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定价的商品，很难进行交易，知识产

权也是这样。难以进行交易的商品的获利手段就是许可，因为许可定价要比交易定价灵活，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风险都能灵活、务实的

定价加以控制。这也是国际上知识产权经营模式的主流是许可的原因所在。这就要求政府要组织和支持开发面向许可的知识产权评价工

具、建立面向知识产权许可的服务体系。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实施工作过多强调交易，显然是缺少对知识产权特性的深刻认识。 

第三，研发沉没成本高。知识产权开发需要持续的前期投入，以具有知识产权依赖性最强的医药开发为例。在制药产业中，为了调查由

药品开发潜力的化合物的安全性和毒性，需要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基础研究。而且，发现一种核心化合物的概率是几千分之一，根据情

况不同可能只有几万分之一。把这个化合物开发成为产品还要10年以上的前临床和临床试验，而且要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才能上市发

售。一个新药品成功上市的概率，2000年的统计大概有1/5 ，2005年的统计只有1/10，并且这期间可能花费十几亿美元以上的金钱。这

样持续的投入，对于我国现在制药企业来说，几乎不可能。而为了发展药品的自主创新能力，政府的投入是绝对需要的。 

第四，生产边际成本低。大多数技术含量高的知识产权产品一旦进入生产阶段，边际成本要远远低于研发成本。低的边际生产成本是大

量知识产权侵权发生的根本原因。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知识产权产品保护措施。 

第五，独立显示度小。因为无形，如果不和有形产品结合起来，知识产权的价值就很难不观察到。为了让知识产权的价值能被看到，就

应该让知识产权和有形产品结合起来，就要求政府积极准备充分的有形要素。 

第六，可开发潜力大。阿司匹林原本是镇痛用药，后来在实践发现小剂量阿司匹林在防止血液粘稠方面有很好的效果。伟哥原本是为了

扩张心脏血管的目的开发的，结果却在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知识产权潜力发掘的成功与否

和技术通才的有直接关系。技术通才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设想、总结出一项技术所有可能的应用，按照技术和商业可行性先后排序。一

般地，技术通才通常在学会、大学和国立研究机构任职，从事跨行业的应用基础研究。这些人的价值在于其跨行业的知识和经验，而这

样的知识和经验只能通过为众多的企业和组织服务获得。政府应该为更多的技术通才的培养和出现创造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下表是上面讨论的内容的简明归纳 

  

经济特征 对公共环境的要求 政策含义 

收益外部性强 带动、刺激同类和相关产

品、工艺的发展；网络性 

良好的法制和政策环境 需要在区域层面进行管

理，利用外部性的益处、

减少外部性的弊端 

权利流动性差 容易许可、不容易买卖 方便和利于许可的专业性

服务 

许可价值评估工具和许可

格式合同；面向知识产权

许可的社会服务体系 

研发沉没成本高 持续的现金流支持 连续的投入、可预见变化

的政策环境 

投融资风险评估与管理体

系；政策的连续、一贯 

 



生产边际成本低 快速、大量复制式生产 对侵权式模仿的打击 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独立显示度小 与有形资产的组合 有形资产的富足 整备工业经济基础； 

可开发潜力大 创意性应用 活跃的信息环境 利于交流、讨论的场合和

机会；技术通材的培养和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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