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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知识产权制度规定了创新成果的权利归属，是激励创新的重要产权机制。通过对技术原
创性和求偿权的保护，使新技术带来的收益及其他相关权益的归属得到合理界定，从而
鼓励创新者的积极性。知识产权制度一方面形成了法定保护期内人为的垄断，鼓励人们
去获取这种垄断收益；另一方面，也为知识的流动与共享创造了条件。因为只有产权明
晰，创新成果才能够进行交易、出让，从而实现社会共享。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充分尊重创新主体的劳动，是激发人力资本创新积极性、主动性，
促进人力资本效率的内生力量。人是创新的主体，人力资本是创新的源泉和决定因素。
创新离不开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以及技术创新者，没有他们或者他们的
创造性不能发挥，企业创新将无法实现，国家创新也就失去了微观基础。
  人力资本创新潜能的发挥取决于人力资本效率，而激励是*化实现人力资本效率的核
心。作为一种“主动性资产”，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将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本效率的
高低，从而直接影响着其创新能力的发挥。人力资本产权制度通过权利的界定、收入分
配的确定，能有效
地刺激人力资本供给，提高创新主体
活动的效率。
知识产权制度规定了创新成果的权利归属，是激励创新的重要产权机制。通过对技术原
创性和求偿权的保护，使新技术带来的收益及其他相关权益的归属得到合理界定，从而
鼓励创新者的积极性。知识产权制度一方面形成了法定保护期内人为的垄断，鼓励人们
去获取这种垄断收益；另一方面，也为知识的流动与共享创造了条件。因为只有产权明
晰，创新成果才能够进行交易、出让，从而实现社会共享。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充分尊
重创新主体的劳动，是激发人力资本创新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人力资本效率的内生力
量。人是创新的主体，人力资本是创新的源泉和决定因素。创新离不开富有创新精神的
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以及技术创新者，没有他们或者他们的创造性不能发挥，企业创新
将无法实现，国家创新也就失去了微观基础。  人力资本创新潜能的发挥取决于人力资
本效率，而激励是*化实现人力资本效率的核心。作为一种“主动性资产”，人力资本产
权的实现程度将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本效率的高低，从而直接影响着其创新能力的发挥。
人力资本产权制度通过权利的界定、收入分配的确定，能有效地刺激人力资本供给，提
高创新主体活动的效率。  本书基于以上认识，将产权制度与创新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构建了一个促进创新的二维产权理论模型，分析、论述了知识产权与人力资本产权是创
新激励的两个最重要的支点，提出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外显维度、人力资本产权
制度是促进创新的内在维度的观点，并且利用丰富、详实的材料对所提论点进行了令人
信服的经验检验。作者的这一研究紧密结合我国实际，服务于我国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
需要，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相应的思路。如果要对此项成
果作一概略的总体评价的话，那就是：本书理论结合实际，对创新的产权激励做了比较
系统的思考，不仅文献基础扎实，而且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论述也较为深入。其
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和所得出的分析结论，对于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本
书作为年轻学者的学术成果，自然难免存在有待商榷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期盼得
到同行专家学者给予指正和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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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导论
1.4 创新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首先，本研究主要以理论分析为主，试图从理论上揭示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对
创新的激励和约束，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并以此对制度的完善和重构提供依据，但实证
部分还需要进一步充实。二维产权制度的作用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对其具体的效
用也很难作单因素或多因素的有针对性的敏感性检验。当然，更主要的是由于笔者对现
代经济学分析工具掌握不够娴熟，以及数据采集的困难，故对理论模型缺乏数理和计量
经济分析。
其次，本书主要分析激励创新的二维产权，即知识产权与人力资本产权，而没有涉及物
质资本产权。同时，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如何向精深方向拓展还需要进一步探
索，如二维产权的进一步融合互动、知识产权权利平衡、人力资本产权在非企业组织中
的实现等。这也是以后继续研究的方向。
值得说明的是，产权激励不等于行为主体的全部激励。人格结构是复杂的，即使人们从
事经济活动，也不一定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利公、利他、兴趣爱好的满足、声誉
、成就感等，都可能是人们从事某些活动的动力。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也并不完全遵
循效用最大化的这一假定。霍桑实验及莱宾斯坦的实证分析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还应看到，明晰的产权界定是实现交换的前提条件，但也仅仅是前提条件，而不是充分
条件。产权主体创新的动力还来源于界定给他的权利（资源）能给他带来的效用大小，



或预期可以交换来的效用。如果效用大，则权利接受人对其权利倍加关注，时刻关心其
资源的保值增值；如果某种权利界定不能使接受人效用满足或效用很小，这种权利界定
就没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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