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和固有的服务之中 ,并与它们一起流通 ,就是说 ,

包含在物质财富中的样式、商标印象、高度的技术和

特定功能 ,在物质财富和服务价格中占有很大比

重。”[4 ]在现代企业中 ,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超过实

物形态的资产的价值。可口可乐公司仅商标的无形

资产价值就高达 725 亿美元 (1998 年) , IBM 公司每

年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收益超过 10 亿美元 ,微软公司

巨额财富的来源主要是软件产品的版权和专利权。

这些无形财富的实现与正常的转移流动 ,都以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

讲 ,没有知识产权制度 ,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

发展 ,也不会有现代经济的有序化运行。在知识产

权保护机制下 ,非独占性的信息产品被赋予了专有

性 ,信息态的智慧产品转化为无形资产 ,与物质形态

的资产一起 ,融入到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之中。因

此在运行帕累托最优标准分析考察信息资源的配置

效率时 ,必须充分考虑信息产品的无形资产的特点 ,

必须充分考虑知识产权。

5 　信息资源配置与帕累托最优分析的适用性

在本质意义上 ,信息资源的配置不能运用帕累

托最优的标准分析 ,因为信息资源的非独占性特点

不能满足帕累托最优分析的基本条件。但由于知识

产权制度的存在 ,赋予信息态的智慧产品以专有性 ,

使无形资产成立并使之具有与实物资产相同的经济

特性纳入现实经济运行体系。从这一意义讲 ,帕累

托最优又可以用于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分析。因此 ,

在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障和规范的知识产权

运行的环境下 ,理论上 ,可以近似地运用帕累托最

优 ,考察信息资源的配置。这里 ,“近似”不仅是由于

无形资产与实物形态资产的差别所导致的不精确

性 ,更主要的还因为 ,在信息资源中存在着相当部分

不能纳入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有相当比重的

信息资源不具备获得知识产权的条件 ,不具有独占

使用的性质 ,在帕累托最优分析中属于不必“替代”

而可共享的资源。

即便是对于实物形态的资源的经济分析 ,帕累

托最优也由于标准比较苛刻而影响其广泛的适用

性 ,因此一些学者提出福利补偿问题 ,对帕累托最优

标准提出许多补充原则 ,如卡尔多补偿原则、希克斯

补偿原则、西托夫斯基补偿原则、李特尔补偿原则

等。一些学者还提出次优理论 ,给出次优配置状态

和第三优效率状态标准 ,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衡

量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建立了“低标准”的尺度 [5 ] 。

帕累托最优标准用于分析信息资源的配置效率

虽然在根本意义上存在缺陷 ,但由于知识产权制度

的平衡作用 ,同时参照补偿原则和次优理论 ,还是可

以为信息资源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的配置效率分

析 ,建立具有实证意义和规范意义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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