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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转让：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的分析研究”提要 
 
秘书处委托编拟 
 
 
 
 
1. 本文件附件中载有(i)“国际技术转让：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的分析研究”提要，该研究是在

“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共同挑战—共同解决”项目(CDIP/6/4 Rev.)的背景下，由美利坚合众国科罗

拉多州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 Keith Maskus 教授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 Kamal 

Saggi教授进行的；并由(ii)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的 Walter Park博士进行同行评议。 

2. 请 CDIP 注意本文件附件中所载的

信息。 

[后接附件] 

 

 

 

 

 

 

 

注：本研究报告中表达的观点为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 WIPO秘书处或本组织任何成员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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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转让：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的分析研究 

由美利坚合众国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的 Keith Maskus 教授和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

德比尔特大学的 Kamal Saggi 教授进行的研究 

内容提要 

1. 本文重点介绍国际技术转让(ITT)，并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争取获取更多全球技术时的关切。

首先研究的问题是有效进行国际技术转让的裨益及障碍。 

• 当务之急是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国际技术转让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习潜能，确保不将极其

有限的资源浪费在低效率的生产技术上。 

• 证据表明采用新技术的时机有跨国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不同国家之

间人均收入的悬殊。 

• 国际技术转让除了提高受让国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之外，还可以向受让国提供国外已有的

技术方案来解决特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 对国际技术转让的障碍通常来自几个方面：信息问题阻碍技术交易；与先进技术相关并在

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知识产权的市场支配力；受让国不利的经济和治理状况，以及受让国科学技

术人才没有能力与全球研究和创新网络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2. 几百年来，获取和控制国际技术转让交易的国际紧张局势一直影响着知识产权，但是最新的趋

势，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缔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协议)是迄今为止影响范

围最大和最重要的趋势。 

3.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针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及其他方面的压力对专利和

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进行了重大改革。 

• 这些改革极大地刺激了高技术贸易、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及跨境技术许可，也为跨国企

业在主要新兴国家中的分支机构开展以技术为导向的活动提供了便利。 

• 然而，这种积极的证据几乎全部是从大型中等收入国家取得的数据，迄今计量经济学研究

尚未发现对最贫困和最小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衡量相关变量较为困难，而知识

产权在最贫困的国家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这些国家吸引国际技术的能力取决于各种其他因

素，这些因素限制了他们吸收并消化外国技术的能力。 

4. 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转让中发挥主要作用，因为他们承担着更多的世界研发(R&D)活动并经常向

其附属公司转让此类技术。就此来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在 1990 年至 2012

年之间从 25%增加至 33%，这令人感到振奋。 

• 虽然缺乏外国直接投资向本地公司水平溢出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但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跨国

公司愿意向本地供应商转让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得益于旨在帮助本地公司在全球生产

和创新网络中站稳脚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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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际技术转让进行政策干预必须考虑对私营部门参与者的激励机制。由于跨国公司、全

球生产链和全球创新网络都是国际技术转让的驱动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必须与激励机制

相兼容。 

• 中国和其他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施加的技术转让条件仅在局部构成激励。其结果是，被迫

与当地合作伙伴成立合资公司的跨国公司可能会截留关键技术，或采取其他妨碍本地代理商学

习的行动。 

• 对小型发展中国家来说，强迫跨国公司与本地公司分享技术的政策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

如果本地市场规模还不够大的话，跨国公司可能撤离或不投资，这样该国就会发现自己从关键

的生产和创新链上脱离。 

5. 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重要举措，鼓励技术向本国流动，并与全球体系接轨。 

• 对改进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设立透明并具竞争力的税制，以及改善公共治理等，这些对寻

求生产和研发设施的全球公司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是对大学和研究实验室的人力资本、

培训及研究能力进行投资的重要补充，并可支持全球创新网络的联接和新兴的开放式创新。 

• 对国内企业提供财政激励使之从事有意义的研发项目，可以使这样的公司在技术合同中成

为更具吸引力的分支机构或合作伙伴。 

6. 各国根据发展水平的不同，量身定制透明、可靠、可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很重要，原因如

下。 

• 知识产权通过解决信息问题并降低合同成本，使跨国公司更有可能转让先进技术和相关诀

窍。 

• 跨国公司需要确保他们在供应链的不同阶段所取得的信息是合法得来并且可靠，这点只有

在透明的体制中才更加确定。 

• 知识产权可以帮助在研究网络的合作伙伴之间分配权利和义务。 

7. 加强熟练的技术和企业劳动力在全球的临时迁移对促进国际技术流动至关重要。 

• 发展中国家能从这种单边自由化中受益，但应联合起来在国际上推动消除对这种迁移的障

碍。 

• 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的原则，消除对提供研究服务的无

效障碍，并鼓励设立“创新区”，使持有长期签证的熟练技术人员在区内得以自由迁移。 

8. 更具雄心的建议是开始考虑就某种形式的“获取基本科学技术条约”(ABST)展开谈判，无论是

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还是其他场合。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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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E)项研究评议：KEITH MASKUS 和 KAMAL SAGGI，“国际技术转让：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的分析研究” 

评议人：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 WALTER PARK教授 

该项研究全面探讨了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国际技术转让问题。研究通过概念性问题和分析框架，

对之前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报告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讨论了改进国际技术转让流程及环境的政策建议。 

研究强调，国际技术转让不仅对私营部门的生产力非常重要，而且对实现诸如卫生和环境目标等

社会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欠发达国家面临的关键障碍是他们以合理的条件获取全球技术的能

力。研究指出，如果说政策方面的改革，如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使得国际

技术转让取得成功的话，这种成效主要集中于大型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对最贫困的经济体来说，

它们面临着国际技术向国内转让的重大障碍，这种障碍经常是结构性的，例如由于人力资本、基础设

施和其他因素水平不足导致的治理问题、与全球创新网络缺乏联系、吸收能力欠佳等。 

研究既讨论了外国直接投资、许可、合资公司和资本货物贸易等国际技术转让的传统来源，也讨

论了开放式创新、全球创新网络(GIN)以及创新区等新型渠道，在创新区内，研究人员和科技人员能够

利用特殊工作签证更容易地在国与国之间流动。人力资本的此种流动可以更好促进知识的转让、分享、

参与研究项目等，并能巩固公司、大学和研究中心之间的全球创新网络。此外，在我看来，这些渠道

(开放式创新、全球创新网络、人员流动)与传统的国际技术转让活动相比，可能更容易使较贫困的经

济体发展自主创新和吸收能力。虽然传统的国际技术转让通过劳动力更替和本地模仿能够产生技术溢

出，但是新型渠道似乎可以更直接地提供获取知识和能力建设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本地的技术

发展来说，国际技术转让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拥有更强的自主能力可以填补国际技术转让的不

足。例如，国际技术转让通常向本地经济体提供已经在别处存在的产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本地经

济体需要的是针对本地卫生、地理、气候和风俗等条件的产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参与开放式创新

以及全球创新网络能够使研究切合本地需求。国际技术转让可能还受制于来源国的商业周期，例如，

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在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减少。强大的自主能力可以确

保本地经济体在满足技术需求时，将全球市场波动的干扰降至最低。 

在结论部分，研究强调本地人力资本存量对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国外技术的重要性，并强烈建议发

展中经济体的政府改进作为“有效促进全球技术转让的必要前提”的教育体系。展望未来，知识产权，

特别是版权将会发挥重要作用。版权领域的知识产权没有在研究中明确讨论，但是它对较贫困经济体

的教育来说至关重要。目前，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没有自行编制教科书等教材，哪怕是为基础教育和中

等教育
1
。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出版行业。即便是本地的出版商，也只是营销美

国和英国公司作品的中介机构。还有复杂的领土许可实践、法律和定价等，都可能阻碍较贫困经济体

获取知识(书籍、杂志、软件和数据库)
2
。在我们研究加强最不发达世界人力资本开发的方式时，开放

教育资源、平行进口版权作品、改革集体许可等，应成为进一步探讨的主题。 

[附件二和文件完] 

                                                
1
  参阅 Amalia Toledo、Carolina Botero 和 Luisa Guzman (2014 年)，“拉丁美洲的公共支出。关于落实开放式

教育资源巴黎宣言的建议”(Public Expenditures in Latin America. Recommendations to Serve the Purposes of 

the Paris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Declaration)，Open Praxis，第 6 卷，第 2 期，第 103-114 页。 
2
  参阅 Eve Gray、Andrew Rens 和 Karen Burns (2010 年)，“非洲的替代许可模式”(Alternative Licensing 
Models in Africa (IDRC 项目报告))，创造性研发协会(Association for Cre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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