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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一些看似违背经济理论的行为，很可能是
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不是非理性。比如价格战，
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我们将分析五种不对称信息博弈：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信息甄别（screening）

◼信号发射（signalling）

◼敲竹杠（holdup）

一、不对称信息模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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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委托人-代理人模型（principal-agent 

model）

◼定义（尽管并不准确）

一、不对称信息模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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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代理人举例

一、不对称信息模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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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经理；代理人——工人

二、生产博弈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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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博弈I：对称信息，委托人为了代理人竞争。

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
的契约，以达到期望的努力水平和产出。

二、生产博弈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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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过程

二、生产博弈I

◼结果：代理人努力的MR=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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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二、生产博弈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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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契约实现方式

二、生产博弈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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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二、生产博弈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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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例子

二、生产博弈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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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的优化问题

二、生产博弈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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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的优化问题

二、生产博弈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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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契约的三种形式

二、生产博弈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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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时序

二、生产博弈II

◼与生产博弈I的差异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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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思路

二、生产博弈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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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过程和结果

二、生产博弈II

◼ 启示：哪一方拥有谈判能力与最优努力水平无关，这是科
斯定理（Coase，1960）的体现，也意味着建模者可以自
由假定谈判力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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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下的固定工资（flat wage under certainty）
契约

◼委托人既不能观察到努力，也不能观察到产出，
此时是不对称信息，或者努力和产出“is not 

contractible (the court will not enforce a contract) 

or verifiable (the court cannot observe output)”。

◼举例：保安工资、教师工资、公务员晋升

◼解决方案：固定工资

◼证明思路：排除法

◼启示：固定工资并不总是最差的，当然它是有代
价的。

二、生产博弈III



19

◼确定性下基于产出的工资

◼委托人不能观察到努力，但可以观察到产出，因
此工资契约为w(q)。

二、生产博弈IV

◼例子：按件计酬

◼启示：不是所有信息不对称都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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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博弈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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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博弈V

◼经济学中的“最优”多数时候其实是“次优”，
或者是“最佳”（optimal）。

◼最优和次优的福利差异就是代理成本，或者说交
易费用的一部分。

◼如何找到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契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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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博弈V

◼最优契约三步法：目标函数+PC+IC

◼应用：观音菩萨如何确保唐僧师徒成功取经？

◼作业：使用数值模拟软件求解公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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