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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关税下的国外技术授权与国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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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在国外专利权人参与市场生产竞争的条件下 , 讨论了国内最优关税条件下的国外专利权人的授权

策略和国内福利水平。发现无论是否存在关税 , 国外专利权人将采取单位权利金的授权策略;而本国政府通过征收

关税 , 虽可以提高国内厂商的利润和国内福利 ,但却削弱了国内的消费者剩余。为此 ,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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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技术扩散的所有方式中 ,技术授权方式是唯一通过技术买 、卖双方通过协商而形成的扩散方式。这种方式

有其显著的优点 ,对技术买方来说 ,技术引进可节省技术的开发风险和成本 ,加速技术的升级换代;对卖方而言 ,

可以获取额外的收益 ,弥补技术开发的费用 ,也可为后续的技术开发提供资金。于是 ,技术所有者如何制定恰当

的授权价格契约一直备受学者们关注。 KamienandTauman在专利权人不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 ,分别就完全竞

争市场和从事 Cournot竞争的 n家寡占市场的架构下 ,探讨专利权人如何利用单位与定额权利金之授权方式以获

取最大的利润
[ 1-2] ,结论是专利权人倾向于定额权利金的收取而不是单位权利金的收取。当专利权人参与市场

竞争时 , Wang分别在同质和异质 Cournot双占的架构下 ,分析技术优势厂商的最优授权与生产行为 [ 3-4] ,得到的

结论是 ,同质时一般采取单位权利金而不是定额权利金;异质时的授权策略取决于产品间替代程度的大小 ,替代

程度较大偏向于单位权利金授权 ,替代程度较小时偏向于定额权利金授权。

这些文献主要集中在对专利权人的授权方式的讨论上 ,而没有讨论技术授权对国内福利的影响 ,也忽视了当

国外厂商参与市场竞争时国内关税对授权行为和国内福利的影响。本文在国外专利权人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
下 ,先讨论了国内的最优关税的水平 ,再分析国内最优关税对国外技术授权和国内福利的影响。

2　基本假设

假定国外专利权人参与产品市场竞争 ,这样 ,国外厂商 i与国内厂商 j在国内产品市场上进行古诺 (Cournot)

竞争。这里假设国外厂商通过在国外生产 ,再将产品运往国内进行销售。这样 ,国内需求的反向需求函数是:p=
a-Qi-Qj。其中 a>0为市场需求规模参数 , p为产品价格 , Qi、Qj分别为企业 i和 j的产量。假定最初两个企业的

生产成本分别为 ci和 cj,满足 0 <ci<cj<a。为简单起见 ,设固定成本为 0。于是 ,可以得到厂商 i与厂商 j的利润

函数为:πi=(a-ci-Qi-Qj)Qi, πj=(a-cj-Qj-Qi)Qj (1)

将式(1)中的 πi和 πj分别对 Qi和 Qj求偏导且令其为零得到:

Qi=
1

3
(a-2ci+cj), Qj=

1

3
(a-2cj+ci),其中 a>2cj-ci (2)

又将式(2)代入式(1)得到无授权(nolicensing)条件下的国内 、外厂商的利润为:

πNi =Q
2

i =
1

9
(a-2ci+cj)

2 , πNj =Q
2

j =
1

9
(a-2cj+ci)

2 (3)

再来讨论国内的福利水平。此时的总产量为:QΣ =Qi+Qj=
1

3
(2a-ci-cj),于是消费者剩余为 CSN =

1

2
Q2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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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8
(2a-ci-cj)

2;国内福利为消费者剩余加上国内厂商 j的利润 ,

即 WN =CSN +π
N
j =

1

18
(2a-ci-cj)

2 +1

9
(a-2cj+ci)

2 (4)

3　无关税时国外厂商的技术授权与国内福利

现假定参与生产竞争的国外厂商同时给与国内厂商以技术授权 ,当本国厂商接受授权后其产品的边际成本

可以下降 ε个单位 ,于是接受技术授权之后的单位成本为 cj-ε,要求 0 <ε≤ cj。国外厂商在给予技术授权的同

时 ,要收取技术转让费用 ,设其制定一个技术转让价格契约组合为(F, x),其中 F表示定额权利金 , x(x≤ε)表示

单位权利金。如果国内厂商接受了技术授权 ,其边际成本为 cj-ε+x。此时要求 ci+ε≤cj,即假定即使国内厂商接
受技术授权之后其单位产品成本也不小于国外厂商的单位成本。于是 ,在技术授权(licensing)条件下国内 、外厂

商的利润分别为:

πLi =(a-ci-Qi-Qj)Qi　　π
L
j =(a-cj+ε-x-Qi-Qj)Qj-F (5)

将式(5)中的 πi和 πj分别对 Qi和 Qj求偏导且令其为零得到:

QLi =
1

3
(a-2ci+cj-ε+x), Q

L
j =

1

3
(a+ci-2cj+2ε-2x) (6)

将式(6)代入式(5)可得:

πLi =[ Q
L
i]

2 =
1

9
(a-2ci+cj-ε+x)

2 , πLj =[ Q
L
j]

2 =
1

9
(a+ci-2cj+2ε-2x)2 -F (7)

此时国外授权厂商的收益为产品市场的销售利润 ,加上定额权利金 F和所有单位权利金的总和 ,即 Ri=π
L
i+

F+x＊QLj,而国内厂商接受技术授权的条件是不低于式(3)中的利润 πNj。考虑到双方必定在 F≥ 0, x≥ 0时才接

受 ,于是如何确定组合(F, x)的问题 ,变成了一个求如下规划问题 P(Ⅰ )的最优解问题。

　　　　　　　　　　 P(Ⅰ )MaxRi=π
L
i+F+x

＊QLj
s.t　　πLj-F-π

N
j≥ 0　　　　(λ)

ε-x≥ 0 (δ)

　F≥ 0 (α)

　x≥ 0 (β)

接着来求解规划问题 P(Ⅰ )的最优解 ,先写出其拉格朗日数乘函数得:

L(F, x)=πLi+F+x
＊QLj+λ(π

L
j-F-π

N
j)+aF+βx+δ(ε-x) (8)

首先 ,
 L(F, x)
 F

=1 -λ+α λ=1 +α>0 (9)

根据库恩 -塔克法则 [ 5] ,可知 ,式(9)意味着式(λ)的等号成立 ,即:F=πLj-π
N
j (10)

其次 ,
 L(F, x)
 x

=
2

3
QLi+Q

L
j-

2

3
x-

4

3
λQLj +β -δ=0 (11)

将式(9)代入式(11)得到:δ=
2

3
(QLi-x)-

1

3
(1 +4α)QLj+β (12)

又由式(6)可以得出:QLi =Q
L
j+cj-ci-ε+x (13)

将式(13)代入式(12)得到:δ=
1

3
(1 -4α)QLj +β +

2

3
(cj-ci-x) (14)

下面证明 ε-x=0。用反证法 ,假设 ε-x>0,则由库恩 — 塔克法则可知 , δ=0 (15)

此时 , F=πLj-π
N
j >0,因此 , α=0。又注意到 , ci+ε≤ cj,则式(14)的右侧一定为正 ,因此 , δ>0。该结果与式

(15)相矛盾。故原假设是错误的。于是 ,可以得到规划问题 P(Ⅰ )的最优解为:x＊ =ε, F=0。

可见 ,国外专利权人的最优授权策略是采用单位权利金为 ε的价格契约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

国内厂商的生产产量 ,达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显然 ,国外专利权人通过授权 ,比技术授权之前获得了额外的利

润
1

3
ε(a+ci-2cj),因此专利权人此时乐意进行技术授权活动。

此时的国内福利 ,由于国外厂商将技术授权所带来的成本节省又通过单位权利金的方式抽走 ,没能产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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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于是 ,国内厂商利润没有增加 ,消费者福利剩余以及社会福利都没有发生改变。

推论 1　当国外专利权人参与市场生产竞争时 ,将采取单位权利金的授权策略 ,以最大程度地抑制国内厂商

的产量 ,同时使得自身利润达到最大。此时 ,国内厂商的利润 ,国内福利水平均未发生改变。

4　最优关税政策下的技术授权和国内福利

4.1　存在关税条件下的国外技术授权

当国外厂商参与本国的产品市场竞争时 ,现实中各国都要制定适当的关税政策使得国内厂商处于一个较为

有利的竞争位置 ,也使得国内福利得到优化。下面在本国对国外进口的商品收取关税的条件下 ,讨论国外专利权

人的技术授权行为和国内福利水平。

为简单起见 ,假设按单位进口商品收取价格为 t的关税 ,于是国外厂商的单位成本变为 ci+t。这样就形成了由
本国政府 、国内厂商和国外厂商三方参与的三阶段博弈。第一阶段由本国政府制定单位进口产品的关税 t,以本国

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为了让国外厂商进行技术授权 ,单位关税 t要满足 ci+t≤cj-ε。即假定国外厂商即使在

被征税的条件下 ,进行技术授权之后还有成本优势 ,否则国外厂商为保持成本优势而不进行技术授权 ,博弈结束。

第二阶段由国外厂商制定适当的技术授权的价格契约(F, x),使得其在本国的利润最大化;此时 ,国内厂商决定对

国外专利权人的技术授权是否接受 ,若接受就进行下一阶段的博弈 ,若不接受则博弈结束。第三阶段 ,国内 、外厂

商在产品市场上进行古诺(Cournot)竞争 ,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由于是在完全信息下进行的博弈 ,因此可以用
逆向归纳法进行求解。

假定国内厂商接受技术授权的条件是接受授权之后的利润不低于之前的利润。于是 ,在实行关税的条件下 ,

国内 、外厂商的利润分别为:

πTi =(a-ci-t-Qi-Qj)Qi　　π
T
i =(a-ci+ε-x-Qi-Qj)Qj-F (16)

令
δπTk
δQk

=0, k=i, j;于是 ,可以得到:

Qi(ε, x, t)=
1

3
(a-2ci-2t+cj-ε+x), Qj(ε, x, t)=

1

3
(a+ci+t-2cj-2ε-2x) (17)

将式(17)代入式(16)可得:

πLi(ε, x, t)=Q
2

i(ε, x, t), 　　　π
L
j(ε, x, t)=Q

2

j(ε, x, t), (18)
此时 ,国外厂商如何确定技术授权价格契约(F, x)的问题 ,变成了一个求如下规划问题 P(Ⅱ)的最优解问

题:

　　　　　　　　 P(Ⅱ)MaxRi(ε, x, t)=πi(ε, x, t)+F+x
＊Qj(ε, x, t)

s.t　　πLj(ε, x, t)-F-π
L
j(t)≥ 0　　　　(λ)

　　　　　　ε-x≥ 0 (δ)

F≥ 0 (α)
x≥ 0 (β)

其中 , πLj(t)=
1

9
(a+ci+t-2cj)

2
为国内厂商未接受技术授权时的保留利润。下面求解规划问题 P(Ⅱ)的

最优解。注意到 ,当 ci+t≤cj-ε时 ,采用与求 P(Ⅰ )最优解同样的方法可以求出规划问题 P(Ⅱ)的最优解为:x
＊

=ε, F=0。

4.2　国内最优关税水平的确定

在本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条件下 ,国外专利权人还是采用单位权利金的价格契约形式 ,即 x＊ =ε, F=0。此时 ,

国内的总产量根据式(17)可知 QT(ε, x, t)=
1

3
(2a-ci-t-cj),消费者剩余为 CS(ε, x, t)=

1

2
Q2(ε, x, t),社会

福利是消费者剩余 、国内厂商利润与税收的总和 ,即:W(εx, t)=
1

2
Q2(ε, x, t)+πj(ε, x, t)+t

＊Qi(ε, x, t)=

1

18
(2a-ci-t-cj)

2 +1

9
(a+ci+t-2cj)

2 +1

3
t(a-2ci-2t+cj)

令
δW(ε, x, t)

δt
=-1

9
(2a-ci-t-cj)+

2

9
(a+ci+t-2cj)+

1

3
(a-2ci+cj-4t)=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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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9)整理得到 , t=-1

3
(a-ci)。由于

 2W(ε, x, t)
 t2

=-1

9
<0,因此当在没有受到其他约束的条件下 , t

= 1

3
(a-ci)是式(19)的最优解。但是为了使得国外专利权人参与技术授权活动 ,要求 t≤cj-ci-ε。因此 , t的

最优解为 t=min{1

3
(a-ci), cj-ci-ε}。又由式(2)可知 a>2cj-ci,因此总有

1

3
(a-ci)>cj-ci-ε。于是 ,

最优当国内关税是每单位进口产品征税 t＊ =cj-ci-ε的关税。

再来分析本国政府征税最优关税时的国内福利水平。注意到 ,当 t<
1

3
(a-ci)时 ,

δW(ε, x, t)
δt

>0,因此当 t＊

=cj-ci-ε时 , W(ε, x, t
＊)>W(ε, x, 0)。显然 ,

δπj(ε, x, t)

δt
/t=t＊ >0, δCS(ε, x, t)

δt
/t=t＊ <0,与不征关税时相比较 ,

国内厂商的利润增加了 ,但消费剩余减少了。

推论 2　在本国政府征收进口产品关税的条件下 ,国外专利权人仍将采取单位权利金的授权策略 ,最优的单
位进口关税为 t＊ =cj-ci-ε。此时的消费剩余比零关税时减少了 ,但国内厂商的利润增加了 ,国内福利水平达到

了最大值。

5　结论与建议

本节假定国外专利权人参与市场生产竞争时 ,分别讨论了在零关税和国内最优关税条件下 ,国外专利权人的

授权策略和国内福利水平 ,得出了一些结论和建议。

无论是否存在关税 ,参与市场生产竞争的国外专利权人 ,将采取单位权利金的授权策略 ,以最大程度地抑制

国内厂商的产量 ,使得自身利润达到最大。此时的国内厂商的利润和社会福利都没有得到改变。本国政府通过征

收进口产品关税 ,可以提高国内厂商的利润和国内福利水平 ,但却削弱了国内的消费者剩余。
该结论表明 ,政府在制定关税以增进国内厂商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同时 ,应考虑给予国内消费者以适当的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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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atentLicensingandSocialWelfareunderOptimumTaxRate

KEZhong-yi, PANQing-nian

(Departmentofmathematics, HuizhouUniversity, Huizhou516007 , GuangdongChina)

Abstract:Thisarticleassumingtheforeignfirmisaproducer, discussthetacticsbywhichtheforeignfirmlicense, andthesocialwel-

fareunderoptimumtaxrate.Findthatroyaltyisthebesttacticbothundertaxingornot.Andbytaxing, theprofitofdomesticfirmand

socialwelfareisimproved, buttheconsumerresidualisreduced.Thencorrespondingsugesstionis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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