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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 

金融资源配置权博弈 

何风隽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经历了一个中央政府集中配置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的过程。在现有的中央政府配置 

金融资源的成本与收益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博弈的纳什均衡。这一博弈结果意味着提高金融资 

源配置效率可以在不改变国有金融制度的产权结构下，通过扶植(或至少不压制)非国有金融机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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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me of the Co．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by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Local Governments 

HE Feng-juan 

(School of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 West UniversUy，X／’∞ 7／0369，China) 

Abstract：The allocation offinancial n Ⅺlurce8 in China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from central govemment allocation to the~o-allo- 

c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s．Under the presem condition ofcentral government allocating the cost and benefit 

of financial rcsou．rces,the co-allocation of financial i'~source8 by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local governments has become the Nash equilib- 

rium ofthe game．This result ofthe game meallg that the improvement ofthe efficiency of allocating financial resou．rces could be realiz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t changing the property structure of state financial system，by supporting(at least not suppressing)the non-stat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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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金 融资源 配置权变化 的历史 回顾 

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经历了一个 由 

集权(中央政府集中分配)到分权(由中央和地方共同 

配置)的过程。中央政府集中配置金融资源起因于 20 

世纪 80年代 以来分权让利的改革 ，这一改革使原来 

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 ，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 

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中央政府财政收入 的比重逐渐下降 ，而转 

轨期间的政治约束 (即政府要控制改革节奏、保护既 

有的国有企业生产力、避免产 出下滑和保持社会稳 

定)，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有强大 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 

力 。于是 中央政 府 推 动 了 以纵 向分 割 为特 征 的 金融 

改革，将国有金融体 系拆分为各类专业银行 ，并将 网 

点铺设到每个地区，去收集 民间金融剩余。中央政府 

的上述控制使得大量金融资源集 中到国有银行，一个 

以国有银行 为主体 的金融资源配 置体 制即告形成。 

据世界银行统计 ，1993年 中国的银行资产 (仅包括中 

央政 府 银 行 与 农 村 信 用 社 值 )占 GDP的 比重 为 

128％ ，远远大于股票和债券所 占 20％的比重，而同期 

以上两项 的比重韩 国分别为 69％ 和 84％，马来西 亚 

93％ 、396％ ，菲律 宾 51％ 、117％ ，泰 国 95％ 、112％ ，都 

是股票债券 占比超出银行资产 占比。就 日、德 、英、美 

四国平均值看 ，也是如此，即分别为 143．25％和 149％ 

(张杰，1997)。大量金融资源集 中到国有银行 ，为中央 

政府按照 自己的偏好对其加以使用提供了便利。 

可是随着改革的推进 ，国有银行 的利益追求格局 

发生了显著变化，即它们在中央政府的利益范围之外 

开始追求 自身 的“私人利益”，同时 ，在分权改革的影 

响下 ，以及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的状态下 ，地方政 

府为获取和支配最大可能的信贷资金，也介入了金融 

收稿日期：2005—03—25 

作者简介：何风隽 (1964一)，男，陕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从事金融学研究。 

http://www.cqvip.com


何风隽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金融资源配置权博弈 43 

资源的配置。地方政府 的介入给金融体制结构与金 

融资源配置过程带来 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其中三个 

方面的变化最值得关注 ：第 一，地方政府都竞相利用 

它们新获得的政治影响向金融机构施加压力，中央银 

行驻地方的代表们很难抵御地方 的需求，最终形成 

“地方分支银行对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 

第二 ，各地区与部 门大都通过竞相创设大量 旨在为其 

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而程度不同地获取了支配 

金融资源的权力。第三 ，由于地方压力的普遍存在， 

各类金融机构资金 的跨地 区流动受到遏制。虽然在 

许多地区出现了不同规模与类型的金融市场，但都在 

很大程度上带有地方政府塑造的痕迹。且 只具有省 

级或地区规模，彼此间的联系极少 ，由此导致金融资 

源 的地方分割状态 (张杰，1996)。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官员 的任期制 ，以及地方官员 

升迁与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 ，所以，在地方政 

府介入金融资源的配置后，地方经济呈现了这样一个 

状况：地方政府过分追求本地的经济增长速度 ，投资 

项 目选择偏爱那些花钱少、周期短、见效快 的“短平 

快”项 目，这虽然推动了各地区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 

但是这种局部行为却导致 了总体金融资源 的不 良配 

置和效率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限制与中央政府偏好不一致 

的利益追求 ，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推行了严格的信贷 

规模控制，以及与此相联 系的高准备金制度。1984 

年，在中国人 民银行 与中国工商银行分设时 ，规定各 

专业银 行要 将 一般 储蓄 存 款 的 40％、农村 存款 的 

25％、企业存款的 20％和财政性存款的 100％作为存 

款准备金上缴中国人民银行 ，从而使 中央政府控制了 

大约全国信贷资金的 40％ 一50％。后来经过数次调 

整，在 1998年前 ，存款准备金率一直保持在 13％的高 

水平。同时，还要求各专业银行缴存 5％ 一ll％的备 

付金。这样 ，法定准备金总 比率高达 18％ 一2，4％(张 

杰，1997)。高存款准备金制度限制了国有银行 自主运 

用资金的权力 ，强化了中央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支配和 

控制能力 。 

但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金融是有成本的，中央政 

府直接控制金融的成本 主要有 四个 ：(1)支付的信息 

和监控成本 ；(2)国有金融组织相对增多的经营费用 

(导源于没有建立有效治理结构的国有金融产权 的外 

部性和官僚主义行为)。这两项是直接 的成本。事实 

上 ，中央政府直接控制金融 的成本不止这两项 ，潜在 

的损失还包括 ：(3)低效率配置金融资源的损失；(4) 

增多的不 良资产损失(政策性呆帐和非正常的商业性 

呆帐)(林波，20OO)。而且 ，中央政府在与地方政府的金 

融资源的配置的博弈过程中，中央政府 的控制成本在 

上升。从理论上讲 ，当控制成本 上升到一定水平，中 

央政府就会选择退出策略。如果中央政府放松金融 

控制，把金融资源 的配置权逐渐让与 民间，地方政府 

参与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也就大大减少 ，这样整体金 

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会提高。 

可是 ，为什么中央政府却难 以退出呢?为什么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配置金融资源会成为中央与 

地方博弈的均衡解 呢?下面我们将用一个改进 的古 

诺(Coumot)竞争模型对来说明中央政府 和地方在金 

融资源配置上的博弈。 

二 、金融资源分 权配置的博 弈模型 

设社会金 融 资源 配 置 由 中央 和 地 方垄 断。 中央 

政府配置金融资源除可以获取税收和经营收益外 ，一 

个隐形的收益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权的掌握可 以保 

持中央政府 的权威。地方政府政府介人金融资源配 

置，可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率 的较快增长。在资源 

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是金融 

资源控制量的选择。他们同时从策略可行集合 Q；= 

[0， ](i_1，2)中选择金融资源控制量 q (i=1，2)， 

单位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显然与金融资源控制 的总 

和密切相关(这里的隐含假设是金融资源主要 由民间 

资本来配置效率更高)，设为 e(q，+q )，q．为中央政 

府选择的金融资源配置量，(I2为地方政府所选择 的金 

融资源配置量。配置 主体 i的配置成本 (即控 制成 

本)为 c；(q；)(i=1，2)，配置主体 i的总收益因此为 ： 

Uj(ql+(I2)=qie(ql+q2)一ci(qj) 

可行集 Q 和收益 函数 U 确定 了博弈 的策略形 

式。反应函数 r，：Q 一 Q，确定 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 

府每种固定金融资源配置量下 的最优配置量 ，反应函 

数 r2：Q．一Q 确定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每种 固定 

金融资源配置量下的最优配置量。 

如果 U；(1，2)是可微和严格 凸的，而且满足合适 

的边 界条件 ，我们可 以用一 阶 条件来 求解 这些 反应 函 

数。例如，r2(·)满足 

e(ql+r2(q1))+e‘(ql+r2(q1))r2(q1)一c2 ( 

r2(q1))=0 (1) 

两个反应函数的交点(如果存在)是这一博弈的 

纳什均衡：在给定对手金融资源配置量 的水平下 ，没 

有一个配置主体能通过改变资源配置量而获益。 

作为实例 ，对于效率函数(e(q．+(I2)=ma】【(0，a 

— ql—q2)和线 性成本 cl(q1)=131ql，c2(q2)=132 q2，其 

中0≤c ≤a，中央政府由式 (1)给出的反应函数为(在 

相关 区域上 ) 

rI((I2)=吉(a一(I2一c．) 
地方政府的反应函数为 

r2(q．)=吉(a—q，一c ) 
解两个反应函数，我们得纳什均衡为 

ql’= rl((I2‘)和 (I2’= r2(ql‘)或 ql’ = 

学  ’= 
(下转第 7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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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因此这些作品 

中群体“自我扩张”的豪迈精神反映了人对 自身认识 

的半蒙昧状态和脱离生活实际的讲大话特色。 

其二 ，从忠于时代假象演变戒心造幻影 。一些诗 

人面对违背历史发展基本规律 的社会现象缺乏清醒 

认识 ，一味盲 目自信，还据此而调动畅想力 ，展开虚幻 

的构想，由此完成 的作品不论主体吹人多少热气 ，也 

只能是背离 生 活真 实 的一 场 随 心所 欲 。 田间所 作 长 

达七部、近一万八千行的叙事长诗《赶车传》就是这一 

创作现象 的集中反映；其小生产者意识的构思与粗制 

滥造的作风 ，给诗坛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小。 

其三 ，无视 社会实 际 ，掩盖 生 活真相 ，把创 作 引向 

粉饰现实 的境地。在 60年代初 三年 困难 时期 ，面对 

“三春饿殍”的现实 ，严阵竟然写 出一本《江南 曲》，一 

反 自己以往创作中制造时代神话的狂热奋进 的浪漫 

高歌 ，去唱社会宁静和谐 、生活安适满足的田园牧歌， 

这现象如果不认为是逃避现实 ，那该是粉饰现实。 

其四，1962年以后的诗坛火药味很足 ，气势凌厉， 

把浪 漫化 的阶级 斗 争 抒情 引 向人 为 的激 昂慷 慨 。如 

严阵的《竹矛》、张志民的《擂台》、陆柴的《重返杨柳 

村》。这一批向政治抒情诗群靠拢的诗人 尚且如此 ， 

本是政治抒情诗群中人的郭小川写《战台风》、《青松 

歌》，贺敬之写《雷锋之歌》，出现虚幻性 、浪漫化 、矫揉 

造作味，那更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上问题的出现，也都只能归结于诗歌(文艺)必 

须 为 政治现 实服务 这一极 左文 艺方针 极端 化 的推 行 。 

至于这时的政治抒情诗群 自身 ，则已和建国初期“放 

声歌唱”年代 贺敬之、郭小川等的政治抒情诗所遵循 

的审 美追求 有 了更 多 的不 一致 ，可 以说 它在 文学极 端 

意识 形态化 的语境 中，已从 一 般 的变化 转为 某种 意义 

上 的异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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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纳什均衡收益分别为 

t(gt‘，g2‘)：f 1‘和 (gl‘，g2‘)： 

( ) 
由于 中央政 府 的控 制成 本 要 远大 于 地 方政 府 的 

控制 成本 (归 因于 国有 金融 组 织 的低 效 所 累 织 的风 

险)，所以中央政府 q。‘的均衡配置量要小于地方政府 

q2‘的均衡配置量 ，同时中央政府的均衡收益 U。也小 

于地方政府的均衡收益 U 。 

在这一博弈 中，虽然中央政府的均衡收益 U，小于 

地方政府的均衡收益 U ，但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在金融资源的博弈中各方已取得了最大化收益 ，达到 

了纳什均衡 ，所 以如果金融资源配置的成本与收益状 

况不发生较大 的变化 ，中央政府是不会率先退 出，把 

金融资源的配置权让与民间。而给定 中央政府不退 

出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就是介入金融资源 

的配置。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配置金融资 

源成 为 中央与地 方博弈 的纳什均衡 。 

这一博弈给我们的启示是 ：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 

率可以在不改变国有金融制度的产权结构(因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资源已成为博弈 的均衡解 ，中 

央政府缺 乏 推动 国有 金 融 组 织改 革 的动 力 )下 ，通 过 

扶植 (或至少 不压制 )非政 府所 有 的金融 机构 ，当非 国 

有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 日益重要时，游戏规则将被迫 

改变 ，国有银行将面对竞争性 的市场环境 ，它们或者 

退出资源配置市场 ，或者改变经营行为，这样地方政 

府也就无法通过国有金融组织介入金融资源 的配置 

过程 ，从而金融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将获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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