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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术价值信息不对称下厂商的许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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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构建了创新技术商业价值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在位创新厂商和生产厂商间的技术许可博弈模

型 ,并运用逆向归纳法分别寻求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分析结果表明 ,若运用两部制许可方式 ,从创新厂

商的角度出发 ,当创新技术高经济价值的可能性较大时 ,高提成费用混同许可最优 ;当创新技术低经济价

值的可能性较大时 ,低提成费用混同许可最优。此外 ,本文还得出固定费用许可条件下的最优许可策略。

无论厂商选择何种许可方式 ,均不存在分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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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许可是创新技术所有者实现其技术创新商

业价值的一种途径。许可方式主要包括固定费用、

提成与两部制。创新技术持有主体分为产品市场的

竞争者 (简称厂商创新者)与独立于产品市场的非生

产者 (简称独立创新者) 。当创新技术专利主体为独

立创新者时 ,相关研究表明 :从独立创新者的角度出

发 ,对于非显著成本降低型技术创新而言 ,固定费用

许可方式优于提成许可方式[1 - 4 ] 。而关于厂商创新

者的许可策略选择问题的研究指出 :从在位创新厂

商的角度出发 ,对于非显著成本降低型技术创新而

言 ,提成许可方式优于固定费用许可方式[ 5 - 7 ] 。Sen

和 Tauman 将许可方式拓展到固定加提成两部制许

可方式 ,论证了实践中两部制许可方式更为普遍的

理论依据[8 ] 。另外 ,闫庆友和郭红珍等还分别研究

了在单个许可方式下上游市场中的市场势力对下游

创新技术所有者的许可策略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下游

厂商的创新激励问题[9 - 11 ] 。

以上研究均是基于完全信息框架假设下的分

析 ,而技术许可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如 :

在技术许可之前 ,存在技术商业价值的信息不对称

和企业商业化能力的信息不对称 ;在技术许可之后 ,

存在企业真实产出的信息不对称等。此外 ,信息不

对称也会影响许可策略的选择[12 ] 。当前 ,学术界已

讨论了独立创新者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许可策略

选择问题[12 - 16 ] 。事实上 ,实践中在位创新厂商的技

术许可情况更常见[17 ] 。闫庆友等研究了厂商创新

者在生产成本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许可合同设计问

题 ,指出从创新厂商的角度出发 ,分离合约优于混同

合约[18 ] 。本文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当成本降低型技

术创新的商业价值对于在位生产厂商而言存在信息

不对称时技术创新厂商的许可策略选择问题。

1 　基本模型

假设在同质古诺双寡头竞争市场中 , (反) 需求

函数为 p = a - Q ,其中 p 为产品价格 , a为市场容

量 , Q 为行业产量。成本降低型技术创新厂商 1 的

单位边际生产成本 c 为公共信息 ,而厂商 2 的单位

边际生产成本 c’ 是私有信息 ,且 0 < c < c’ < a ,固

定成本均为 0。记厂商 1 和厂商 2 的单位边际成本

差即创新规模为ε ,它反映了厂商 1 的创新技术对

于在位生产厂商 2 的商业价值 ,可能取两个值εl 、
εh ,分别对应 l、h 型厂商 2 ,且 0 <εl <εh < ( a -

c) / 2。

对于 t ∈{ l , h} ,成本差εt 对应于 t 型厂商 2。

厂商 1 认定ε取值εh 的概率为θ、取值εl 的概率为 1

- θ ,其中 0 <θ< 1 ,且θ为公共信息。而且厂商 1

追求期望收益最大化 ,其收益包括许可收益和古诺

竞争收益两部分。

创新厂商 1 和厂商 2 之间的许可互动关系可以

被构建为扩展型博弈模型。首先 ,自然选择两厂商

成本差ε为εh 或εl ,概率分别为θ和 1 - θ ,厂商 2

被告知ε的具体取值 ,而创新厂商 1 不被告知 ,厂商

1 决定是否许可其创新技术给厂商 2 以及在许可的

情况下是提供单个许可合同 (又称混同合同)还是提

供一组许可合同 (又称分离合同) 。如果厂商 1 提供

混同合同且厂商 2 接受 ,那么厂商 1 和厂商 2 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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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将形成古诺竞争 ,且厂商 2 运用新技术进行生

产 ,并按合同向厂商 1 支付费用 ;如果厂商 1 提供混

同合同而厂商 2 不接受 ,那么厂商 1 和厂商 2 在市

场上将形成古诺竞争 ,但厂商 2 运用旧技术进行生

产 ;如果厂商 1 提供分离合同且厂商 2 从中选择并

接受其中一项 ,那么厂商 1 和厂商 2 在市场上将形

成古诺竞争 ,厂商 2 运用新技术进行生产 ,且按合同

给厂商 1 支付费用 ;如果厂商 1 提供分离合同且厂

商 2 不接受任意一项合同 ,那么厂商 1 和厂商 2 在

市场上将形成古诺竞争 ,但厂商 2 运用旧技术进行

生产。假设创新厂商 1 和厂商 2 均是风险中性的 ,

且厂商 2 的产出是可观测的 ,那么厂商 1 和厂商 2

之间不存在重新谈判。本文运用逆向归纳法寻求二

者之间的博弈均衡。

设厂商 1 和厂商 2 的单位边际生产成本分别为

c1 、c2 , 此时 q1 ( c1 , c2 ) 、q2 ( c1 , c2 ) 和 Π1 ( c1 , c2 ) 、
Π2 ( c1 , c2 ) 分别表示厂商 1 和厂商 2 的古诺均衡产

出和均衡利润 ,且存在式 (1) 。

　　

q1 ( c1 , c2 ) =
a - 2c1 + c2

3
,

q2 ( c1 , c2 ) =
a - 2c2 + c1

3
,

Π1 ( c1 , c2 ) =
( a - 2c1 + c2 ) 2

9
,

Π2 ( c1 , c2 ) =
( a - 2c2 + c1 ) 2

9
。

(1)

2 　混同均衡

混同均衡 ,是指在厂商 1 提供混同合同的情况

下 ,亦即不通过合同区分厂商 2 的类型时 ,创新厂商

1 和厂商 2 之间的技术许可博弈均衡。此时 ,许可

合同中的参数设置应该满足参与约束 ,即创新厂商

1 收取的许可费用不能超过厂商 2 愿意支付的最大

值 ,此值为许可前后厂商 2 的均衡利润之差。

211 　固定费用

在实践中 ,被许可方在获得许可技术后对许可

技术进行模仿 ,或在许可技术基础上进行再研发以

及被许可方的产出信息不易进行观测等 ,会导致提

成费用许可不可行 ,因此有必要单独讨论固定费用

许可。在研究技术价值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创新厂商

的许可策略之前 ,首先分析对称信息框架下的许可

问题 ,其结论是分析非对称信息下创新厂商许可策

略的基础。

引理 1 :在完全信息固定费用许可假设下 ,对于

创新规模为ε的成本降低型技术创新 ,在位创新厂

商技术许可的充分必要条件是ε≤2 ( a - c) / 5 ,其

中 c 为创新厂商的单位边际生产成本。

证明 :许可前创新厂商 1 和生产厂商 2 的单位

边际生产成本分别为 c 和 c +ε ,根据式 (1) ,厂商 1

和厂商 2 的古诺均衡利润分别为Π1 ( c , c +ε) 和
Π2 ( c , c +ε) 。

许可后 ,创新厂商 1 和厂商 2 的单位边际生产

成本均为 c ,厂商 1 和厂商 2 的古诺均衡利润分别

为Π1 ( c , c) 和Π2 ( c , c) ,注意Π2 ( c , c) >Π2 ( c , c +ε)

。

创新厂商可提取的固定费用应满足参与约束 ,

亦即创新厂商 1 通过固定费用许可收取的固定费用

许可租金 F 不能超过厂商 2 许可前后的古诺均衡

利润差 ,如式 (2)所示。

F ≤Π2 ( c , c) - Π2 ( c , c +ε) 。 (2)

创新厂商 1 的总收益为许可收益和古诺均衡利

润之和 ,即 F +Π1 ( c , c) ,令最大固定费用 F表示为

式 (3) 。

F(ε) = Π2 ( c , c) - Π2 ( c , c +ε) 。 (3)

则许可后创新厂商的最大总收益为 F(ε) -

Π2 ( c , c +ε) 。

而许可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许可后创新厂商的最

大总收益不小于许可前创新厂商的古诺均衡利润 ,

如式 (4)所示。
Π1 ( c , c) + F(ε) ≥Π1 ( c , c +ε) 。 (4)

依据式 (1) ,将相应的值代入式 (4) ,化简可得创

新规模ε须满足ε≤2 ( a - c) / 5 。

定理 1 :在技术价值信息不对称下 ,从创新厂商

的角度出发 ,最优固定费用许可策略分如下三种情

况讨论 :

①若εh ≤2 ( a - c) / 5 ,则存在 0 <θ3
1 < 1 ,当

θ≥θ3
1 时 ,固定费用 F(εh) 合同许可最优 ;当θ<θ3

1

时 ,固定费用 F(εl ) 合同许可最优。

②若εl ≤2 ( a - c) / 5 <εh < a - c/ 2 ,则存在 0

<θ3
2 < 1 ,当且仅当θ≤θ3

2 时 ,固定费用 F(εl ) 合

同许可最优 ;否则 ,不许可最优。

③若εl > 2 ( a - c) / 5 ,则不许可最优。

下面 ,对定理 1 进行证明。

对于定理 1 的第 ①种情况 ,据许可对象类型的

不同 ,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①若许可对象为 h 型厂商 2 ,则最大固定费用

为 F(εh) ,且创新厂商 1 的最大期望收益ΠF
1 =

θ[Π1 ( c , c) + F(εh) ] + (1 - θ)Π1 ( c , c +εl ) 。

根据引理 1 ,当εh ≤2 ( a - c) / 5 时 ,ΠF
1 大于不

许可时创新厂商 1 的期望收益ΠNL
1 =θΠ1 ( c , c +εh)

+ (1 - θ)Π1 ( c , c +εl ) 。

②若许可对象为 l、h 型厂商 2 ,则最大许可固

定费用为 F(εl ) ,且创新厂商 1 最大收益ΠF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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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1 ( c , c) + F(εl ) 。比较ΠF
1 、ΠF

2 ,得到式 (5) 。

ΠF
1 - ΠF

2 =θ[Π1 ( c , c) + F(εh) - Π1 ( c , c +εl ) ]

- [Π1 ( c , c) + F(εl ) - Π1 ( c , c +εl ) ] 。 (5)

令θ3
1 =

Π1 ( c , c) + F(εl ) - Π1 ( c , c +εl )
Π1 ( c , c) + F(εh) - Π1 ( c , c +εl )

,根

据引理 1 ,当εh ≤2 ( a - c) / 5 时 ,Π1 ( c , c) + F(εl ) >

Π1 ( c , c +εl ) ,Π1 ( c , c) + F(εh) > Π1 ( c , c +εl ) ,且

F(εl ) < F(εh) ,因此可以验证 0 <θ3
1 < 1 ,且当θ

≥θ3
1 时 ,固定费用合同 F(εh) 最优 ,而当θ<θ3

1 时 ,

固定费用合同 F(εl ) 最优。

对于定理 1 的第 ②种情况 ,根据引理 1 ,当εl ≤

2 ( a - c) / 5 <εh < a - c/ 2 时 ,从厂商创新者的角度

出发 ,只许可给 h 型厂商 2 的最大期望收益ΠF
1 =

θ[Π1 ( c , c) + F(εh) ] + (1 - θ)Π1 ( c , c +εl ) 小于不许

可时的期望收益 ΠNL
1 = θΠ1 ( c , c + εh) + (1 -

θ)Π1 ( c , c +εl ) 。

而均许可给 h , l 型厂商 2 时创新厂商 1 的最大

总收益ΠF
2 = Π1 ( c , c) + F(εl ) ,比较ΠNL

1 、ΠF
2 ,得到

式 (6) 。
ΠNL

1 - ΠF
2 =θ[Π1 ( c , c +εh) - Π1 ( c , c +εl ) ] -

[Π1 ( c , c) + F(εl ) - Π1 ( c , c +εl ) ] 。 (6)

令θ3
2 =

Π1 ( c , c) + F(εl ) - Π1 ( c , c +εl )
Π1 ( c , c +εh) - Π1 ( c , c +εl )

。同

样 ,根据引理 1 ,在εl ≤2 ( a - c) / 5 <εh < ( a - c) / 2

条件下 ,可以验证 0 <θ3
2 < 1 ,且当θ>θ3

2 时 ,不许

可时的期望收益较高 ,而当θ ≤θ3
2 时 ,固定费用

F(εl ) 最优。

对于定理 1 的第 ③种情况 ,根据引理 1 ,若εl >

2 ( a - c) / 5 ,则不许可最优 ,因此定理 1 中的第 ③种

情况成立。

212 　两部制许可

两部制许可 ( r , F) 是最一般的许可方式 ,它包

含固定费用许可和提成许可两种特殊情况 ,在实践

中 ,两部制许可方式也是应用最广泛的许可方式。

引理 2 :在完全信息两部制许可假设下 ,对于创

新规模为ε< ( a - c) / 2 的成本降低型技术创新 ,从

厂商创新者的角度出发 ,两部制许可 (ε,0) 合同即

提成率为ε的提成许可最优。

证明 :许可前创新厂商 1 和厂商 2 的均衡利润

分别为Π1 ( c , c +ε) 和Π2 ( c , c +ε) 。

按两部制许可方式 ( r , F) 许可后 ,创新厂商 1

和厂商 2 的边际生产成本分别为 c 和 c + r ,对应的

创新厂商 1 和厂商 2 的均衡产量和均衡利润分别为

q1 ( c , c + r) 、q2 ( c , c + r) 和Π1 ( c , c + r) 、Π2 ( c , c +

r) 。

创新厂商可提取的固定费用应满足参与约束 ,

亦即它通过固定费用许可收取的固定费用许可租金

F不能超过厂商 2 许可前后的均衡收益差 ,此时 F

≤Π2 ( c , c + r) - Π2 ( c , c +ε) 。

创新厂商 1 的总收益为许可收益和古诺均衡利

润之和 ,即 F + rq2 ( c , c + r) +Π1 ( c , c + r) ,记 F( r)

= Π2 ( c , c + r) - Π2 ( c , c +ε) ,则许可后创新厂商的

最大总收益为Π1 ( c , c + r) + F( r) + rq2 ( c , c + r) 。

显然 ,许可后创新厂商的最大总收益为 r 的函

数 ,因此上式关于 r 求导 ,当ε< a - c/ 2 时 ,得收益

最大化时对应的提成费用 r =ε ,相应的固定费用

F( r) 为 0 。此时创新厂商的许可总收益为Π1 ( c , c

+ε) +εq2 ( c , c +ε) 。显然 ,该总收益大于不许可时

创新厂商 1 的古诺均衡利润Π1 ( c , c +ε) 。因此 ,在

两部制许可条件下 ,提成率为ε的提成许可最优。

由于固定费用许可等价于提成费率为 0 的两部

制许可方式。因此根据引理 2 可得推论 1。

推论 1 :在完全信息框架下 ,对于创新规模不太

大的降低成本型的技术许可 ,从创新厂商的角度出

发 ,提成许可优于固定费用许可。

定理 2 :在不完全信息两部制许可假设下 ,从厂

商创新者角度出发 ,存在 0 <θ3
3 < 1 ,当θ≥θ3

3 时 ,

提成费用 (εh ,0) 合同最优 ,而当θ <θ3
3 时 ,提成费

用 (εl ,0) 合同最优。

证明 :在两部制许可下 ,若许可对象为 h型的厂

商 2 ,创新厂商 1 的期望收益如式 (7)所示。
Πf r

1 =θ[Π1 ( c , c + r) + F( r) + rq2 ( c , c + r) ] +

(1 - θ) Π 1 ( c , c +εl ) 。 (7)

根据引理 2 ,式 (7)前半部分最大化时对应两部

制许可 (εh ,0) 合同 ,此时创新厂商 1 的最大收益
Πf r 3

1 = θ[Π1 ( c , c +εh) +εhq2 ( c , c +εh) ] + (1 -

θ)Π1 ( c , c +εl ) 。

在两部制许可下 ,若许可对象为 h、l 型的厂商

2 ,创新厂商 1 的期望收益Π
2

f r = Π1 ( c , c + r) +

F( r) + rq2 ( c , c + r) 。根据引理 2 ,最大化Π
2

f r 时对

应两部制许可 (εl ,0) 合同 ,此时创新厂商 1 的最大

收益为Πf r 3
2 = Π1 ( c , c +εl ) +εl q2 ( c , c +εl ) 。

比较Πf r 3
1 、Πf r 3

2 ,化简得到式 (8) 。
Πf r 3

1 - Πf r 3
2 =θ[Π1 ( c , c +εh) +εhq2 ( c , c +εh)

- Π1 ( c , c +εl ) ] - εl q2 ( c , c +εl ) 。 (8)

令θ3
3 =

εl q2 (c,c +εl)
Π1 (c,c +εh) +εhq2 (c,c +εh) - Π1 (c,c +εl)

,

根据引理 2 可以验证 0 <θ3
3 < 1 ,且当θ≥θ3

3 时 ,

Πf r 3
1 > Πf r 3

2 时 ,Πf r 3
1 不小于Πf r 3

2 ,且Πf r 3
1 大于不

许可时的期望收益 ,提成费用 (εh ,0) 合同最优 ,当θ

<θ3
3 时 ,Πf r 3

2 大于Πf r 3
1 ,且二者均大于不许可时

的期望收益 ,提成费用 (εl ,0) 合同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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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根据定理 2 ,可得如下关于非对称信息框

架下的许可均衡策略。

命题 1 :在技术价值信息非对称信息框架下 ,在

混同合同假设下 ,从厂商创新者的角度出发 ,当创新

技术高经济价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时 ,提成费用合同
(εh ,0) 最优 ,当创新技术低经济价值可能性比较大

时 ,提成费用合同 (εl ,0) 最优。

由以上分析 ,同时结合推论 1 ,可知命题 1 的结

论与在完全信息框架下在位创新厂商的许可策略保

持一致。事实上 ,当θ= 1 时 ,即对应完全信息下高

经济价值情况 ,提成费率许可 (εh ,0) 合同最优 ;当θ

= 0 时 ,即对应完全信息下低经济价值情况 ,提成费

率许可 (εl ,0) 合同最优。

3 　分离均衡

分离均衡是指对于不同类型的厂商 2 提供不同

的许可合同 ( rh , Fh) 和 ( rl , Fl ) 时创新厂商 1 和厂

商 2 的许可博弈均衡。此时许可合同的参数设置除

了应满足参与约束外 ,还须满足动机兼容性约束 ,即

被许可厂商没有激励选择与自己类型不一致的许可

合同 ,如式 (9)所示。
Π2 (c,c + rl) - Fl ≥Π2 (c,c + rh) - Fh

Π2 (c,c + rh) - Fh ≥Π2 (c,c + rl) - Fl

。 (9)

从式 (9)可以看出 ,式 (10)必须成立。
Π2 (c , c + rh) - Fh =Π2 ( c , c + rl ) - Fl 。 (10)

另外 ,参与约束表达式如式 (11)所示。

Fh ≤Π2 ( c , c + rh) - Π2 ( c , c +εh)

Fl ≤Π2 ( c , c + rl ) - Π2 ( c , c +εl )
。 (11)

结合式 (10) ,可得在 ( rl , rh) 一定的情况下 ,最

大 Fh ( rl , rh) 、Fl ( rl , rh) 需满足式 (12)1
Fh ( rl , rh) =Π2 (c,c + rh) - Π2 (c ,c +εl)

Fl ( rl , rh) =Π2 (c ,c + rl) - Π2 (c,c +εl)
。 (12)

且当分离许可发生时 ,创新厂商 1 的期望收益

表达式为θ[Π1 ( c , c + rh) + Fh ( rl , rh) + rhq2 ( c , c +

rh) ] + (1 - θ) [Π1 ( c , c + rl ) + Fl ( rl , rh) + rl q2 ( c , c

+ rl ) ]。创新厂商 1 的期望收益是 rl 、rh 的函数。由

式 (12)可知 ,为保证 Fh ( rl , rh) ≥0 ,须 rh ≤εl 。

根据引理 2 ,最大化此情况下创新厂商 1 的期

望收益 ,得到 rh = rl =εl , Fh = Fl = 0 。亦即 ,此时

分离均衡退化为混同均衡 (εl ,0) 。

命题 2 :在技术价值信息非对称信息框架下 ,创

新厂商 1 和厂商 2 的许可博弈不存在分离均衡。

4 　结论

本文构建了在位厂商的创新技术商业价值信息

不对称下在位创新厂商和生产厂商之间的技术许可

博弈模型 ,并运用逆向归纳法分别寻求混同均衡和

分离均衡。分析结果表明 :若运用两部制许可方式 ,

从创新厂商的角度出发 ,当创新技术高经济价值的

可能性较大时 ,高提成费用许可最优 ;当创新技术低

经济价值的可能性较大时 ,低提成费用许可最优。

此外 ,还得到了固定费用许可方式下的最优许可策

略。无论选择何种许可方式 ,分离均衡均不存在。

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拓展了技术创新许可理论体系 ,

另一方面有利于指导厂商创新者选择许可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 ,本文的结论基于创新厂商 1 和厂

商 2 之间不存在再谈判的假设。关于更接近实际的

可再谈判条件下创新厂商和生产厂商之间技术许可

的动态博弈均衡的特征分析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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