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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市场的建立有利于提高技术商品质量, 促进技术进步。然而 , 技术交易也有显著的信息不对称

特性, 技术交易容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描述了技术交易中的逆向选择现象、成因及其对技术市场的影响,

并针对逆向选择问题提出了前瞻性的有效防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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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技术市场的建立有利于提高技术商品质量、扩大交

易规模、促进技术进步。但由于技术商品交易固有的特

征 , 技术交易中出现了“市场失效”问题 , 市场失效的一个

重 要 表 现 就 是 技术 交 易 中“逆 向 选 择 ”和“道 德 风 险 ”行

为 , 损害了技术交易者的利益。阿克洛夫在 1970 年发表

于《经济学季刊》中的《旧车市场 : 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

机制》一文开创了逆向选择之先河。阿克洛夫在该文中指

出,由于旧车市场中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 , 逆向选择问

题将破坏市场的有效运行[1]。本文注意到技术交易也有显

著的信息不对称特性,这使得技术市场与旧车市场一样出

现逆向选择问题,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不完善的技术市

场上。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技术市场的运行

效率,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描述了技术交易中

的逆向选择现象、成因及其对技术市场的影响 , 并进一步

提出了有效防范机制 , 供交易者参考。

1 技术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技术交易的显著特征是信息的非对称性。从非对称

信息内容来看 , 一类是外生性非对称信息 , 指交易的技术

本身所具有的内涵、性质和特征等 , 这类信息是由于技

术本身的禀赋或特点所决定的 , 而不是当事人行为造成

的 , 这类非对称的信息是技术交易需求产生的基础和前

提 , 因为技术价值的核心是知识和信息 , 如果在签约前需

求方已经掌握了技术供给方拥有的知识和信息 , 双方拥

有共同知识 , 则需求方不会产生购买动机 ; 另一类是内生

性非对称信息 , 是指技术合约签订后 , 由于合约当事人中

的一方对另一方行为无法观察、无法监督、无法验证而导

致的信息非对称。

外生性信息非对称特征导致了技术交易中出现“逆向

选择”现象。技术交易外生性信息不对称使得卖方有动机

隐瞒、伪装信息 , 将低价值技术伪装成高价值技术 , 以求得

高收益。技术的高专业性质以及信息不对称使得技术买方

全面度量技术商品价值的成本很高,而事实上 , 要全面度量

技术商品价值也是不大可能的。

内生性信息非对称导致技术合约履行过程中的道德

风险。内生性信息非对称使得技术交易中存在着信息的不

可观察性 , 即使合约一方对另一方行为可以观察 , 但却不

能向法院证实他的观察 , 因而法院不能强行履行 , 违约责

任也难以确认。当履约所能获得预期收益不足对合约当事

人产生责任推脱时 , 就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 无论是技术

供给方还是技术需求方都可能产生这种败德行为。不失一

般性 , 本文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合称为技术市场的逆向

选择问题。

1.1 逆向选择问题的分析框架

假定一种技术产品只能以整数单位出售 , 有低( L) 、高

( H) 两种质量 , 份额各占 λ和1- λ。每个买方( V) 只想购买

一个单位的技术产品。但是 , 他们在购买时无法观察到两

种质量之间的差别。所有的买方对两种质量的技术产品有

相同的价值认定 : 对买方来说 , 一单位低质量技术的价值

为 VL;一单位高质量的价值为 VH,VH>VL。每个卖方( U) 都了

解自己所出售的技术产品的质量 , 一单位低质量的价值为

UL,UL<VL;一单位高质量的价值为 UH,UH<VH。如果两种质量

的技术产品能够分别在两个独立的市场上进行交易 , 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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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市场上 , 位于 VL 和 UL 之间的每个价格都能实现

对双方有利的交易; 在高质量的市场上 , VH 和 UH 之间的

每一个价格也会给双方带来互惠的交易 , 那么最终会产

生具有社会效益的结果 : 所有交易收益都能实现 , 形成有

效的分离均衡。但是如果市场不被管制, 并且买方不能观

察到技术产品质量 , 无道德的低质量卖方就会选择在高

质量的市场上进行交易 ,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混同市场 , 所

有技术产品以同一价格进行交易。假定发生这种情况 , 并

且卖方对高质量技术的估价高于买方的平均估价 , 这可

以用不等式 UH >V!表示 , 其中V!=λVL+(1- λ)VH.在这种情况

下发生的交易 , 买方对质量的预期就是V!。换句话说, 假设

技术买方厌恶风险或风险中性 , 市场价格就不可能高于

V!, 高质量的卖方就会因此退出市场。高质量的卖方退出

市场, 进一步促使市场上平均质量的下降。平均质量的下

降导致技术商品的平均价格继续下降 , 结果出现了质量-

价格的交互下降 , 市场萎缩。严重时市场甚至根本无法存

在, 社会福利受损。这就是经典的非对称信息市场的逆向

选择问题。

1.2 技术市场逆向选择的成因

技术市场出现逆向选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

方面:

( 1) 技术的价值特性。按照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

信息不对称是产生逆向选择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专利系

统保护下 , 卖方完全披露技术信息后 , 技术的价值可以通

过技术使用权来体现。但是 , 由于技术本身的特点 , 专利

等产权系统不可能是完备的 , 技术供方为了保护自己的

利益会隐藏部分重要的关键信息。这样在技术交易过程

中由于卖方拥有私人信息而产生了单边逆向选择问题。

在技术交易过程中 , 技术卖方同样经常面临由于技术买

方 拥 有 技 术 互 补能 力 的 私 人 信 息 而 导 致 的 逆 向 选 择 问

题。这样, 由于买卖双方都各自拥有影响对方决策的私人

信息, 而导致双边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

( 2) 信息的不完全性。技术交易信息的不完全性主要

是由不确定性决定的。按照熊彼特的观点, 技术创新是科

技成果首次实现商业化应用的过程 , 它的不确定性主要

来源于两个方面 : 一方面与技术商业化过程中时间的不

可预测性有关 , 而这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性质与过程 ; 另一

方面与市场需求结构的复杂变化有关。市场需求的不确

定性首先是由卖方行为的不确定性、替代品出现的不确

定性、竞争对手行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决定的。其次 , 经

济周期的不确定性 ,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技术

政策也是不确定性的另一重要来源[2]。显然 , 技术的不成

熟性可以加强以上种种不确定性。相对而言 , 技术所处阶

段越早 , 从中间试验到批量生产、销售、直至被市场接受

的时间就越长 , 不确定性也越高。这种不确定性为技术交

易完成后的质量认定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 , 进一步促使

市场趋于混同 , 难以形成有效的分离均衡 , 加剧了技术交

易的逆向选择。

( 3) 技术交易双方的技术差距。从信息非对称的角度

看 , 技术交易双方的技术差距越小 , 双方对技术产品质量

和价值的认定越趋于一致 , 技术交易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

题越轻。长期以来 , 高校和科研机构一直是中国技术创新

的主体 , 这种状况决定国内技术市场技术的提供方以高校

和科研机构为主体 , 交易的技术品种也以初级阶段的技术

为主。从技术的主要接受方企业来看, 我国企业长期以来 ,

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设备和逆向工程作为获取技术的主

要手段 , 很少从事自主研发 , 造成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

技术承接力相对低下[3]。其表现为 : 第一 , 企业从事技术独

立开发的知识和经验较少 , 不能很好地把握技术发展趋

势 ; 第二 , 缺乏必要的技术差距、技术装备和技术人才 , 吸

纳、转化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技术供方与技术需求方之

间的技术差距造成企业无法识别交易技术的质量和适用

性 , 使企业获取的技术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 这样技术差

距也构成了技术市场出现逆向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

( 4) 技术评估成本。技术的评估受许多确定因素和不

确定因素的影响。如果能够像一般商品那样 , 可以以较低

的成本获取这种专门知识 , 就可以减轻或消除技术市场中

的逆向选择现象。然而 , 有效的技术质量评估需要投入大

量的专业知识 , 以减少和技术卖方在交易技术上的信息差

距。这种专门知识就单一技术而言通常是一种高成本的投

入, 企业不愿意或无能力获取这样的评估技术。这也是技

术交易过程中出现逆向选择的重要原因。

2 逆向选择问题对我国技术市场的影响

逆向选择问题使得科研机构无法从技术的市场交易

中获得足够的利润以支持技术研发, 加大了科研机构自身

转变机制的难度,仍然要依靠国家资助,这又使科研机构缺

乏激励去矫正自身行为对市场的偏离。偏离市场目标使得

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未必能满足市场需求, 形成技术的有

效供给不足; 而另一方面,逆向选择问题也阻碍了企业从技

术市场中获得领先水平的技术, 形成了先进技术成果的有

效需求不足, 这种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共生的局

面, 直接导致了我国技术市场上技术成果转让率低的结果,

形成了科技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状况。

图 1 技术交易数量

图 1 说明逆向选择问题对技术市场的影响。MB2 是信

息对称条件下技术买方的预期边际收益, 我们将技术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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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际收益从低到高排列, 边 际 收 益 取 决 于 技 术 质量 。

MB1 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技术买方的预期边际收益曲线,

因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技术买方不能确知技术的质量,交

易 存 在 风 险 , 所 以 交 易 的 预 期 边 际 收 益 下 降 ,MB2 高 于

MB1。S 是技术卖方的供给曲线,技术卖方沿着供给曲线从

最低质量技术卖方到最高质量卖方, 显然技术的质量越

高,卖方的要价越高,技术卖方的要价也就是技术买方的

边际成本。当卖方要价低于买方预期边际收益时,技术交

易将发生,具体交易价格处于卖方要价和买方预期收益之

间,并取决于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在图上表现为当

S 低于 MB2 和 MB1 时,技术交易发生。在信息对称条件下

发生 Q2 数量的交易,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发生 Q1 数量的

交易,Q1 小于 Q2,这说明信息不对称使得交易减少,平均成

交价格下降。在我国技术市场上具体表现为技术成果转

让难,交易价格偏低[4]。

3 逆向选择的有效防范机制

对企业来说,通过向高校进行技术购买这种合作创新

方式来获取技术 , 是一种重要的技术创新途径。企业———

高校间合作创新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高校低开发价值型

的技术有可能鱼目混珠,而高开发价值型的技术的交易价

格又会受到影响,也就是一方面企业花钱购买了低开发价

值型技术,另一方面高开发价值型的技术却没有获得应有

出售价格,最优的技术交易不能实现,出现逆向选择现象。

在极端情况下,市场交易可能根本不存在,导致合作创新

的技术交易活动不能发生。显然,如果把引起逆向选择的

非对称信息由私人信息转变为共同知识,即拥有私人信息

的一方———技术出售者( 高校), 将其私人信息传递给没有

信息的一方———技术购买者 ( 企业 ) , 或后者想办法激 励

前者提示其私人信息, 交易的帕累托改进就可以实现[5]。

契约理论与信息经济学中的信号传递模型及信息甄

别模型就是关于逆向选择的理论,它为我们解决技术过程

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信号传

递是指高校知道自己的类型, 而企业不知道高校的类型 ,

高校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选择某种信号,使自己的类型能

被企业识别, 企业在观察到高校的信号后与高校签订契

约。信息筛选与甄别是指高校知道自己的类型,而企业不

知道高校的类型,企业提供多种契约供高校作出选择。高

校根据自己的特征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契约,并依此选择

行动。从以上两种信息交流的方式看,要想让信号传递与

信息甄别成为现实中解决技术交易过程中逆向选择问题

的有效手段,关键问题在于要建立一套机制,使得拥有私

人信息的一方即高校, 有动力传递信息。在这里 , 机制设计

的重点应体现在对高校技术进行筛选程序的设置与可行

性研究两个方面。

首先,要建立规范化、系统化、全面化的技术筛选、评估

程序。所要购买的技术应是对大量高校技术进行评估筛选

的结果。在具体的筛选过程中 , 技术的选择者可以了解到

高校技术的质量等级、市场前景、成功概率等信息,从而为

最后决策提供依据。但是选择者对有关技术信息的了解程

度取决于购买对象(高校技术)确立的程序化程度,系统、规

范、合理的程序是购买高开发价值型技术的前提。

规范性的筛选评估程序的建立应注重以下几点: 一是

建立广泛而畅通的技术来源渠道。足量的高校技术信息来

源是企业购买到合适技术的关键之一, 因此要随时丰富自

己的被选技术库。高校技术的收集可通过企业技术购买部

门与各高校建立长期的信息交流合作制度, 收集并接受来

自各高校的技术。二是要求出售技术的高校提交内容 详

细的交易技术建议书。交易技术建议书内容应涵盖技术

的等级、市场前景、成功概率等,内容力尽详细。交易技术

建议书只是高校传递的单方面信息,信息的真实度还需企

业自己甄别 ,只有通过详尽的审查 ,才 能 辨 别真 伪 ,消 除 信

息的私人优势。三是建立合理的技术筛选标准,如技术类

型。这是对技术选择范围的界定,以此可总体确定自己的

技术购买对象。四是审查规范化、指标化。要建立规范科

学的指标体系。其次,要建立科学的可行性研究体系,一套

成熟的可行性研究技术与理论是获取高校技术的重要保

证。高校技术的可行性与经济性是技术交易成败的关键,

而 这 些 信 息的 取 得 又 是 通 过 严 格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实 现 的 。

高校技术的可行性研究是运用多种科学成果,保证技术交

易获得最佳效果的综合性研究过程,对技术的评估应以经

济效益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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