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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技术商品的本质特征着手 , 考虑到技术转让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差距因素 , 提出了技术转让双方的

价格预期模型 , 并结合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给出各参数及其系数的估计值 , 分析了不同时期技术转让的利弊 , 并结合分析

提出了一些技术转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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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命周期的技术定价模型研究

0 前言

技 术 的 价 格 一 直 是 技 术 贸 易 中 的 关 键

因素 , 定价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技术转让的可

能性。如何有效地对技术定价 , 促进技术转

让、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是理论和实践中一

个重点和难点。文献[1]将当时已有的技术定

价方法归纳成成本定价法、利润分成法、“成

本+利润”价格模 型 、销 售 收 入 提 成 法 、劳 动

价值论定价模型、价格上限模型、垄断竞争价

格模型、技术劳动增值模型、成本效益模型八

类。文献[2]探讨了期权定价理论在技术商品

定价中的应用。本文则在立足于文献[3]、[4]、

[5]的 基 础 上 , 从 技 术 商 品 的 本 质 特 征 着 手 ,

考虑技术转让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差距

因素, 提出技术转让价格预期模型, 并结合技

术生命周期理论给出各参数的估计方法。

1 技术商品的本质特征

技术作为商品具有其特殊性。文献[3]、

[4]、[5] 指出技术商品有载体的非物质性、使

用 价 值 的 间 接 性 、商 品 的 单 一 性 、有 偿 转 让

的多次性、使用价值的决定性等特征。而使

用 价 值 的 特 殊 性 和 商 品 的 单 一 性 才 是 技 术

商品的本质特征 , 共同决定了技术商品的其

它特征 , 进而决定技术定价。技术使用价值

的 特 殊 性 主 要 体 现 在 技 术 的 无 形 使 用 价 值

上。一般论文只是从技术受方角度看待技术

无形使用价值 , 其实技术的无形使用价值对

技术受方同样存在。对技术受方而言 , 无形

使 用 价 值 是 指 技 术 引 进 导 致 的 员 工 素 质 提

高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增 强 , 进 而 导 致 企 业 竞 争

力的提升 , 其大小主要由技术受方本身实力

的大小、转移技术与技术受方主导技术的相

近程度、转让技术与技术受方本身技术水平

的差距程度共同决定。对于技术供方而言就

是 , 技术的无形使用价值是指技术转让会给

自己培育竞争对手 , 其大小由技术受方与技

术供方实力对比情况、转移技术与技术受方

主导技术的相近程度、转让技术与本身主导

技术的差距程度共同决定。产品的单一性使

得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 , 导致技术价格

受到转让次数的影响。本文将技术供方使用

转让技术也看成是自我转让 , 由此赚取的利

润看成是对技术开发成本的分摊。

2 技术定价模型的建立

文 献[3]在 转 让 双 方 信 息 完 全 对 称 的 前

提下 , 认为技术价格 P 由技术成本 C 和期得

利润 R 两部分组成 , 而技术成本又由开发成

本 Cr、技术推销成本( 也叫技术转让成本) Ct、

机会成本 Co 组成 , 提出定价模型为

P=b1×Cr+b2×Ct+b3×Co+b4×R ( 1)

但是 , 现实生活中信息对称情况极少存

在。系数 b1、b2、b3、b4 估算方法的缺失、技术

价格单值性估计限制了该模型的实际应用。

文 献[4]将 技 术 定 价 的 过 程 理 解 为 技 术 转 让

交易双方的谈判过程, 在双方各自作价原则

的 基 础 上 构 造 了 相 应 的 经 济 租 金 模 型 和 议

价博弈模型。但是对市场差距因素和技术的

无形使用价值未做有效的讨论。市场差距的

存 在 使 得 技 术 转 让 双 方 站 在 各 自 的 市 场 来

评估技术转让的费用 , 而且估计重点也会不

一样。文献[5]分析了技术的研发成本、收益、

风 险 和 市 场 供 求 等 因 素 在 技 术 生 命 周 期 下

的变化情况 , 得出了技术价格随生命周期变

化的规律。数量化问题则是文献[2]实际应用

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 , 本文在公式( 1)

的 基 础 上 , 考 虑 技 术 无 形 使 用 价 值 、信 息 不

对称和市场差距因素 , 提出技术供方的价格

预期模型。

Ps=
1

n- 1
Cr+Cts+Co! "(1+!ls)(1+!ds)(1+!jd)

( 2)

技术受方的定价模型 :

Pd=(R- Ci- Ctd)(1+!ld)(1+!dd)(1+!jd) ( 3)

其中 , !ls 是技术受方与技术供方实力对

比因子 , 用技术受方销售额与技术供方销售

额的比例来近似 ; !ds 是转让技术与技术供方

主导技术的差距程度因子 , 当转让技术与技

术供方主导技术不是一类技术时 !ds=0; !ld 是

技术受方本身实力因子 , 用技术受方销售额

与 技 术 受 方 所 在 地 的 最 大 企 业 的 销 售 额 比

值来近似 ; !dd 是转让技术与技术受方主导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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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差距程度因子 , 当转让技术与技术受方

主导技术不是一类技术时 !ds=0; !jd 是转移技

术与技术受方主导技术的相近程度因子 , 取

值范围为[0, 1]; n 表示技术可能转让的次数 ,

且 n≥1。当 5n=1 时 , 用 1 代替
1

n- 1
。

当 Ps<Pd 时 , 技术能够立即发生转让。当

Ps>Pd 时 , 则形成了一个供受的价格差区间 ,

这 个 区 间 的 大 小 直 接 决 定 了 技 术 转 让 的 可

能性和快慢。

3 生命周期下技术价格参数及其系

数的分析

3.1 技术转让成本和的分析

在技术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期 , 技术转让

双方的积极性不同。在生命周期的初期 , 技

术供方由于风险大而急于将技术推销出去 ,

所以积极性强。随着技术沿生命周期后移 ,

技术的风险由大变小、研发成本逐步得到收

回 、受 益 渐 增 , 技 术 供 方 积 极 性 也 就 由 大 变

小 , 在 技 术 成 熟 期 达 到 最 小 , 但 到 衰 退 期 又

会略微变大 , 主要原因在于技术供方希望尽

量获得些收益。而技术受方积极性的变动趋

势则正好相反 , 致使双方推销成本在数量上

会不同 , 更积极的一方的推销成本必然会更

多些。Cts 由技术服务费( 指卖方为买方提供

的 专 家 指 导 、技 术 培 训 、设 备 安 装 调 试 及 市

场开拓费 ) 、项目联络及宣传费、有关手续费

及交易税金和其它相关费用组成 , 而 Ctd 则

少了技术服务费部分。

3.2 技术供方开发成本 Cr、销售损失 成 本

Co 及它们系数的分析

( 1) 技术在技术供方市场上处于创新期。

大部分顾客没有接受该产品 , 产品市场容量

小、风险很 大 ; 技 术 处 于 萌 芽 状 态 , 不 稳 定 。

自我经营的收益非常小 , 甚至亏本 , 即 Co=0。

技术提供方希望能够全部收回开发成本 Cr=

Czr( 表示技术研发的总费用) , 即 n=1。

( 2) 技 术 在 技 术 供 方 市 场 处 于 成 长 期 。

市 场 前 景 光 明 , 容 量 不 断 增 大 , 风 险 逐 渐 下

降。同时 , 大量厂商进入市场加快了技术创

新 , 主导技术没有出现 , 技术风险仍然较大。

生产开始获利 , 并弥补开发成本。于是有 :

Cr=
Czr- Cm Czr>Cm

0 Czr≤Cm

# ( 5)

其中 , Cm 表示自我生产的获利。同时 , 技

术转让将导致技术供方产生销售损失 , 体现

在销售价格降低、销售量减少两个方面。其

数学表达式为 :

Co=

N

i=1
$Qi′* (Pi- P)+

N

i=1
$(Qi- Qi′)* Pi

(1+r)i ( 6)

其中 , Qi 表示转让后第 i 年的销售量 , Pi

表示转让后第 i 年的销售价格 , N 表 示 转 让

的有效期 , Qi′表示技术未转让时产品的销售

量 , P 表示技术未转让时产品的价格。由于技

术风险相对较大 , 技术可能的转让次数就较

低 , 技术供方保守起见会取 n=1。

( 3) 技 术 在 技 术 供 方 市 场 处 于 成 熟 期 。

市场完全启动 , 容量巨大。技术趋于稳定 , 主

导技术出现 , 主宰市场。技术风险、投资风险

和市场风险大大地降低。少数企业凭借其主

导技术垄断市场 , 形成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和 相 对 健 全 的 营 销 网 络 , 有 较 强 的 竞 争 实

力。但是主导企业垄断力并非没有挑战 , 工

艺的革新、大型企业的介入和技术转让都会

导致其垄断地位丧失。自身投产获取大量的

利润 , 技术开发成本开始大量地得到回收。

而且由于市场赢利性好 , 技术可能的转让机

会很多 , 所以 n>3。于是有:

Cr=
Czr- Cm

n
Czr>Cm

0 Czr≤Cm

&
而销售损失将成为主要损失 , 其公式与

( 6) 相同。

( 4) 技 术 在 技 术 供 方 市 场 处 于 衰 退 期 。

市 场 开 始 衰 退 , 高 度 垄 断 且 竞 争 激 烈 ( 主 要

是品牌和服务的竞争 ) 。主导企业经过成熟

期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知名度高、营

销网络强大的企业 , 其竞争能力不是新进入

的企业所能比拟的。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开始

退出 , 进入新的市场。技术转让带来的销售

损失很小 , 有 Co=0。开发成本已得到全部回

收 , 有 Cr=0。

3.3 期望收益 R 的分析

( 1) 技术在受方市场上处于创新期。此

时 购 买 技 术 在 于 介 入 新 兴 的 容 量 不 大 的 市

场。转让技术属于产品型技术。预期收益等

于新产品收益减去旧产品损失 , 其数学表达

式为:

Co=

N

i=1
$Q*

i* P*
i-

N

i=1
$(Qo

i- Qo
i′)* Pi

(1+r)i ( 7)

其 中 , Q*
i 和 P*

i 表 示 新 产 品 的 销 量 和 价

格。Qo
i和 Qo

i′表示转让后和转让前旧产品的

销售量。

( 2) 技术在受方市场处于成长期。技术

接受方介入转让的原因有两种 : 一种是介入

新市场 ; 一种是在原有市场上引进新技术。

第一种情况的预期收益与 ( 7) 相同。第二种

情况的预期收益则来自于成本的降低、销量

的增加、价格的提高 , 于是有:

R=

N

i=1
$[(Pi- Pi′)+(Ci- Ci′)]*Qi+(Pi- Ci)*(Qi- Qi′)

(1+r)i

( 8)

其中 , Pi 和 Pi′表示转让后和转让前的价

格 ; Qi 和 Qi′表示 转 让 后 和 转 让 前 的 销 量 ; Ci

和 Ci′表 示 转 让 后 和 转 让 前 的 单 位 产 品 成

本。此时市场容量虽然较创新期有所增大 ,

但是增大的幅度也有限。

( 3) 技术在受方市场处于成熟期。此时

转 让 的 技 术 有 两 种 情 况 : 一 种 是 工 艺 型 技

术 , 主 要 是 对 主 导 技 术 进 行 改 进 ; 一 种 是 主

导技术 , 一般是一些跨国集团为了占领某个

市 场 而 将 技 术 转 让 给 合 作 者 或 当 地 的 子 公

司 。 对 于 第 一 种 情 况 , 预 期 收 益 与 ( 8) 式 相

同。对于第二种情况 , 相当于技术受方生产

新产品 , 其预期收益与( 7) 式相同。而且市场

容量也大幅增加。

( 4) 技术在受方市场处于衰退期。技术

受方主要是为了对主导技术做出改进 , 以增

强其垄断地位。转让技术属于工艺型技术。

市场容量和价格几乎没有变化。预期收益主

要来自于成本的下降 , 所以:

R=

N

i=1
$(Ci- Ci′)*Qi

(1+r)i ( 9)

4 技术定价的结论与现实分析

一般而言 , 技术受方的市场要落后于技

术供方的市场。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 , 结

合上面的分析可知 :

( 1) 当转让技术在技术供方处于创新期

时 , Ps、Pd 相对而言都很小 , 技术转让相对容

易。但是此时技术方向和市场难以把握 , 特

别对技术落后的国家非常不利。因为技术落

后 国 家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于 适 度 提 高 自 身 技 术

水平。

( 2) 当转让技术在技术供方处于成长期

时 , Ps 不高 , 而 Pd 也不大。此时技术转让虽然

有一定难度 , 但是也比较顺畅。此时选择技

术转让的好处在于可以迅速赶上先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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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ife Cycle Based on Technology Pr icing Model

Abstract:Consider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goods,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market dif-

ference, price expectation mode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estimation of

each factor of technology life cycle theory, the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ech-

nology transfer in different phases, bring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echnology transfer.

Key words:technique pric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technical gap; technology life cycle

而 且 可 以 在 转 让 技 术 基 础 上 发 展 自 己 的 技

术体系。

( 3) 当转让技术在技术供方处于成熟期

时 , 先 进 市 场 的 主 导 技 术 已 出 现 , 此 时 转 让

有 利 于 落 后 国 家 研 发 上 少 走 弯 路 和 赶 超 技

术前沿 , 且对后期的竞争有利。技术水平提

高也快。但是 , Ps 很大 , 而 Pd 则相对而言很

小 , 转让带来困难。此时需要国家政策的支

持 , 如国家补贴部分转让费用等。

( 4) 当技术在技术供方处于衰退期时 , Ps

很小 , 而 Pd 则相对而言较大 , 此时转让十分

顺畅。而且有些技术在技术受方可能还是出

于创新期或成长期 , 此时转让既便宜又使得

技术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 , 这对技术落后的

国家而言非常有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

国某公司在汽车的技术转让中 , 以便宜的价

格 转 让 了 某 国 际 汽 车 公 司 认 为 处 于 衰 退 期

的技术 , 但是该项技术在中国现在仍然具有

相当大的市场。要充分利用这种时机。但是

此时转移的坏处在于难以赶上技术前沿。

发 展 中 国 家 应 该 根 据 自 己 本 国 的 实 际

情况 , 对特定技术选择特定的转让时机, 但是

要充分利用第 4 种情况。而且从本文的分析

过程可以看出, 本文的一些地方有待改善, 如

影响技术价格的因素考虑不是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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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资本是产业集群中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在现有的社会资本价值模型基础上 , 从集群治理的角度对社

会资本价值量的提升进行了研究 , 得出集群治理是社会资本价值量得以提升的重要手段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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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治理: 社会资本价值量提升的手段

社 会 资 本 作 为 产 业 集 群 的 一 种 经 济 资

源 , 对产业集群形成持续竞争优势有着重要

的意义 , 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

究。以往 , 对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应用虽然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 , 但是很少关注对社会资本

价值量的提升。本文将在现有的社会资本价

值模型基础上 , 从集群治理的角度对社会资

本价值量的提升进行研究 , 并认为集群治理

是社会资本价值量得以提升的重要手段。

1 社会资本的内涵

社会资本即关系资本 , 罗伯特·D·普特

科技哲学与科学方法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