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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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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和扩散以及对 ;EF、国际贸易和技术转移等理论研究和实

证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受到一国的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和经济发展水

平等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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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世纪 I> 年代中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放弃了简单

的要素积累论或者产业结构决定论，而代之以研究如何为经

济持续增长创造必需的技术条件，以及建立技术进步的机

制。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制度安排，它影响

到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EF 流入、国际贸易及国际技术转移

等诸多方面，并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近年来，对知识产权

保护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前沿和

热点问题，并涌现了大量的文献成果。本文将介绍这方面的

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做出简单的评述。

一’ 理论研究

!’ 从技术创新和扩散角度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

不论是 Y%&%V（!DGH）的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还是 Z53R6
（!DII）、[%=2<（!DIH，!DD>）等人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

论，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技术创新和扩散是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之一。特别是 [%=2<（!DD>）的经典文献《 内生的技术

进步》发表以来，知识的增长，而不是要素的积累才是经济增

长的重要源泉，这已成为经济家的共识。既然知识的创新和

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来源，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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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

阿罗（@<<%V ，!DH#）的信息不完全专有性的分析是现代

知识产权经济理论的萌芽。阿罗提出，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

属性，应该可以无偿地为公众获得。这一观点虽然保证了信

息的最优利用，但没有起到任何激励研发活动的作用。在没

有产权保护的情况下，竞争性的市场无法对私人或者厂商提

供充分的激励机制让其从事高投入高风险 [\E 投资。而且

知识是典型非排它性产品，其本身不可能阻止其它人对新知

识应用，即使没有得到所有者的授权（MR06T%<S R-S [03,R<SJ
6%-，#>>>）。

M<%66=R-、,2&A=R-（!DD!）和 [%=2<（!DDD）认为，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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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的主要目的是为鼓励知识创新、增加知识存量，从

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创新者关注的是创

新技术所带来的预期的利润，如果利润得不到保障，他们就

会缺乏创新的激励，减少知识创新水平。另一方面，知识产

权保护也可能提高模仿的成本、允许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的垄

断性行为，对知识的传播造成限制，减少知识创新散播，从而

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 *#+,"’($&)-...）。特

别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得技术创新者获得垄断地位，确保

了他们的垄断利润，从而降低了创新率。关于这一点，/0’10’2
$3’&4（566.）最早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该模型

里，*78 活动受到专利保护长度的影响，但是专利保护长度

的增加可能会增加也可能会减少 *78 活动，因为虽然更长

的专利保护增加了 *78 的回报，但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资

源投入到生产已经存在的产品的情况。总的来说，知识产权

保护对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潜在的收益和损失是依赖市场结

构和相关法律政策来实施的，特别是竞争政策和技术发展政

策。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9"$:;$，-...）。

在开放条件下，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技术的跨国溢出是促

进经济增长主要因素之一。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

的溢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从而使得国家间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

国家，以及对整个世界合意的新技术创新率的影响显得特别

重要。许多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做了工作，产生了大量的文

献和有争议的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激

励自主创新。8#<") 和 *&(’#:（5665）、="$; 和 8">#(（566?）

等从技术适应性角度出发，提出发达国家应根据自己的技术

需要研发新技术，这些技术并不一定适应发展中国家，因此

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自主创新。另一

方面，如果发展中国家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发达国家为保护

创新成果，会进行保护性研发，使得研发成果难以被模仿，从

而降低南方国家研发效率和革新率（@"A&’，566B，566C；D")1
")( 9"$:;$，-..5）。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还会影响发达

国家技术转移的方式，从而影响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E(
")( !’;(0)，566F；G&$%;’#，-...）。所以，应加强发展中国家的

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发达的创新水平和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

技术转移，使世界总体技术水平提高（9"$:;$0)，-..5）。

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

将强化北方创新企业的市场力量，提高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

价格，损害发展中国家福利。不管是在动态均衡还是一般均

衡分析中，发展中国家加强发展中知识产权保护都会降低发

达国家的技术革新率，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技术进步率也相应

降低（80"’(&’%%，566-；H0EI4")，566B），因此他们主张发展中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宜松不宜紧。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和模

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就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距（="’’& *J ")( /"E" K L K 9"’3#)，566M；H0EI4")，

566B）。因为模仿成本低于创新成本，进行模仿的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进行创新的发达国家，但同时模仿成本

是递增的，长期内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朝着发达国家有条件

的收敛（="’’& * 和 /"E" K L K 9"’3#)，566M），甚至于有可能发

展中国 家 通 过 发 挥 技 术 后 发 优 势 超 过 发 达 国 家（*&40’，
566.；N’;14") ")( @$#)((&)，5665）。

国内也有学者从技术创新和扩散的角度来研究知识产

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韩玉雄（-..O）在垂直创新的思想下

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的技术扩散模型，结果表明加强跟随国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将降低领导国的创新速度和跟随国的模

仿速度，从而降低稳态经济增长率。所以，就稳态而言，加强

跟随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领导国经济和跟随国经济都会

产生负面影响。

-J 从 G8L、国际贸易和技术许可角度探讨知识产权保护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G8L、国际贸易和技术许可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

长和技术进步重要途径。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8;)2
)#)1 56M6，56?5）基于跨国公司的性质和决策行为的角度演

绎知识产权保护对 G8L、国际贸易和技术许可的影响。毫无

疑问，跨国公司大都拥有技术优势，为从中获取最大利益，它

可能会利用该技术进行国内生产并出口，或者通过 G8L 在东

道国建立企业并进行生产，或者把技术许可或特许权转让给

东道国非关联公司以收取提成费或使用费。这些方式的选

择依赖于各种方式的成本和东道国市场的区位特点，知识产

权保护正是东道国区位的重要特点之一。邓宁（56?5）强调

指出，如果东道国有足够的优势（更低的工资水平，更完善的

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而且海外投资的收益超过技术许可的

收益，跨国公司将进行海外生产（G8L）而不是技术许可或者

国际贸易。

一些经济学家也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在鼓励 G8L 中的间

接作 用———知 识 产 权 的 信 号 作 用（ /,0’<&&(，566.；P";，

566M）。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向潜在投资者发出了一个信号，

表明一个国家承认和保护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或向国外的

投资者传达了市场体制转变的一个承诺，即从不透明过渡到

透明的法律制度、从腐败行为转向专业化的公共管理。

从国际贸易角度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影响的

模型中，最早的贡献是由 H0EI4")（566B）作出的。作者用了

一个关于创新、仿效和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

架，指出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 C 个不同的渠道来影响南北双

方：（5）贸易条件；（-）地区间制造业的分配；（B）产品的可得

性；（C）*78 的投资模式。其结论是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提高了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而恶化了不发达国家的贸

易条件，使南方国家遭到损失；南方国家实行强知识产权保

护，北方国家总的创新率开始时是上升的，但最终会下降，这

是因为保护使北方将过多的资源投入到 *78 活动中，人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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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总之，在 !"#$%&’ 的模型中，强

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南方蒙受损失是确定的，北方是受益还是

受损则视情况而定。

随后，()*+’ ,- . / ,&+（0112）利用一个包含产品生命周

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所起的作用严重依赖于技术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渠道。

如果 345 是技术转移的途径，那么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会增加产品创新率。反之，如果技术转让是通过南方国家

的仿效来进行的，则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起的作用

恰恰相反。67+8&’9 :&’9 &’) ;&<=7<（>??@）作了类似的研究，

他们认为，技术转让的成本相对较低，能加速技术开发成本

的回收，但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的国家可能遇到技术被模仿

的风险较大。虽然 345 能够控制生产或市场，但投资成本较

大，而且还面临着固定投资的周期问题、技术折旧等问题。

67+8&’9 :&’9 同 ()*+’ ,- . / ,&+ 模型不同的是，在 67+8&’9
:&’9 模型里，技术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转移是通过许可证

来实现的，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了技术转让者的租金份

额，减少了转让和约的成本，当用于 AB4 的资源更多时，技

术转让和创新的回报都将上升，因而创新和技术转让都将增

加。

国内学者如朱东平（>??C）建立的由发达国家企业和发

展中国家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产量竞争模型进行修正，并

运用均衡分析得出结论，在发达国家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溢

出效应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企业是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

直接投资，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优势的大小以及发展

中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大小。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成

本优势非常明显，那么即使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很弱，

发达国家企业也仍然会对这一国家进行投资；杨全发（>??D）

通过构建一个三方参与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东道

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于 345 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对

于东道国政府而言，提供适度且有效率的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不仅可以增加 345 的流入量，而且可以引进较为先进的

技术，从而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产量，实现东道国社会福利

最大化。

二- 实证研究

除了上述理论文献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影响

所做的研究工作外，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在实证方面做了很多

努力。4&E+) ;- 6F7#)，&’) G+##+&’ /- 6H7I"’（011D）使用 1@
个国家 01D? J 0122 年间跨国数据对知识产权保护在增长中

的作用做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出知识产权保护是经

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那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比较

健全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一般都比那些保护制度不完善的国

家有更高的增长率。他们还发现市场结构和经济开放度可

能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一般说

来，市场竞争程度越充分，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和经济增

长的作用越强，经济开放度越大，知识产权保护与新知识的

产生间存在更强的联系。因为在开放的情形下，一国的企业

可能面临国外使用更先进技术企业的产品竞争，从而削弱其

垄断势力，迫使其加快创新的步伐。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吸引

更多的 345。;&’<8+"#)（011C）通过对美国 D 个制造业的 0??
家主要企业的调查，发现一国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阻碍美国

对其 345 或联合投资，特别是研发部；;&H=7<"’ 和 K"’7I&HL+
（011@）研究则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 345 流

入，而且对进口贸易有正的影响，而 :&’9（>???）用美国跨国

公司的数据分析证明了这种影响的存在。;&’<8+"#)（011@）

还发现不同的行业 345 对知识产权的要求也不同，对于技术

含量较低或者难以模仿的行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较低；

对于易模仿的产品和技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就相对较

高。67+8&’9 :&’9 &’) ;&<=7<（>??0）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知识

产权保护对不同产业 345 决策的影响也不同。相对说来，纺

织服装业、简单的电子产品加工、餐饮业等低技术商品和服

务的投资较少，取决于其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与此相反，

医药、化工、软件业等知识含量比较高的产业，其产品和技术

更容易被模仿和复制，这一行业的企业会更加关心所投资国

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弱和执法能力。这一实证研究所得出

的结论与前述 ;&’<8+"#) 得到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类似的

研究还包括 M&EFHN+=（>??C）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 345 数据

依照其技术含量进行行业细分，发现技术密集度越高的 345，
对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信赖越大。

上述实证研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增长的关系所得出

的结论都是正面的，这些结论对发展中国家有鲜明的政策涵

义。但有些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更加复杂。OPF%$<F’ &’) A7<P+’9（011D）的研究发现，在人均

64K 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有正的

影响。同年，OPF%$<F’ &’) A7<P+’9 使用 00> 个国家 01Q? J
012@ 年间数据，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相对富裕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对 O3K 有正的影响，特别对产出增长，但对发展国家经

济增长是不显著的。K&H=（0111）研究也发现，知识产权保护

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影响，但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通

过基本建设投资和 AB4 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间接影

响。;&<=7< &’) KH+%F RH&9& "L &#-（>???）也注意到知识产

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并且 ;&<=7<（>???）使用

Q> 个国家数据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

基本结论是：知识产权保护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是呈

倒“S”型关系，当人均国民收入低于一定限度时（>??? 美

元），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负相关；当

人均国民收入高于一定限度时（>??? 美元），人均国民收入的

增长 与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水 平 成 正 相 关。3&#E"T，3F<L"H &’)
6H""’&*&T（>??C）使用 2? 个国家 01Q@ J 011C 年间面板数据

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产

生正的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没有影响。类似的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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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还包括，!"#$ %$& ’())*)%$($（+,,-）运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

实证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革新率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革新的影响可能与一个国家的技术水

平相关。

除了上述实证研究外，经济学家们还从其它角度更深入

地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011&（233,）的

研究表明，许多外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不愿意把他们的最新技

术转让给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弱的国家的企业，因为他们害怕

转让合约最后无法实施。此外，."#/011& 在巴西进行的一项

调查中，455 个公司的 6,7 表示如果有更好的法律保护，他

们将会在研发上投入更多，为他们的雇员提供更多的培训，

这无疑说明南方国家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其发展是有利

的。同样通过对巴西 4,,, 多家公司的调查，8/%9# %$& :*;;<
=1/#（2332）发现，在更开放的国家里，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更

有利于企业采用新的技术。

三 > 结论及启示

由以上的研究综述可见，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经济增长

因素之一，但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每个国家的环境，诸如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开

放度、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A(@，+,,,）。而且对这一

问题的研究，不同的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产生

作用的内在机理也还有待进一步的揭示。但大多数经济学

家都认可的结论对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可以提供一

些有用的启示。

中国为适应加入 :BC、全面履行 BDE’. 协议规定义务，

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使得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对我国的自主创新提供了进一步的

激励，为国际技术扩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我国作为

发展中国家，知识存量的水平还很低，研发投入、专利创新的

水平还很有限，技术发展处于以引进技术和模仿开发为主的

阶段。因此，应根据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在满足最低

保护标准的前提下，给予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加

快对扩散技术的吸收，以较低成本尽快形成技术创新能力，

是现阶段中国摆脱技术比较劣势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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