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結論 

隨著資訊與科技的日新月異，我們跨入了知識經濟的時代，換言之，「商標」

與「知識」等無形資產已成為經濟社會中的最重要生產要素之一，保障此類無形

資產的所有權亦為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方式之一。為此我國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

與智慧財產相關法律均有相關規範。就執法層面而言，仿冒查緝率直接影響此類

無形資產的保護效果，其不僅影響正版商、盜版商與消費者的利益分配，更降低

交易市場商品資訊的可信度，造成市場秩序的混亂，故仿冒查緝率為維護市場秩

序的重要課題之一。由於仿冒查緝率將直接影響正版商、盜版商與消費者的利益

分配，因此民主社會中將會有許多利益團體，希望影響政府的仿冒查緝率，以極

大化自身利益。本文著眼於民主社會中，各方利益團體對民選政府進行政治獻金

遊說的競租情形，探討民選政府與遊說參與團體的最適決策。在模型設定方面，

本文將遊說參與者簡化為外國正版商與本國消費者，並引用 Grossman and 

Helpman 的政治獻金模型架構，探討民選政府與利益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1 

由本研究結果得知，在沒有利益團體遊說的情況下，本國政府的最適查緝率

為零。在外國正版商單獨參與遊說的狀況下，均衡解會因本國政府對本國福利重

視程度 γ  與 市場規模 θ  而不同。若外國正版商與本國消費者共同參與政治

遊說，且均付出政治獻金，則雙方將會落入遊說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即最後均衡並非雙方的個別最適。 

爲突顯仿冒查緝的行為，本文在模型為一個正版與盜版並存的商品市場，暫

不討論單獨存在盜版品或正版品情況。在市場競爭方面，本文以完全競爭市場描

述仿冒市場的競爭方式，但我們推測若採用 Betrand 價格競爭方式應會有類似

的結果。就模型的適用性而言，由於本文將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產簡化為僅為外

國正版商持有，故較適合描述無形資產要素的輸入國家。就消費者的購買行為方

面，本文將消費者購買正版品與仿冒品的影響因素簡化為對該商品的支付意願高

                                                 
1實際上，如果外國廠商無法遊說本國政府時，有可能轉向遊說外國政府，促使其給予本國政府

查緝仿冒的壓力，本文為避免分析的焦點過於複雜與分散，暫無討論此種情況的影響。 



低，即假設消費者的願付價格若介於正版品與仿冒品間，則會購買仿冒品。然仿

冒品相較於正版品帶消費者的觀感可能不僅於價格較低，應該還有不名譽、違反

法律的風險．．．等負面價值。為突顯利益團體對政府最適仿冒查緝率的影響，

本文假設政府執法不需付出查緝成本，然現實情況中，不同的查緝率將有不同的

查緝成本。許多文獻會由產品的網路外部性，探討仿冒行為對正版商利潤的影響，

然而本文暫未考量此點。若我們進一步放寬上述簡化的假設，或許文中最適查緝

率的角解情形能夠改為低於查緝率上限的內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