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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知识的经济理论综述　　亚当?斯密与知识　　施蒂格勒（1983）断言，在亚当?斯密完
成了对于经济理论的系统论述后，如果后来的经济学研究者回避他的理论去推进一个全新的研究就不
再被认可了，也就是说亚当?斯密规范了经济理论的研究，建立起经济学的话语系统和讨论平台，使得
后续的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这才带来了经济学的全面繁荣。
基于此，我们对于知识的讨论开始于对亚当?斯密（1776）的经典——《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简称《国富论》）的研讨，以从中获得对于知识和知识交易的深入理解。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序言中指出一国国民的富裕程度（即该国劳动的直接产物量和进口量同人
数的比例）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如何，
有怎样的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
”列为第一种情况的是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或者说劳动者的生产力。
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取决于第一种情况的似乎较多。
进一步地分析，斯密提出“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高的熟练、技巧和
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斯密的这一论断揭开了以分工理论解释社会进步的理论篇章。
　　至于为什么分工增进劳动生产力，斯密认为有三个原因：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二、
避免了不同工作之间进行转化的损失；三、推动了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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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在现实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使得对于知识的经济理论研究越来越紧迫。
已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知识如何影响经济系统这个宏观问题上，对于知识本身的微观分析始终不足，
本书对知识交易的研究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本书的研究主题可简单地表达为这样一个问题：当知识类比一般商品进行交易时会是何种情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本书追随斯密、哈耶克、熊彼特、索罗、阿罗、德鲁克、保罗·罗默、
戴维·罗默等的思想足迹，述评他们的理论在知识问题上的研究进展，探索这些理论用来解释知识交
易的可能性；其次，对于知识本身是什么进行深入研究，由此需要就知识如何转移、知识稀缺性、竞
争性和排他性、边际收益等广具争议的主题进行探索。
这两项工作可以被认为是研究知识交易的基础。
    接下来，提出知识交易的定义，对知识交易的内涵和边界必须进行清楚的界定是为了避免歧义。
为了清楚知识交易的边界，本书引入知识回报这个更大的概念，阐述知识回报框架，阐述知识交易和
其他常见的知识活动的联系。
在和一般商品交易的对比分析中提出知识交易的八大特征，这是研究知识交易定价问题的基础。
之后，应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研究知识交易费用的生成机理和对应的治理问题。
当知识的交易费用过高，知识拥有者不得不通过公共品的管道等其他方式取得回报，这时知识交易被
取缔。
同时，经济制度演化出许多治理知识交易费用的机制，这些机制使得相当多的知识能够直接交易。
    本书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讨论知识交易的定价，前述的基础研究避免了我们在讨论知识交易定价
的时候把知识商品和一般商品进行简单类比或者简单对立。
定价分析中，本书始终围绕知识效用的不确定不一致性、信息不对称、知识价值的时间敏感性等这些
重要特征。
    定价分析部分，首先讨论了无论用品模式还是服务模式都将共同面对的定价问题。
基于此，提出了基于效用的定价模型、基于效用和成本的定价模型、基于信号显示的定价模型。
基本结论是：效用是知识交易定价的基础；当知识交易呈现双边垄断或者“定制”时，知识交易将面
临讨价还价，知识成本将进入交易价格函数；信号机制可以突破知识交易的逆向选择困境，高水平者
发送高的信号获得高价格，低水平者发送低的信号获得低价格。
    其次讨论用品模式和服务模式所单独面对的定价问题。
用品模式下，讨论了用品共享和用品组合的定价理论；服务模式下，讨论了基于供给刚性的定价和基
于合约的定价。
基本结论是：如果能够基于“集体效用”收费，知识用品共享并非削弱而是改善知识供给者的收益，
给用品交易方式更多弹性将利于知识供给者；服务模式下的刚性供给导致知识交易效率下降，交易价
格可能“腾贵”，服务合约（尤其是分成合约）可以约束服务模式的交易过程，从而分散交易风险和
激励知识供给者。
    上述定价模型是对影响知识交易定价的一些关键因素的高度抽象，模型从知识供给者的角度，讨论
在这些因素的约束下如何确定最优价格，模型从不同角度展示知识交易的定价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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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8）认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这样描绘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
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经济学家的“土地”）或者“劳动力”，它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知
识；将知识运用于工作是未来主要的劳动形态；知识工作者将是主要的社会团体，他们的生产工具即
是可以随身携带的知识①。
知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而不是某种资源，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的社会变成“后资本主义社会”，知识改
变了我们的社会结构②。
德鲁克的这些洞见震撼了学术界，构成了人们讨论知识经济的起点。
　　德鲁克认识到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巨大变化，“过去40年里成为经济中心的产业，一直将知识和
信息的生产和销售而不是物品的生产和销售作为其业务”，提出知识经济的存在性③。
同时指出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知识是如何作为经济资源起作用的，解释经济增长，解释创新。
”德鲁克认为经济学界在知识的经济理论上准备不足，还没有出现知识领域的亚当？
斯密和李嘉图。
　　他还认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将不同于凯恩斯和新凯恩斯、古典和新古典主义，原因如下。
　　一、不完全竞争，而不是古典理论所讨论的完全竞争，构成知识经济所固有的主体。
对知识早期的开发和应用可以成为企业永久优势，使之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横扫市场并驱逐所有竞
争者”，经济不取决于传统经济理论关注的投资和消费，而是知识的产出与增加。
　　二、知识数量关系远不如知识的质量重要，知识的质量就是知识的生产力④，但是没有数量关系
来表示经济活动的模式，就没有经济理论，所以这种悖论带来理论上的困难。
　　三、德鲁克深刻地洞察到未来社会的趋势，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并没有给出这些问题明确
的回答，也没有提出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德鲁克所期望的用于解释知识的经济理论就是现在的知识经济学。
　　李玉峰等（2003）提出了知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认为知识经济学既研究知识又研究知识经济。
对知识的研究是研究知识经济的微观基础，它包括了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传播⑤、知识的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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