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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现实中政府集中采购委托代理关系，利用委托代理理论的道德风险模型，分析 了对称 

信息条件下政府集中采购委托代理关系中最优风险分担条件，即：代理人行为透明、可观测；代理人属于 

风险规避型，委托人属于风险中性。基于此条件，从机构设立、监管以及人员激励三个方面提 出了政府 

集中采购委托代理机制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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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在市场经济国家已有 200多年历史，中 

国在这方面的规范工作落后 了很多。政府采购从 

1995年开始试点，1998年起在全国铺开，1998年政府 

采购规模为 31亿元，1999年为 130亿元 ，2000年，纳 

人试点的政府采购支 出 328亿元人 民币，2001年 比 

2000年翻了一番 ，达到 653亿，2002年政府采购将达 

到 1 000亿元，同时政府采购的范围也 由单纯的货物 

类扩大到工程类和服务类。应该说 ，政府采购在 国家 

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 ，在各行各业已经形成 了一个 

庞大的、潜力巨大的市场。 

就政府而言，随着各级政府开始推行政府采购制 

度 ，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凸 

现出来。采购中因信息不对称促成的“暗箱操作”，滋 

生了层层腐败 ，不少公职人员因此纷纷走上了不归路 ； 

同时，由于各方面监督不力，采购工作缺乏相应的透明 

性，造成大量的低效采购，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伴随 

着这些问题，在社会各界 的强烈呼吁下，《政府 采购 

法》于2002年6月终于颁布，从2003年1月 1日起实 

行。纵观此法，很重要的一点 ，国家在设区的市、自治 

州以上人民政府设立集中采购代理机构，负责采购纳 

人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 目，也可代理采购未纳 

人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 目。由此可见 ，在这次 

采购制度改革进程 中，采购代理机构的运行将起到关 

键的作用。以下拟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 ，基于委托 一 

代理模型，对政府采购代理机制进行分析。 

1 道德风险模型的应用 

信息经济学中，通常将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参 

与人称为“代理人(agent)”，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 

人称为“委托人”(principa1)。基于委托人——代理人 

的框架，信息经济学便出现了以下两种主要的模型：隐 

藏行动 的道德 风险模型 (model of moral haza】d with 

hidden achon)和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model of 

moral hazard with hidden information)⋯。就前者 ，假定 

政府为委托人，新成立的集中采购代理机构为代理人， 

代理人极有可能具有隐藏受贿行动的事后道德风险。 

对于代理人，设A表示可选择的行动组合集合，a 

是代理人选择的一个行动，可理解为代理人受贿的程 

度 ，具有连续性，a∈A。0表示随机变量，不受代理人和 

委托人的控制 ，可理解为客观上不同采购项 目可讨价 

还价的余地不一样 ，即有些项 目不一定具备集中采购 

的规模效应，而有些则能讨价还价 ，充分体现集中采购 

的规模效应，0∈T，其分 布函数和密度 函数分别为 

日( )和 ( )。l￡J(a， )是 a和 0共同决定的一个行动 

结果，同时决定委托人的收益仃(n，0)，譬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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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即代理人受贿越多，采购项 目价格就越高，委托人收 

益就越少；采购项目可讨价还价余地越大，委托人收益 

就越大。r(口)表示代理人的受贿收益，显然有r >0。 

对于委托人，设Y(10)为根据观察到的10对代理人 

的奖惩，如果代理人没有受贿，且项目也具备一定的讨 

价还价空间，则代理人受到奖赏 ，Y(10)>0；反之，代 

理人要受到惩罚 ，Y(10)< o委托人收益 (7r(口，0)一 

Y(10))，代理人收益即为 (Y(10))+r(口)。 

委托人期望的效用函数 表达为 

J {7r(口，0)一Y[10(口，0)]}h(0)dO 

代理人进入集中采购代理机构的参与约束为 

(AT) J {Y[10(口，0)]}h(0)dO+r(口)≥ 

表示代理人在代理机构以外其它行业能够获得的 

最大收入效用。 

代理人选择 口而不选其它 Va∈A，其激励相容约 

束为 

(Ic) I {Y[10(口，0)]}h(0)dO+r(口)≥ 

J {Y[t ( ，0)]}h(0)d0+r( )，V ∈A 

所以委托人在满足(AT)、(IC)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期 

望效用函数，即 

m ax J P{7r(口，0)一Y[10(口，0)]}h(0)dO 
Ⅱ'P 

(AT) J {Y[10(口，0)]}h(0)dO+r(口)≥ 

(Ic) I ；Y[10(口，0)]}h(0)dO+r(口)≥ 

J {Y[10( ，0)]}h(0)d0+r( )，V ∈A 

采用一般化分布方法进一步转化为 

maxfUp{仃一)，( )} 7r，口)dcr 
d，P J 

(AT) J [Y(7r) 7r，口)dcr+r(口)≥ 

(Ic) f [)，(7r) 7r，口)d7r+r(口)≥ 

J [)，(7r)l厂(仃， )d7r+r( )，V ∈A 

2 实现最优风险分担的约束条件 

假定委托 一代理双方信息是对称的，即代理人的 

行动 口能被委托人观测到。 

按此假定，代理人的行动将被限定在委托人所期 

望的程度，即代理人不能受贿 ，否则将受到纪检部门的 

处罚。代理人不具备选择行动的自由，所以激励相容约 

束(Ic)失去约束效力。分析委托人与代理人在代理行 

动确定情况下的最优风险分担，委托人期望效用函数 

进一步转化为： 

max J P{7r—Y( )} 7r，n)d7r 
q'P J 

(AT) J [Y(7r)] 7r，n)d7r+r(口)≥U．4 

构造拉格明 日函数为 ： 

t[y(7r)]=J {7r一)，(7r)} 7r，口)dcr+ 

A{J [Y(7r)l， 7r，n)dcr+r(口)一 } 

分别对 和 A求导，可得 =A 

两边对7r求导，得一 1一 )+AU"a dd7ry=0 

％ 一  一  分另IJ代表委托人与代理 

人的绝对风险规避度，其中 U >0， <0表示委托 

人属于风险规避者，U 为常数 ， ：0表示委托人为 

风险中性。(代理人同理 ) 

所以容易解得 = =去 (1) ■T 
由式(1)可知在信息对称情况下 ，帕累托最优风 

险分担分别为： 

1)当 >0， >0时，即双方均为风险规避者， 

>0,y为 7r的增函数 ； 

2)当 =0， >0时，委托人为风险中性，代理 

人为风险规避者 ， =0，此时 Y与 仃无关 ； 

3)当 >0， =0时，委托人为风险规避者，代 

理人风险中性 ， =1， 与 仃同步变化 ，且增幅一样； 

4)当 ， 均为常数时 号 +c，y(7r) 
与仃呈线性关系；当 ， 不为常数时，最优y( )就 

是非线性的。 

事实上，《政府采购法》第十六条规定“集中采购 

机构是非营利事业法人 ，根据采购人 的委托办理采购 

事宜”，很显然，采购代理机构成立后 ，委托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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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理人按照国家行政事业人员标准，严格遵照《政 

府采购法》的规定，按一定程序执行政府采购，严禁贪 

污腐败，代理人只是按国家事业编制人员标准领取固 

定收入，与代理采购机构的效益不直接相关，所有因不 

确定因素造成的风险由委托人全部承担。由此可知 ，现 

实中的信息分担正好与上述对称信息下的推论(2)相 

吻合 ，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奖惩 Y与 订无关 ，代理人领取 

固定收入。 

委托人风险分担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代理人受贿 

程度则不一定是帕累托最优 ，最终表达为： 

= 。 ( =0Y Y a u) = = 

Y=Y (a>O) 

当委托人观测到代理人没有受贿时(a=0)，代理人领 

到固定收人Y=yO；而 当委托人观测 到代理人受贿 

时(a >0)，代 理人将受 到监督 部 门的追究Y= 

(y<0)c 

现在由委托人的这种意愿反推至模型，即委托人 

如果要实现他的意愿 ，必须满足此模型的假设条件 ，很 

重要的两点：其一，代理人的行动是可观测的，如果不 

可观测，上述模型中的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将不可能 

存在(莫里斯，1975)；其二，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委 

托人在一般情况下为风险中性 ，如果代理人也是风险 

中性 ，那么最优风险分担将是上面的推论(4)，Y(7r) 

依委托人、代理人的风险规避度是否为常数，而与7r呈 

现线性或非线性的关系。另外，代理人的行动选择 ，在 

委托人能观测到代理人 的行动，严厉禁止腐败的情况 

下 ，代理人要满足参与约束(Ua(Y)+r(O)≥ U )，要 

求代理人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廉洁奉公、秉公守法。 

3 结 语 

从上面的推导中得到结论，政府集中采购的委托 一 

代理关系属于帕累托最优。当然 ，必须尽可能满足两个 

条件：1)代理机构行为可观测。虽然原则上代理人的 

行为不可能做到完全可观测，但通过一定的监管措施 

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透 明。2)代理人属于风险规避 

型。对于代理机构的设立 ，代理人员的挑选，委托人应 

尽可能考虑到选用风险规避型的人员，以确保最优效 

率的实现。 

从2003年 1月 1日起，《政府采购法》开始执行， 

各区、市以上的采购代理机构纷纷成立，代理各级政府 

进行集中采购。结合上述结论，针对采购代理机构的设 

立以及人员的激励和约束 ，拟给出以下政策建议一 ： 

1)机构设立时应慎重配备采购人员 

对于采购代理机构设立时人员的选拔，应制定一 

整套科学的考评系统。首先，要测试代理人对风险的偏 

好 ，因为委托人希望代理人是严格的风险规避者，以使 

自己效用最大，这就要求代理人在性格方面属于稳健 

型，不愿意为贪图小利而铤而走险。其次，要测试代理 

人的采购技能，随着国家财政政策的强化 ，政府采购支 

出逐年递增 ，这就要求采购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 

知识，有效合理运用纳税人的每一分钱，保证采购效 

率，同时还要对采购人员不断进行培训 ，使其能够适应 

发展变化的采购市场。最后是对代理人价值取向的测 

试，要求代理人不能唯利是图 ，拜金主义，应该有更为 

崇高的价值取向，因为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对事业单位 

福利待遇的期望效用高于他在其他任何行业的期望 

效用。 

2)对采购代理人员应有适当的激励措施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运行 ，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 

达到委托人的意愿，即使有了法律的约束 ，代理人与委 

托人之间也不会信息完全对称 ，同时，模型中假定了代 

理人是努力工作的，而在实际中并不一定 ，这都需要一 

定的激励措施才能实现。虽然委托人 —— 政府不愿意 

代理人的收益与政府采购收益挂钩，但为了达到激励 

目的，可以利用变相措施 ，比如 ，以对代理人的工作考 

评为基础，提供不同的培训机会，一方面可以激励代理 

人，另一方面还可对代理人进行梯度培训，以适应不断 

发展和变化的采购环境。 

3)对采购代理的约束应严格把关 

实际中，委托人并不能完全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 

要尽量做到这一点，委托人颁布了《政府采购法》，以 

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代理人的行动，从而使代理人的 

行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观测性 ，当然 ，委托人又是否完 

全贯彻了《政府采购法》，这就需要来 自以下 4个方面 

的监督 。 

a．采购机构内部的监督。采购代理机构在设立时， 

就应该仔细权衡其结构设置，以达到机构内部人员与 

人员之间、科室与科室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有效的监 

督，从机构内部控制腐败的产生及蔓延，并使之公开 

化 、明晰化。 

b．对代理采购机构实施审计。当然，不仅要对代 

理采购机构进行审计，对委托人同样要进行审计，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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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预算、计划下达、组织实施，到采购合同签订、履行的 

全过程进行跟踪审计。 

对代理采购机构审计调查的重点 内容应包括：检 

查采购计划执行情况；审计和调查采购方式和程序是 

否符合规定，对采购方式及采购合同不符合规定等问 

题，依法处理；检查采购中是否存在行业垄断和地方保 

护情况，并予以反映和揭露。 

C．发挥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是属于国家事业单位，应受到国家纪检部门的监督。纪 

检部门对于采购代理机构以及单位人员是否存在行贿 

受贿、贪污腐败等违纪现象进行严格监督。 

d．社会的监督。从2003年 1月 1日起，《政府采购 

法》开始实行，政府的采购原则、采购方式、采购程序、 

采购合同、监督监察、违法责任以及社会的质疑投诉都 

为政府采购制度的实行和监督奠定具有权威性的法律 

基础，同时，社会监督也就有了明确的尺度和法律的保 

障，这样，社会各界才可能积极参与到这项利国利己的 

监督之中。事实证明，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监督 

工作才是最直接 、最有效、最及时的；只有广大人民群 

众的参与，反腐败工作也才最深入 、最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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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Public Centralizing Procurement 

Based on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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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ider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 of agent procurement，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best risk sharing betw een them based on moral hazard model in principal—agent theory． First，the behavior of agent 

should be observable．Second，the agent should be risk aversion．According to it，the pape r gives any advice including 

the setting of institution，restriction and promotion of personal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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