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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其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向鹏成 ， 任 宏 ， 郭 峰 ’2 
(1．重庆大学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重庆 400045；2．贵州大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贵阳 550025) 

捅要 ：介绍了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本 内容，并对信息不对称理论进行 了评述。构建 了工程项 目管理 中的 

信息模型 ，对业主和承包商双方在招投标阶段和履约阶段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进行 了重点分析 ，最 

后从加强信息网络建设、设计舍理的契约、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加强诚信建设和培育公正、规范的中介机 

构及建立项 目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提 出了解决项 目管理 中信息不对称 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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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Project Management 

XIANG Peng—cheng ，REN Hong‘
，
GUO Feng ' 

(1．College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Real Estate，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400045，P．R．China；2．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P．R．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tent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and comments on the theory of infor- 

mation asymmetries．It establishes all information model i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 

tion asymmetries between owner and contractor in the phase of bidding and fulfilling．It presents some countermeasures of 

resolving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in the project management such as building information network，devising reasonable 

contract，reinforcing government S guidance，strengthening the good faith，breeding intermediate agency，building the 

system of early risk warning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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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 

学家：乔治 ·阿克尔洛夫、迈克尔 ·斯彭斯、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以表彰他们20世纪70年代在”对充满不 

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他 

们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并得到实 

践的验证，为现代信息经济学做出了奠蛰l生的贡献。 

1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本内容 

所谓信息不对称就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人之间不 

作对称分布的有关某些事件的知识或概率分布。信息 

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 

用来说明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上，相关信息在交易双方 

的不对称分布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市 

场运行效率问题。在不对称信息对策研究中，通常将 

对策中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而处于信息 

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不对称信息的所有模型都可 

以在委托人——代理人的框架下进行。传统经济学基 

本假设前提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人”拥有完全信 

息。实际上人们早就知道，现实生活中市场主体不可 

能占有完全的市场信息。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代理 

人为了自身利益可能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选择对委托 

人不利的行为，从而引发信息不对称理论中的两个核 

心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是研究事前不对称信息的博弈模型，指 

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利用对方对信息的无知而隐瞒相 

关信息，获得额外利益，客观上导致不合理的市场分配 

行为。 

道德风险是研究事后不对称信息的博弈模型．指 

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自身利益而故意隐藏相关信 

息，对另一方造成损害的行为。道德风险的存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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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交易的风险性和交易成本。 

信息的不对称分布对任何市场主体都是适用的， 

也正是因为信息是不对称分布的，人们才会从事各种 

信息的收集、服务、生产和消费。所有信息活动的目的 

都是为了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使各方尽量掌握充分的 

信息。信息不对称必定导致信息拥有方为牟取自身更 

大的利益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为减少或避免这 

类行为的发生或者降低信息搜寻的成本，提高社会资 

源配置效率，经济学家为此提出了许多理论和模型。 

2 信息不对称理论评述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通常假设市场交易双方都具有 

完全的信息，然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主体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发现信息 

的能力也十分有限，从而使其决策行为面临许多的不 

确定性，这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 

了直接冲突。信息不对称问题理论恰恰正是在弥补传 

统的经济学理论的漏洞的基础上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理 

论的新发展。 

2．1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对传统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可能造成信息占有优 

势一方经常会作出“败德行为”和信息占有劣势一方 

面临交易中的“逆向选择”，这两种的直接后果是扭曲 

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误导了市场信息，造成市场失灵。 

因此，必须设计最优的市场体制方案来防止信息不对 

称问题带来的“市场失灵”，这一理论不仅为洞察市场 

经济的运行拓宽了理论视角，而且也为转型经济中的 

发展中国家进行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供了具有启发 

性的思路。 

2．2 信息不对称理论促使了行为经济学的诞生 

由于人的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心理活动 

的反映，而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正是由于人们心理 

活动的“屏蔽性”造成的。因此，在研究信息不对称问 

题时，有必要研究造成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心理行为动 

机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经济学必须开 

始转向经济学与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的结合。因此、可 

以这么说，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出现实际上标志着经济 

学开始从建立在许多严格假设基础上推导出来的许多 

脱离实际的一套“空中楼阁”似的理论模型向基于现 

实经济生活的理论解释位移，因此它具有革命性的意 

义，并且在一定意义上促使了行为经济学的诞生。 

2．3 信息不对称理论推动了博弈论的发展 

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于人们心理活动 

的“屏蔽性”造成的。因此，交易双方实际是在进行心 

理上的博弈，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进行较量，而这种较 

28巷 

量本身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的。因此，对信息不对 

称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弈论的发展起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 

2．4 信息不对称理论促使了人们对信息的重新认识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收益就是劳动成果或产出，然 

而人们很少想到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少 

就是意味着一项收益。因为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使 

人们在决策时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 

的减少必须花费经济成本。因此，这种经济成本的减 

少也就是增加了收益，这也是信息就是财富的又一有 

力证据。另外，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说明了信息传 

递的重要性，因为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对 

称，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与对话，相互传递信息， 

交易双方才能取得交易的成功，从而自由市场机制才 

能有效发挥作用，防止出现市场失灵。 

3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工程项目管理 

信息对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信息的不对称分布 

对任何市场主体都是存在的，也正是因为信息是不对 

称分布的，人类才会从事各种信息的收集，交流活动， 

开展信息服务，进行信息的生产、消费。所有信息活动 

的目的都是为了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使各方尽量掌握 

充分的信息。 

信息不对称分布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正在深深地影 

响着市场经济的每个方面和改变着许多重要的市场概 

念，信息不对称理论同样对工程项目管理也产生了重 

大影响。 

3．1 项目管理中的信息模型 

在项目管理中，同样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 

就某一项目而言，从项 目策划开始到项 目完成的全过 

程中，项目的行为主体即项 目组织涉及N,_IR主、承包 

商、监理单位及中介咨询机构、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业 

主也称建设单位、开发商或甲方，是项目产品的买方； 

承包商包括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也称乙方，是项 

目产品的卖方；监理单位及中介咨询机构是受业主方 

或其它经济人委托对项目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或咨询 

服务；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是依据法律法规对项目进行 

管理、监督，既包括建设主管部门，也包括相关的环保、 

市政、消防、卫生、计划等部门。 

根据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及项目所涉及的各行为主 

体之问的关系，我们可以构建如图l所示的项目管理 

信息模型。 

3．2 项目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分析 

项目管理信息中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存在于两个 

行为主体之间，也可能同时存在于多个行为主体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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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 目管理信息模型 

本文重点研究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3．2．1 招投标阶段的信息不对称 招投标阶段是业 

主和承包商相互对策和双向选择的过程。一方面，业 

主要综合考虑投标方的资质、业绩、报价等因素选择承 

包商；另一方面，承包商也存在对业主的选择问题，希 

望选择信誉高、有资金实力、手续齐全的业主。在这种 

相互选择的过程中，双方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主 

要表现在：业主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建造需求，但对投标 

商的信息了解较少，如承包商能力、素质、技术、装备、 

管理、服务等信息，这样业主就属于信息的劣势方，而 

承包商是信息的优势方；而承包商对自身的能力了解 

较多，而对业主的详细营造意图、财务支付能力、项目 

手续等信息了解较少，反过来承包商成为信息的劣势 

方，而业主方成为信息的优势方。在这种不对称的信 

息场中，为了掌握对方的信息，双方都会付出成本进行 

信息的搜寻和分析，进行讨价还价和对策，在不断的对 

策中达到均衡而达成协议。一方面，承包商为了使业 

主了解自己的技术、质量能力及信誉等，需要通过广 

告、质量认证等各种方式，将自己在营造方而的能力及 

信誉等信息传递给业主。另一方面，业主为了选择承 

包商，也需要调查、了解和评价承包商。 

3．2．2 履约阶段的信息不对称 当业主选择了承包 

商，并签订了承包合同之后，同样存在着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承包商比业主更了解自己的建造 

行为，如使用人员的素质、材料的质量、建造方法与技 

术等。业主不可能完全掌握承包商是否严格按照合同 

进行施工，是否有偷工减料行为和“偷懒”的行为。这 

样，业主就是信息劣势方，而承包商就成为信息优势 

方。同时，承包商不了解业主的信誉、资金能力，由于 

业主的道德风险有意拖欠工程款，这时承包商对业主 

的不利选择将给自己带来损失。因此，在这种相互对 

策的交易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双方都存在着不 

确定性，都不能完全控制选择行为的最终结果，都存在 

着由于不利选择而可能造成的风险，其根本原因是商 

业信誉，也就是存在道德风险。 

3．3 解决项目管理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对策 

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市场 

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市场效率低 

下都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对其加 

以控制，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 

3．3．1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 信息的获取可以减少市 

场的不确定性，是克服信息不完备、不对称的重要手 

段。为了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市场的负效用， 

可以通过大量获取市场信号来平衡交易双方的信息不 

对称。为获得高质量的信息，还应加强信息基础建设， 

建设以数据共享为目的的集成数据环境。在项目管理 

过程中，采用数据标准，建立共享的集成数据环境，避 

免“信息孤岛”的形成，实现项目管理信息的数字化、 

自动化、网络化与集成化。通过信息手段的建设，将项 

目管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到最低限度，以 

保证各行为主体决策的正确进行 

3．3．2 设计合理的契约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业 

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交易 

双方的交易行为实质上是订立契约的行为。为了确保 

交易前后双方的利益均衡，设计一种合理的契约是避 

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重要 

手段。其核心是要建立一种刺激一致性的信息机制， 

使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一致。业主为了使承包商在 

其不能观察的行为中不会因为信息的不对称而损害自 

己的利益，需要设计一种既能达到业主目的，承包商叉 

愿意接受的契约。设计满足以下两个约束条件的激励 

合同，第一个约束条件是个人理性约束，又叫参与约 

束，也就是说要使承包商有积极性参与进来。第二个 

约束条件是激励相约约束，也就是说，要使承包商有积 

极性按照业主的希望，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3．3．3 加强政府政策引导 随着现代市场的日趋完 

善，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日益强化，从信息分析的角 

度，将政府纳入建筑市场作为实体，体现了政府通过相 

关信息调控业主和承包商的交易行为的作用。政府对 

建筑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是引导项目管理正常发展，解 

决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的有效途径，尤其在当前中国 

发展市场经济、建立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过程中更为 

重要。为此我们必须贯彻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建立 

和健全各类建筑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做到 

门类齐全，互相配套，避免交叉重叠，遗漏空缺和互相 

抵触。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充分发挥和运用法律、法规 

的手段，培养和发展我国的建筑市场体系，确保建设项 

目从前期策划、勘察设计、工程承发包、施工到竣工等 

全部活动都纳入法制轨道。 

3．3．4 加强诚信建设 诚信，是指一个人、一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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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性、社会责任感和可信任程度。在商品经济社 

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及个人商业信用状况，以及 

整个社会经济信用关系的信赖、认可程度，是衡量某个 

国家、地区或经济组织的经济环境和运行状况及社会 

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必须规范和整顿建筑市 

场秩序，逐步在建筑市场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 

好风尚。业主和承包商均应树立诚信意识，对自身行 

为进行规范，加强相互沟通，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现 

象。只有加强诚信建设，才能够在业主和承包商之间 

建立起一种相互信赖、相互认可的经济关系，才能降低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 

3．3．5 培育公正、规范的中介机构 为了减少信息不 

对称，可以通过第三方即监理人员对建设工程项目进 

行监督和管理。监理人员具有专业上的优势，他们以 

自身信誉为保证，以信息服务为主要活动内容，是建立 

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的重要因素。为此，要培育公正、 

规范的中介行业，建立起能使信息达到对称的机制。 

由行业协会建立“游戏规则”，对信息的披露做出系列 

的、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约定，增加信息透明度， 

使中介行业成为信息流中心，“公正、公平和诚信”的 

平台。 

3．3．6 建立项目风险预警机制 控制项目风险的重 

要一点就是建立项目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信息不 

对称”的风险预警。项目风险预警主要是对项目运行 

过程中各风险因素对项目影响的可能性进行分析、预 

报；项目风险预警机制则是按项目风险因素设计相应 

的指标体系和经验性目标参数，经目标值与观测值相 

比较来决定项目风险程度的事前控制。建立项目风险 

预警机制有利予陕速发现关键风险因素，将这些关键 

因素作为风险管理系统的风险预警点并及时进行预 

警，达到提前控制、预先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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