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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原料供应厂商占据垄断地位的假设下 ,通过对比下游创新厂商提成特许前后的收益 ,对下游创

新厂商的特许策略选择和创新激励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当技术创新规模较小时 ,下游创新厂商进

行技术创新的激励增大 ,会对下游其他无创新的厂商进行技术特许 ;当技术创新规模较大时 ,下游创新厂

商则不会进行技术特许。

关键词 :垄断 ;创新激励 ;提成许可

中图分类号 : F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9) 01 - 0027 - 04

收稿日期 :2008 - 09 - 11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创新技术授权战略理论与方法研究”(200603900501)

作者简介 :闫庆友 (1963 —) ,男 ,山东茌平人 ,华北电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技术经济及管
理 ;张立顺 (1983 —) ,男 ,山东临清人 ,华北电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经济计量分析。

　　随着创新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强 ,创

新技术特许日益成为热门话题 ,创新技术特许理论

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前 ,创新技术特许

理论的研究要素包括创新主体、产品市场的性质与

结构、特许可行性以及最优技术特许方式与合约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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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ien 和 Tauman[1 ] 、Katz 和 Sha2
piro [ 2 ]认为 ,创新技术专利持有人为独立创新者 ;

Wang[3 - 4 ] 认为 ,创新技术专利持有人为厂商创新

者。

在理论研究中 ,产品市场的性质与结构通常基

于独占垄断市场或寡头垄断市场 ,比较常见的是同

质产品 Cournot 产量竞争结构。Kabiraj [5 ] 对产品

市场为 Stackelberg 领先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创新厂

商的最优许可策略进行了研究 , Muto 则研究了差

异 Bert rand 价格竞争市场结构中厂商的最优许可

策略。大多数研究假设原料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或者

产业为纵向一体化 ,这在研究中能够固定厂商的边

际生产成本 ,无疑有利于简化和突出待分析问题。

只有 Arijit Mukherjee[6 ] 对纵向独立产业的特许决

策进行了系统分析 ,但其研究未考虑创新技术的拥

有者为在位厂商的情况。

许多学者基于单一特许方式对不完全竞争市场

下创新技术的特许可行性进行了研究。Kamien 与

Tauman[7 ]研究了向完全竞争产业实施的入门费加

提成 (两部制) 的特许方式 ; Arrow [8 ] 主要研究了向

完全竞争产业和垄断者实施的提成特许方式。闫庆

友等[9 - 11 ]研究了在产品生产成本不对称条件下技

术创新厂商的特许策略等问题。郭红珍等[12 - 15 ] 研

究了原料供应厂商在具有重要市场势力条件下下游

技术创新厂商的固定费用特许决策问题。本文基于

产业上游为独占垄断市场结构的假设 ,研究在下游

同步移动 Cournot 市场结构中技术创新厂商的提成

特许可行性与创新激励问题。

1 　无创新条件下厂商的均衡利润

假设 :产业上游原料市场为独占垄断竞争结构 ,

上游厂商采用 I1 表示 ;下游产业由生产同质产品的

厂商 1 与厂商 2 组成 Cournot 双头垄断竞争结构 ;

下游厂商利用上游厂商的原料进行最终产品的生

产 ,并设最终产品的生产中只有原料成本。

假设下游同质产品市场面临的市场需求函数是

线性的 ,则可用逆需求函数 P = a - Q = a - ( q1 +

q2 ) 表示下游产品市场需求。其中 : P为价格 , qi 为

第 i 个厂商的产品供给 , i = 1 ,2 ; a为市场规模 ,较

大的 a 代表较大的市场规模。在产量竞争中 ,两个

垄断厂商通过调整自己的产量使利润最大化 ,即

max
qi

πi = [ P( q1 + q2 ) - ci ] ×qi ,其中 ci 为第 i 个厂商

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在同步移动的 Cournot 竞争

结构中 ,如果下游厂商的最优产量是同时确定的 ,则

Cournot 均衡产量 qi 和均衡利润πi 的一般形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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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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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2)

π1 ( c1 , c2 ) =
( a - 2c1 + c2 ) 2

9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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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2 ( c1 , c2 ) =
( a - 2c2 + c1 ) 2

9
。 (4)

创新激励是指厂商愿意花费的在赢取创新专利

时的最大支出 ,即自己创新成功而竞争对手失败时

的均衡得益减去自己失败而竞争对手成功时的均衡

得益。具体地说 ,当厂商 1 为成功创新主体时 ,定义
Π(1) 与Π(2) 分别为厂商 1 与厂商 2 的均衡得益。

同样地 ,当厂商 2 为成功创新主体时 ,定义 �Π(1) 与

�Π(2) 分别为厂商 1 与厂商 2 的均衡得益。用Φi (ψ)

表示厂商 i 的创新激励 ,则有 :

Φ1 (ψ) = Π(1) - �Π(1) ; (5)

Φ2 (ψ) = �Π(2) - Π(2) 。 (6)

2 　Cournot 厂商创新无特许下的均衡
利润
　　假设初始时两个下游厂商的技术相同 ,则生产

成本是对称的。假设生产 1 个单位产品都需要ψ个

单位的原料 ,而原料价格为 w ,则采用 w 和ψ表示

的下游厂商生产成本为ψw 。

当竞争结构中的某个厂商获得工艺创新技术

后 ,边际生产成本就会变得不对称。假设厂商创新

者生产 1 个单位产品只需 1 个单位的原料 ,而非创

新者仍需要ψ个单位的原料 ,则创新者的边际成本

降为 w ,非创新者的边际成本仍保持ψw , (ψ- 1) w

就反映下游厂商创新规模的大小。

在无特许条件下 , c1 = c - ε= w , c2 = c =ψw 。

若创新者将其技术以产量提成方式进行特许 ,

并令 r =ρw ,η= 1 +ρ ,则有 c1 = w , c2 = w +ρw

= (1 +ρ) w ,即 c2 =ηw 。

初始时两厂商的技术相同 ,则边际生产成本相

等 ,即 c1 = c2 = ψw 。将 c1 和 c2 代入式 (1) 至式
(4) ,得到 Cournot 均衡产量与均衡利润 :

q1 = q2 =
a - ψw

3
; (7)

π1 =π2 =
( a - ψw) 2

9
。 (8)

假设厂商 1 获得创新技术 ,厂商 2 的技术不变 ,

则无特许时厂商 1 与厂商 2 的边际生产成本分别

为 : c1 = w , c2 = ψw 。将 c1 和 c2 代入式 (1) 至式
(4) ,得到 Cournot 均衡产量与均衡利润 :

①当 w < a/ (2ψ- 1) 时 :

qs1
= ( a - 2 w +ψw ) / 3

πs1
= ( a - 2 w +ψw ) 2 / 9

qs2
= ( a - 2ψw + w) / 3

πs2
= ( a - 2ψw + w) 2 / 9

;

②当 w ≥a/ (2ψ - 1) 时

qs1
= ( a - w) / 2

πs1
= ( a - w) 2 / 4

qs2
= 0

πs2
= 0

。

在原料价格给定的情况下 ,下游厂商对原料的

总需求量为 :

　　当 w <
a

2ψ- 1
时 ,

　　q = qs1
+ψqs2

=

a(1 +ψ) - 2 w (1 +ψ2 ) + 2ψw
3

;

　　当 w ≥ a
2ψ - 1

时 ,

q = qs1
=

a - w
2

。

　　通过计算可得 :当 1 <ψ< 2 时 , S1 与 S2 供货利

润更高 ,供货利润为 [ a2 (1 +ψ) 2 ]/ [24 (ψ2 - ψ+ 1) ] ;

当ψ≥2时 ,仅有 S1 供货利润更高 ,供货利润为 a2 / 8 ;

相应地 ,可以得出上游的最优原料供应决策。

由此可得出下游厂商的无特许均衡利润与创新

激励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下游 Cournot 厂商创新无特许条件下的均衡利润及创新激励

上游厂商的利润情况 下游厂商的利润情况

创新规模 1 < ψ< 2 ψ≥2 创新规模 1 < ψ< 2 ψ≥2

qN a(1 +ψ)
6

a
4

qN
S1

a(5ψ2 - 5ψ+ 2)
12 (ψ2 - ψ+ 1)

a
4

w N a(1 +ψ)
4 (ψ2 - ψ+ 1)

a
2

qN
S2

a(2ψ2 - 5ψ+ 5)
12 (ψ2 - ψ+ 1)

无

πN
I

a2 (1 +ψ) 2

24 (ψ2 - ψ+ 1)
a2

8

πN
S1

a2 (5ψ2 - 5ψ+ 2) 2

144 (ψ2 - ψ+ 1) 2
a2

16

πN
S2

a2 (2ψ2 - 5ψ+ 5) 2

144 (ψ2 - ψ+ 1) 2 无

供货策略 供应两家 仅供一家 ΦN (ψ)
a2 [ (5ψ2 - 5ψ+ 2) 2 - ( a2 (2ψ2 - 5ψ+ 5) 2 ]

144 (ψ2 - ψ+ 1) 2
a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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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urnot 厂商创新的提成特许策略

无特许时 ,厂商 S1 与厂商 S2 的边际生产成本

分别为 cs1 = w 、cs2 = ψw 。若创新者将其技术以

产量提成方式进行特许 ,则有 cs1 = w 、cs2 =ηw ,其

中单位产品提成率 r =ρw ,η= 1 +ρ≥1 。将 cs1

= w 、cs2 =ηw 代入式 (1) 至式 (4) ,可得下游两厂

商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

①当 w < a/ (2η- 1)时 ,

　　
qs1 = ( a - 2 w +ηw ) / 3

qs2 = ( a - 2ηw + w) / 3
;

②当 w ≥a/ (2η- 1) 时 ,

qs1 = ( a - w) / 2

qs2 = 0
。

　　下面 ,我们将考察η的可行区间。

3. 1 　上游厂商的最优供货策略

上游厂商同时为下游两个厂商供应原料时 ,其

面临的原料需求 q = [2 a - w (1 +η) ]/ 3 ,则原料的

价格 w = (2 a - 3q) / (η+ 1) 。因此 ,原料供应厂商

的利润πI1 = w ×q = (2 a - 3 q) q/ (η+ 1) ,上游独

占垄断厂商通过调整 q使得自身利润最大化。

通过计算可得 :1)当 1 <η < 2 时 ,上游厂商的

原料供应为 a/ 3 ,相应的原料价格 w 为 a/ (η+ 1) ,

因此 I1 的均衡市场利润为 a2 / [3 (η+ 1) ] ;2)当η≥

2 时 ,上述最优原料价格 a/ (η+ 1) 不满足约束条件

w < a/ (2η- 1) ,这将使被授权厂商因生产成本过

高而无法继续进行生产 ,从而被驱逐出市场 ,上游厂

商不再为其供应原料。

若仅为技术创新厂商供应原料 ,则定价策略是

w ≥ a/ (2η - 1) ,原料需求函数 q = qs1 = ( a -

w) / 2。同理可得 :1)当η≥1 . 5 时 ,上游厂商 I1 的原

料供应 q为 a/ 4 ,相应的原料价格 w 为 a/ 2 ,因此 ,

I1 的市场利润为 a2 / 8 ;2)当 1 <η< 1 . 5 时 ,上述最

优原料价格 a/ 2 不满足约束条件 w ≥a/ (2η- 1) ,

这将促使 S2 购买其他价格的原料进行生产 ,为了实

现向单个下游厂商供货 ,必须使 qs2 = ( a - 2ηw +

w) / 3 = 0 ,则上游厂商的价格策略是使 w = a/ (2η-

1) 成立 ,从而 q = a(η- 1) / (2η- 1) , I1 的市场利

润为 a2 (η- 1) / (2η- 1) 2 。

通过比较可知 :当 1 <η < 5/ 3 时 ,为下游两厂

商均供应原料 ;当η≥5/ 3 时 ,只为下游技术创新厂

商供应原材料。

3. 2 　下游厂商的最优提成许可策略

当 1 <η< 5/ 3 时 ,下游技术创新厂商许可后的

总收益为 :

∏
R

S1
= πR

S1 + rqR
S2 = a2 (2η- 1) 2 / 9 (η+ 1) 2 +

a(η- 1) / (η+ 1) ×a(2 - η) / [3 (η+ 1) ] = a2 (η2 +

5η- 5) / [9 (η+ 1) 2 ]。

这时 ,特许方 S1 的总收益可通过求解下述有约

束的最优化问题得出 :

maxη ∏
R

S1
,

s. t. 　1 ≤η≤min{ψ,
5
3

} 。

即 :通过调整η值 ,求取 ∏
R

S1
的最大值。因此 ,

技术创新厂商的可行特许策略为 :1)当 1 <ψ≤5/ 3

时 ,η=ψ , S1 的总收益为 [ a2 (ψ2 + 5ψ- 5) ]/ [9 (ψ

+ 1) 2 ] , S2 的收益为 [ a2 (2 - ψ) 2 ]/ [9 (ψ+ 1) 2 ] ;2)

当ψ≥5/ 3 时 ,η= 5/ 3 , S1 的总收益为 55 a2 / 576 ,

S2 的收益为 a2 / 576 。表 2 给出了向其他厂商进行

技术特许前后下游厂商的均衡收益。

表 2 　下游 Cournot 厂商特许前后均衡收益比较

厂商收益

创新特许前的情形

1 < ψ < 2 ψ≥2

创新特许后的情形

1 < ψ≤ 5
3

ψ≥ 5
3

S1 的总收益 a2 (5ψ2 - 5ψ+ 2) 2

144 (ψ2 - ψ+ 1) 2
a2

16
a2 (ψ2 + 5ψ- 5)

9 (ψ+ 1) 2
55 a2

576

S2 的总收益 a2 (2ψ2 - 5ψ+ 5) 2

144 (ψ2 - ψ+ 1) 2 无 a2 (2 - ψ) 2

9 (ψ+ 1) 2
a2

16

　　通过比较 ,可以得到命题 1。

命题 1 :给定上游独占垄断 ,若两个下游 Courn2
ot 厂商的初始条件相同 ,对创新技术进行提成特许

的最优策略有如下结论 :

1) 当 1 < ψ≤5/ 3 时 ,技术创新厂商会特许其

掌握的创新技术 ,且η = ψ。

2)当 5/ 3 < ψ < 1 . 7539 或ψ≥2 时 ,技术创新

厂商会特许其掌握的创新技术 ,且η = 5/ 3 。

3)当 1 . 7539 ≤ψ < 2 时 ,技术创新厂商将不会

特许其拥有的创新技术。

4 　Cournot 结构下技术创新厂商特许
前后的创新激励比较
　　根据前文分析已知 :当 1 < ψ < 2 时 ,无特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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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厂商的创新激励ΦN
i (ψ) = a2 [ (5ψ2 - 5ψ+

2) 2 - ( a2 (2ψ2 - 5ψ+ 5) 2 ]/ [144 (ψ2 - ψ+ 1) 2 ] ;当ψ

≥2 时 ,ΦN
i (ψ) = a2 / 16。

在提成特许下 ,当 1 < ψ≤5/ 3 时 ,下游厂商的

创新激励为 a2 (ψ - 1) / (ψ + 1) 2 ;当 5/ 3 < ψ ≤

117539 或 ψ ≥ 2 时 , 下游厂商的创新激励为

3 a2 / 32 ;当 1 . 7539 < ψ < 2 时 ,下游厂商的创新激

励为 a2 [ (5ψ2 - 5ψ + 2) 2 - ( a2 (2ψ2 - 5ψ +

5) 2 ]/ [144 (ψ2 - ψ+ 1) 2 ]。

通过比较 ,可以得到命题 2。

命题 2 :给定上游独占垄断 ,初始生产技术相同

的两个下游 Cournot 厂商 ,其技术创新激励有如下

结论 :

1)当创新规模较小 ,即 1 < ψ < 5/ 3 时 ,提成特

许策略使得厂商创新激励减小 ;2)当创新规模较大 ,

即 5/ 3 < ψ≤1 . 7539 或ψ≥2 时 ,提成特许策略使

得厂商创新激励增大 ;3)当 1 . 7539 ≤ψ< 2 时 ,创新

激励保持不变。

5 　结论

通过分析可知 ,给定上游独占垄断 ,初始条件相

同的两个下游 Cournot 厂商对创新技术进行提成特

许的最优策略是 :当 1 < ψ≤5/ 3 时 ,技术创新厂商

会特许其掌握的创新技术 , 且提成率η=ψ ;当 5/ 3

< ψ < 1 . 7539 或ψ≥2 时 ,技术创新厂商会特许其

掌握的创新技术 ,且提成率η= 5/ 3 ;当 1 . 7539 ≤ψ

< 2 时 ,技术创新厂商将不会特许其拥有的创新技

术。

给定上游独占垄断 ,由于提成特许策略的实施 ,

当 1 < ψ < 5/ 3 时 ,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下游

Cournot 厂商的技术创新激励有所降低 ;当 5/ 3 < ψ

≤1 . 7539 或ψ≥2 时 ,下游厂商的创新激励有所增

强 ;当 1 . 7539 <ψ< 2 时 ,下游厂商创新激励保持不

变。故在上游独占垄断条件下 ,由于技术特许政策

的出现 ,厂商有更大的激励进行技术创新 ,这有利于

技术的创新和传播。

本文的研究对于上游厂商确定最优供货策略、

下游创新者确定技术特许策略、提示下游技术劣势

者重视创新或与原料供应商优化合作以及政府制定

科技创新政策均有重要意义。实践中 ,某些厂商拥

有的财力或技术水平使之更有能力从事 R &D ,政

府不能直接干预一个厂商从事 R &D ,但作为一项

政策 ,政府可以鼓励某些企业的 R &D 活动 ,以此引

导厂商进行创新并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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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结论 ,本文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 ,

政府在做好食品安全监管的同时 ,更要加强食品安

全的知识教育和可追溯制度的宣传推广工作 ;其次 ,

注重消费者个体特征对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的影

响 ,提升可追溯食品的营销战略 ;最后 ,实施可追溯

制度 ,应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使消费者获得低价

和食品安全双重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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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Purchase Behavior of Consumer to

Traceable Food :A Survey from Haidian District in Beijing

Zhao Rong ,Qiao J uan ,Chen Yusheng
(Colla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 According to t he survey data on consumers in Haitian dist rict of Beijing to purchase t raceable foods ,t his paper investigates t he cogni2
tive level and t he purchase willingness of consumer to t raceable foods.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t analyzes t 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urchase t raceable foods.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 cognitive level to t raceable foods is low ,which makes a sharp con2
t rast wit h t he food safety concern of consumers ;t he main factors impacting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urchase t raceable foods are consumer’s ed2
ucation level ,household income ,healt h state ,and concern degree ,cognition level and credit degree to t raceable foods ,and attention degree to food

safety factors.

Key words :t raceable food ;consumer behavior ;willingness to 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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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icensing Strategy of Manufacturer under Monopolic Upstream Market

Yan Qingyou ,Zhang Lishun
(Business Administ ration School , Nort h China Elect 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 he assumption t hat t he raw material suppliers work as t he monopolizer in t he supply market ,t his paper compares t he prof2
it s of downst ream manufacturers before and after getting licenses f rom technical innovators ,and analyzes how t he downst ream innovator chooses

it s licensing st rategy and what incentive it obtains.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if t he sca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small ,t he downst ream inno2
vator will get enough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and t hen will license it s innovation to t he downst ream manufactures ;if t he sca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large ,t he downst ream innovator will not do t his.

Key words :duopoly ;innovation incentive ;royalty license

65

技术经济 　　　　　　　　　　　　　　　　　　　　　　　　　　　　　　　　　　　　　　第 28 卷 　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