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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运用信息经济学原理 ,对我国高新技术交易进行分析 ,得出我国高新技术交易中存在着逆向选
择风险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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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成果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 ,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技
术创新的竞争和技术成果转化率的竞争 ,但是近些年来 ,技术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我们 ,分析其
成因、探究其解决策略已成当务之急。

一、高新技术交易的内在特征
1 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指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及未来事件是不确定的 ,而人只具有有

限理性 ,不可能掌握未来所有的信息 ,也即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与交易
行为相关的信息在量上的不等。对高新技术来说信息不完全是指由技术创新开始直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过
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1、研发成果的不确定性 ;2、市场未来需求
的不确定性 ;3、竞争对手行为的不确定性 ;4、替代技术出现的不确定性 ;5、经济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 ;6、经济
政策的不确定性。而高新技术市场参与主体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人 ,他们不可能准确地把握由于各种不确定
性高新技术在未来的使用和对未来影响的全部信息。正是由于这些不确定性 ,造成了高新技术交易中的信
息不完全。研究开发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 ,几乎每个阶段和环节都充满了未知的不确定的问题 ,这便是研
究开发的难度所在。对高新技术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一般是指交易的一方拥有另一方所不知道的有关技术
的信息。由于技术的价值完全是由其内含信息所构成 ,所以技术供方在交易中不可能将技术的内含信息全
部披露 ,因为技术全部披露就意味着技术价值的丧失 ,也就无人购买了。而技术的买方在不知技术的全部内
含信息时 ,很难充分肯定它的价值 ,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很难达成交易价格。

2 风险的累加性。首先 ,高新技术从研发、中试、商品化、产业化到市场营销 ,全过程的各个阶段具有很
强的纵向时序性 ,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增量的投资 ,任何一阶段决策及投入和运作的失误 ,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整个创新过程表现出风险的累加。其次 ,由于交易双方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联系和合作过程 ,交易双方可能会
由于交易环境的动态变化造成风险 ,供方可能由于缺乏足够的实力和可靠的技术而给需求方带来风险 ,需求
方也可能由于信誉不佳而给供方带来风险。

3 技术交易的高成本性。这一特征是以上特征的必然逻辑结果。因为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
技术市场风险的累加性 ,决定了高新技术交易的高成本。高新技术是无形商品 ,其直观性、可检验性及价格
可比性都缺乏明晰度。技术产品的买方为了获得较低的技术交易价格 ,首先要付出高昂的“搜索”成本 ,其
次 ,买方找到技术后还需了解技术是否成熟 ,使用期限的长短 ,技术的市场前景以及市场的后续开发情况 ,这
些过程都需要大量的交易成本。

在农业中介组织和农户中进行宣传和推广。
2 建立各种农业技术创新协会。我国的农业技术创新面临的问题主要是 :我国还几乎没有大型的农产

品市场组织可以有充裕的实力支持一些大型的技术创新。在这样的情况下 ,组建技术创新协会就是一个现
实的选择 ,协会把相关农产品的市场组织联合起来 ,共同分担研发的成本 ,共同使用或者是销售这种技术创
新的成果。而且 ,通过协会这样的组织形式 ,国家鼓励技术创新的资金也可以直接用于帮助提升中介组织的
技术创新能力。

3 完善以农产品中介组织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我国农业的市场结构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创新主体应该是
各种农产品中介组织。一方面 ,技术创新能够给它们带来组织的市场竞争力和丰厚的市场利润 ;另一方面 ,
由于它们与农户之间具有利益关系 ,能够与广大的农户结合成为一个利益联盟 ,所以它们能够把技术创新的
成果有效地在农户之间推广 ,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率。这样由农产品中介组织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使得
技术创新与组织和农户的利益联合在一起 ,把技术创新与经济活动联系起来 ,使农业技术创新成为农业经济
增长的内在动力 ,增强农业技术创新的长久性、制度性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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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新技术的质量
1 高新技术质量评价。高新技术产品的质量评价主要有两个层面 ,一是企业层面上的标准 ,二是国家层

面上的标准。从企业层面上看高新技术的价值主要在于其营利能力及利润的创造两个方面 ,高新技术的使
用降低了成本并提供了新的产品和服务 ,特别是高新技术所带来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形成了相对的市场垄断 ,
获得垄断利润 ;在国家层面上高新技术的价值首先在于能使国民经济的技术结构升级 ,并带动产业结构升
级 ,其次带来人民消费结构升级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增加社会福利 ,推动社会经济增长。其中企业层面的评
价是最基本的评价 ,基于企业的评价标准高新技术质量应从两个方面同时评价。首先是自身的技术水平高
低 ,也就是该技术有多大的新颖性 ,独创性以及产业化的可能性 ,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产品成本 ,提高企业产
品的质量和服务或者是开发出新产品和服务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是高新技术和现有资源能力的匹
配程度 ,或者是企业的承接力和吸纳能力 ,若不匹配 ,那么再好的技术相对企业的承接力来说其质量不能说
是好的。

2 高新技术的质量分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集中了我国科研力量和科技成果的绝
大部分 ,企业则专门从事产品生产 ,这种经济系统的分工 ,将生产和科研分离 ,然后由政府的行政手段加以协
调。迄今为止 ,虽进行了大量的改革 ,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总体上还是按照学科发展的要求从专业和学科角
度细分科研选题 ,而不是按照市场需求确定科研选题 ,经过市场化改革 ,企业的生产是以生产化为目标的。
这就使得高新技术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企业追求技术市场价值 ,而科研机构追求的是技术的学
术价值 ,企业购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产品和服务 ,或者开发出新的产品 ,增强市场竞争力 ;而科研机构追
求的目标往往以论文发表的数量层次等加以认定 ,因为这关系到科研人员的职称职位及工资待遇。于是形
成了企业与科研机构在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中存在的目标偏差 ,造成了相当多的高新技术存在严重的
质量问题。这些高新技术成果市场价值低下 ,由于目标偏差还导致了第二个问题 ,这就是科研机构在技术研
发时未能考虑企业的技术承接力 ,或说匹配能力 ,技术不变的情况下 ,生产能力与水平是各生产要素的函数 ,
当采用新技术时就会打破原有要素的匹配关系 ,如果企业不能获得与该项技术相匹配的各种生产要素 ,即不
具备承接该项技术成果的能力 ,那么该项高新技术成果就无法商品化 ,产业化。对企业而言 ,该技术的质量
也就存在着相对质量问题。从另一角度看 ,我国许多企业长期不从事自主研发造成企业的技术承接力相对
低下。其表现为 :第一 ,企业在技术领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较少 ,不能很好地把握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出现的
技术机会 ;第二 ,缺乏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优秀的技术人才以吸纳、转化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 ;第三 ,从特定
技术应用中获得的收益与特定的经济规模和特定的管理模式息息相关。生产必须在合适的管理模式指导下
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可能产生效益 ,企业由于技术承接力、经济规模和管理模式和市场技术不匹配 ,在使用中
难以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 ,也会产生技术的相对质量问题 ,影响技术市场的交易效率。

三、高新技术市场的逆向选择
高新技术交易的特征及其质量问题导致了技术市场的逆向选择。在技术市场上 ,一项技术产品的质量

有高 ( H) 、低 (L)两种 ,假设它们出现的概率各占λ和 1 -λ。每个买方只想购买一项技术 ,所有的买方对具有
两种质量的技术有相同的价值认定 :对买方来说 ,一项技术的价值为 V i (i = L 或 H) ;而卖方了解自己所出售
的技术的质量 ,低质量和高质量技术的价值分别为 :UL 和 UH ,并且满足 :UH > UL > 0 ;VH > UH ;VL > UL 。如
果技术市场可以有效分离 ,两种质量的技术分别有自己的独立市场 ,在低质量的技术市场上 ,位于 VL 和 UL

之间的每个价格都能达成双方有利的交易 ;在高质量的技术市场上 ,V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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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结果 :所有的交易收益都能够被实现 ,形成分离均衡。
但是如果市场无法进行有效分离 ,买方无法确定技术的质量 ,低质量技术的不道德卖方就会选择在高质量技
术市场上进行交易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混同市场 ,不同质量的技术以同一价格出售。假设这种情况真的发
生 ,并且卖方对高质量技术的估价高于买方的期望值 U H > V ,这里 V = E(Vi)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发生了交

易 ,买方对质量的理性预期就是 V。换句话说 ,假设技术买方厌恶风险或为风险中性 ,市场价格就不可能高
于 V ,高质量技术的卖方就会因此而退出市场。进一步促使市场上技术的平均质量下降 ,这又导致技术商品
的平均价格下降 ,结果出现了平均质量 - 价格交互下降的恶性循环 ,市场中交易的技术商品数量越来越少 ,
质量越来越差 ,市场萎缩 ,交易效率下降 ,社会福利受损。形成了我国技术市场上由于技术商品质量问题导
致的逆向选择。其具体的表现为市场上成交的技术大多是投资小、见效快的所谓“短平快”项目 ;技术交易价
格偏低 ,一些国家净投资数百万的科研项目 ,其成果在市场上买方报价仅几十万元 ;一些学科综合性强、技术
层次和技术集成度都很高、具有较大技术创新性和潜在市场价值的成果却难以合适价格成交 ,常常遭到“搁
置”的命运 ;企业买不到适用技术 ,或者在应用技术时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以实现最佳收益。

四、结论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工和协调的方式正在迅速改变 ,技术市场逐步形成 ,高新技术作为我国

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构件 ,其市场交易效率如何 ,直接关系到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本文从信息经济学的
角度 ,对我国目前高新技术交易市场展开研究 ,从技术质量分析入手 ,指出我国高新技术市场交易中存在着
严重的逆向选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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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大秦风采 ,迎来跨越式发展新机遇
大同铁路分局 　胡玉卿 　胡智勇

[摘要 ] 大秦铁路是我国第一条开行重载单元列车的运煤专线。大秦线的开通运营为晋煤外运增威添翼。
自 1988 年 12 月正式运营 ,十五年来共运煤炭 9. 2 亿吨 ,完成换算周转量 479945 百万吨公里 ,取得辉煌业
绩。大秦线在我国煤炭运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构想为大秦线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创造了新机遇 ,迎来新挑战。
[关键词 ] 大秦 ,跨越式 ,发展 ,新机遇

大秦铁路是我国第一条开行重载单元列车的运煤专线。它西起山西省大同市 ,东至河北省秦皇岛港 ,地
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两省两市。全线隶属北京铁路局大同铁路分局管辖 ,每年担负着大同铁路分局 3/ 4
以上的货物发送量和换算周转量 ,承担着北京铁路局近 2/ 5 的煤炭发送量和全路近 1/ 7 的煤炭发送量。是
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煤炭外运的重要通道。大秦线全长 653 公里 ,年设计能力 1 亿吨 ,担负着“三西”地区
1/ 3 的煤炭外运量 ,担负着全国五大电网 ,十大钢铁公司和 6000 多家工矿企业生产用煤和出口煤炭的运输任
务 ,是名符其实的“国民经济大动脉”。大秦线自 1988 年底一期工程开通运营 ,1992 年全线贯通。从 1988 年
至 2003 年的十五年总共运送煤炭 9. 2 亿吨 ,为大同铁路分局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
和铁路建设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对缓解分局运输能力紧张 ,提高运输效率 ,增加运输收入等均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回顾大秦线的发展历程 ,迎来大秦线在跨越式发展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一、大秦线的开通运营为晋煤外运增威添翼
大秦线建设及开通之际正是大同分局运输能力紧张之时。1988 年作为大同分局晋煤外运主通道的大

张线区段运输密度已达到 7965 万吨 ,比该段线路 6500 万吨设计通过能力高出 1465 万吨。大张线运输能力
已经超饱和 ,线路损耗严重 ,每年需要更换的重伤钢轨都在 1400 根以上 ,更换辙岔近 200 组 ,分局运输压力
非常大。而与此同时由于正逢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受国家经济发展影响 ,分局运输量却仍以每年近 5 %
的速度增长 ,大张线的运输能力难以承受。1988 年底 ,大秦线的开通运营缓解了大同铁路分局货物运输的
北通道 ,起到了分担货流 ,减轻大张线运输压力的作用。从此 ,大张线的运输密度始终保持着正常水平。

1988 年正值国民经济增长的高速发展时期 ,能源需求急剧上升。作为晋煤外运主功手的大同铁路分局
运量已难以满足全国主要电厂、钢厂等重点企业的煤炭需求。由于电厂缺煤 ,供电不足 ,造成一些企业停产 ,
个别地方民用煤也出现不同程度的脱销 ,1988 年底大秦线的开通运营为晋煤外运增威添翼 ,给全国使用晋
煤发电的电厂带来生机 ,电厂“等米下锅”的状况得到改观 ,各大钢厂也起死回生 ,大秦线对国家的贡献是功
不可没的 ,它对缓解全国能源紧张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二、十五年来的辉煌业绩
大秦线于 1988 年 12 月 25 日开通一期工程后即开始了正式运营 ,当年完成煤炭外运量 2 万吨。1989 年

完成煤运量 2007 万吨 ,占全分局运量的比重为 23. 5 % ,此后大秦线的运量逐年增长 ,2002 年一举突破了亿
吨大关。经过十五年的发展 ,大秦线的运量占全分局运量的比重已提高到 79. 2 %。2003 年大秦线实际运送
煤炭 1. 2 亿吨。十五年共运送煤炭 9. 2 亿吨 ,占全分局十五年总发送量的 53. 6 %。

大秦线的换算周转量从 1989 年占分局总量的 30. 5 % ,到 2003 年占分局总量的 74. 4 % ,提高了43. 9 % ,
2003 年大秦线实际完成换算周转量 68245 百万吨公里 ,为 1988 年大同铁路分局完成的总换算周转量的 3. 5
倍。十五年来共完成换算周转量 479945 百万吨公里 ,占全分局十五年总换算周转量的 59. 7 %。由于大秦线
的开通运营 ,大同分局整体运输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其中货物平均牵引总重在大秦线开通前 ,分局平均
为 2525 吨 ,到 2003 年达到 3351 吨 ,提高了 32. 7 % ;货车净载重 1988 年分局平均为 58. 0 吨 ,大秦线开通十
五年来 ,由于先后使用了 C63、C76、C80 等专用及大型车 ,分局净载重逐年提高 ,2003 年达到 61. 2 吨 ,提高了
5. 5 % ;货车旅行速度 1988 年为 33. 7 公里/ 小时 ,2003 年提高到 46. 5 公里/ 小时 ,提高了 38. 0 % ;货车周转时
间 1988 年为 2. 22 天 ,2003 年在运输距离延长的情况下达到 1. 73 天 ,压缩了 0. 49 天 ,提高了车辆的使用效
率。十几年来 ,大秦线从最初以晋煤外运为主 ,逐渐扩大了货源吸引区 ,现已成为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 (即“三
西”地区)煤炭外运的主通道。陕西煤炭从最初的宁岢线代发 ,逐渐发展到以神华铁路接运为主 ,运量逐年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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