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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人力资源工龄买断的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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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产品市场需求不足条件下，产品的价格就会降低，引起企业经济效益的滑坡，对此，企业 

需要调整经营计划与决策，解雇一些产出价值低于工资投入的绩效较差的员工，企业买断计划提供员工 

自愿离开企业的有效途径，只要员工离职后到企业外部谋生所得报酬总值超过员工在需求不足下的产 

出价值总和，买断计划可以实施；在买断过程中涉及到企业与员工就买断最后定价的经济博弈问题，在 

假设争议双方能互相协商谈判解决分歧形成一致价格和不能就价格达成共识情况下，分别讨论争议双 

方的博弈行为，得到Nash均衡解以及双方所持的均衡战略，当存在仲裁第三方定价时，争议双方对仲裁 

方定价信念的不确定程度对均衡结果有直接和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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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人力资源工龄买断⋯是裁减或解雇员工的 
一 种形式，它是指当企业遇到经营业绩上的困难或者 

需要缩减企业规模时，企业与员工之间通过相互商议， 

达成由企业出资买断员工所在企业工作的剩余工作时 

间的一种协议计划，工龄买断后，员工自愿脱离企业， 

另寻他职。 

工龄买断产生的经济背景主要根源于产品市场的 

需求不足或供过于求，企业的产品销售、生产经营、人 

员雇佣、投资计划、财务核算等诸多方面随之产生连锁 

反应，这种负面影响经常是极其严重甚至有时是致命 

性的。这时，企业要及时重新调整企业经营战略特别 

是改善劳动力结构，留住业绩好的员工，解雇绩效差的 

员工，削减劳动力中的高成本部分；当然，在解雇员工 

过程中，企业也会顾及到法律和声誉等方面的影响，妥 

善处理解雇问题，企业希望做到以最低的成本完成解 

雇员工的工作，工龄买断计划就可提供这样一种有效 

解决途径。笔者用经济博弈论方法，通过构建相关模 

型，对企业人力资源工龄买断计划进行理论分析。 

1 工龄买断条件 

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权威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经济 

学家 Lazear，Edward P教授等人经过认真细致深入研 

究，发现工龄买断与员工从年龄t脱离企业起到退休止这 

期间所涉及到的3个重要经济变量有关：1)员工在企业 
r ， ．、 

内部工作所得工资现值总和尸 ( )：∑万 ， 
‘：f ＼ ⋯ ， 

其中， (i)表示年龄为 i时企业员工内部收入，t表示 

员工实际年龄， 为退休年龄，s表示离散时间年贴现 

率，下同；2)员工从事其他工作所得报酬现值总和 
r ， 

PV(A )=∑ ，A( )表示年龄为i时企业员 
‘：# ＼ ⋯ ， 

工从事其他工作所得报酬；3)当需求不足时，员工在企业 
r ，_、 

内部工作所创产值之现值总和PV(y )=∑万 ， 
‘ I ＼ ⋯ ， 

Y( )表示当需求不足时，年龄为 i时企业员工在企业 

内部工作所创产值。将这3个变量结合起来，得到关 

于企业员工工龄买断计划可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存在一个买断价格P，使得以下2个条件同时成立：1) 

对于员工P满足P+PV(A )>PV( )，这就是说，只 

有当员工从事其他工作所得报酬现值总和加上买断价 

之和超过他在企业内部中的工资现值总和的时候，员 

工才会接受一个买断价 P；2)对于企业 P满足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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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y )<PV( )，这表明只有当买断出价低于员工在 

企业内部中的工资现值总和与其产值现值总和之差 

时，企业才愿意提供买断价。不难证明，该充要条件可 

以等价于：PV(A )>pv(y：)，这个等价条件较前者优 

点更多，它可以避开计算员工在内部工作所得的工资 

现值总和PV( )，而且经济含义十分明显，它表明i 

一 个有利可图的买断计划能够被企业所提供的充要条 

件，就是员工从事企业外部其他工作的报酬现值的总 

和超 过 他在 企 业 内部 的产 值 现 值 的 总 和。令 

PV( )一PV(A )=口，PV( )一PV(Y )=b，容易知 

道：口表示员工工龄买断最低要价，b表示企业工龄买 

断最高出价，由工龄买断计划可行的充分必要条件知： 

口<b；因此，企业员工工龄最终买断价格P∈[口，b]。 

然而，最终买断价格如何确定?争议双方通过何种方 

式解决分歧?双方各自出价策略又如何?这些问题尚 

未进行研究，笔者试图构建模型，应用博弈论方法就上 

述问题进行探讨，给出一种理论解释。显然，P的确切 

取值则取决于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若企业还价能力 

更强，则P<(口+b)／2；若员工讨价能力更强，则P> 

(口+b)／2。一般地，企业希望 P越小越好，员工则相 

反，从博弈论角度看，这种双方讨价还价的经济问题实 

际上就是企业与员工之间进行的博弈。 

2 博弈分析 

考虑2个局中人：企业与员工，双方就员工最终工 

龄买断价格P E[口，b]进行讨价还价，各自希望获得更 

大利益，以下就双方最终能否达成一致协议分别 

讨论 _4]。 

2．1 一致性价格博弈 

假定企业与员工双方共同协商，最后就员工工龄 

买断价格P达成一致，于是，员工获得的效用为 U = 

P一口>0，企业获得的效用为 =b—P>0，如果双方地 

位具有对等性，谈判能力无差异，大家商定以彼此之间 

所得效用差别最小为目标：min I 一 I，这等价于 

max{U 。 }=max
．
(P一口)(b—P)，于是，Rash均衡 

d‘p‘0 

解为：p=(口+b)／2。这说明在双方谈判能力相当时， 

均衡结果就是中间价格，可以调和双方的定价分歧。 

2．2 非一致性价格博弈 

2．2．1 仲裁定价 

对于买断最终定价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这时， 

可以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仲裁解决，在最后定价仲 

裁 中，争议双方提出最后要价水平，仲裁方选择其 

中之一作为仲裁结果，最终敲定买断价格。这个定价 

争议博弈的顺序是：首先企业与员工同时提出各 自所 

希望的定价水平，分别用p，和P 来表示，然后仲裁方 

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作为结果；因此，该博弈属于完全 

信息静态博弈。从实际经济背景出发，企业会尽可能 

让Pl很小，同时员工则会设法使P 变大，于是，可以认 

为：p >Pl。假设仲裁方作为争议双方的局外人对工 

龄买断价格持有一个 自己认为合理的价格P，仲裁规 

则是：选择争议双方出价中距离P最近的要价；换言 

之，若P>(P +p1)／2，则取P=p ；若P<(P +p／)／2， 

则取P=p，；若P=(P +p／)／2，则可以随机通过投掷硬 

币确定选P=p，或P 。P为仲裁方私人信息，争议双方 

不知，但他们会猜想P是一个随机变量，分布函数为 

V(p)概率密度函数为 P)，于是，根据上述假定，双方 

估计所能被选取的概率 P{p，被选}和P 被选中的概 

率 P{P 被选}可以分别表示为： 

P{p，被选}=P{P<(P +p~)／2}=F[(P + )／ 

2]，以及 

e{p 被选}=I—P{p，被选}=I—F[(P + )／ 

2]。 

在定价水平P两种可能取值下，期望定价 =p，· 

P{ ，被选}+P ·P{P 被选}=p／F[(P +p~)／2]+ 

P {1一F[(P +P1)／2]} 

因为企业目标在于E 最小化，而员工则相反。若 

双方要价(p ，p )是这一讨价还价博弈的 Rash均衡 

解，那么企业和员工的最优战略分别是 

p ∈argmin[E ]=p [(p +p~)／2]+p：{1一 

(p-+p，)／2]} 

p-∈argmax[E ]=p，F[(P +p )／2]+P {1一 

F[(P +p )／2]} 

根据求函数最优化的一阶必要条件【6]，可得要价 

组合(p ，p )应满足以下方程： 

F (p：+p；、)／2 =(1／2、)(p：一p：、)， (p：+ 

p )／2]， 

1一F[(p-+p )／2]=(1／2)(p 一p ) (p + 

p )／2]。 

从而有 (p +p )]=1／2，代人上面两个一阶 

必要条件之一便有p —p =1研 (p +p：)／2]。这 

说明，双方要价之差等于双方要价平均值概率密度的 

倒数。 

现在假定局中人猜想仲裁方认定的合理价格P分 

别服从2种常见概率分布，具体给出博弈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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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P服从[n，b]上的均匀分布，这表明争议双方认 

为仲裁方出于公平、简单起见，会在区间[n，b]内等可 

能取值；这时，容易计算争议双方出价之差p 一p = 

b一口，仲裁方的期望定价E。=(n+b)／2，该博弈 Nash 

均衡解为(p ，p )=(n，b)，经济含义可解释为：由于 

争议双方同样持有对仲裁方估价均匀特性的信念，期 

望定价将等于最低要价和最高出价之中值，故双方会 

竭力选择满足自身利益最大的极端定价值，最后交仲 

裁方去决定；2)若P服从[n，b]上的正态分布，P～ 

N(／z，or )；这表明争议双方虽然认为仲裁方会扼守职 

责，但是不会简单地进行均匀决策，更会考虑区间[n， 

b]内不同区域定价的差异性，而且，仲裁方认为裁定 

价格居于[n，b]内中间区域的概率必然大于其他区 

域，2个端点所属小范围极端取值可能性应是很低的； 

显然，正态分布相对于均匀分布定价假设是更符合经 

济现实。同样，通过计算，不难得出该博弈的 Nash均 

衡解为p = + ／̂／叮r ／2，p =IX一~／叮r ／2，以及 

p 一Pf =~／2叮r ；经济含义是：争议双方的均衡要价 

是关于仲裁方定价均值对称，要价之差随双方对仲裁 

方定价方案不确定性(or )的提高而增大。由于博弈 

双方认识到提出一个更激进的要价(员工要更高的出 

价，企业要更低的要价)，虽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好的 

结果，但是被仲裁方选中的可能性却会降低，于是，他 

们不得不认真考虑高收益与高风险之间的权衡问题。 

如果不确定因素or 变大，双方就会倾向于冒险选择极 

端定价，反之，一旦不确定因素消失( )，双方的开 

价就会集中在期望值附近，因为仲裁方选取期望值作 

为定价结果的概率是极大的。 

2．2．2 非仲裁定价 

假设当员工出价P 与企业要价p，时，员工效用函 

数为 (P ，p，)=p，+Ap 一n，企业效用函数为 (p ， 

)=b—rp，一P ，其中，A和r分别视为影响系数(O< 

A，r<1)，可以体现双方各自出价对对方决策影响的 

非对称性，效用函数隐含着双方对于对方的出价具有 

更高的价敏感性，又因为aU．／Op >0，aU．／Opf>0，以 

~oU／op <0，a apr<0，说明员工希望出价P 与 

要价p，愈大愈好，企业则相反，所以上述2种效用函 

数与经济实际是符合的。假定争议双方决定通过协商 

解决工龄买断定价问题，勿需涉及第三方参与，这便是 
一 种非仲裁定价形式。如果双方决定最终定价取决于 

彼此效用差别最小，这时，该博弈问题可化为求解如下 

最优化问题： 

maxV(p ，Pf)= (P ，Pf)‘us(p ， )= 

(P +A p，一n)(b—r P 一Pf) 

解此最优化问题得到Nash均衡解为：企业均衡要 

价Pf =(n一 )／(1一Ar)≠n，员工均衡出价p = 

(b—ar)／(1一Ar)≠b，这里要求A<a／b，以保证价格 

为正数。可见，双方均衡定价结果会顾及到彼此互相 

了解的信息和可能造成的影响，迫于谈判成功，都会做 

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这是综合性的富有理性的决策行 

为；由于他们都理性认识到各自固执地选择单方面利 

己的极端价是无法达成共识的，因此定价选择应该偏 

离极端价，Nash均衡解是双方做出高姿态让步的 

结果。 

3 结 论 

在产品市场需求不足或者企业规模压缩时，员工 

的产出贡献价值就会因此降低，企业需要解雇部分低 

绩效的员工，一个可以诱导员工自愿离开的方法是工 

龄买断计划，对这些产出不及企业对其投人的员工，只 

要当员工离开企业后到退休止，员工的工龄买断价和 

员工的外部谋职总收益能够补偿其企业所得时，工龄 

买断就有可能实施，这时，由于员工工龄买断最低要价 

低于企业工龄买断最高出价，所以双方就最终工龄买 

断价格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不同条件下的博弈行为 

其博弈最终结果是可能有差异的，能否获得更为满意 

的定价，主要取决于双方出价能力以及可能妥协的余 

地，当存在有仲裁方作为第三者参与时，仲裁方的自我 

定价信念和博弈双方的抗风险能力还会影响均衡定价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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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ame on Layoff M echanism for Human Resource in Enterprise 

LE|Yong，PU Yong-jian 
(College of Economics&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hortage of demand on goods，the prices of goods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enter— 

prise wiU faU．The enterprise should adjust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and some employees whose output values 

are lower than their wages from the enterprise will be fired．The layoff mechanism from the enterprise can provide an effi— 

cient way for these employees to leave voluntarily．As long as the total value of reword outward of the enterprise can ex— 

ceed their total output values．the layoff mechanism can be put in practice．Th ere is the economic game on the final 

price for the layoff during the process．In the cases of reaching consistent agreement on it or not between the employees 

and the enterprise．the results of game such as Nash equilibrium and stratagem are respectively discussed．The degree of 

uncertainty of the faith on the price from the arbitrator will affect largely the equilibrium when the arbitrator is involved． 

Key words：shortage of deman d；the layoff mechanism；the game on the price；Nash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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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 of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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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constructs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basing on the total quantity description of e— 

conomic growth of Chongqing．Using the section data，time sequence data and panel data of Chongqing from 1952，es— 

pecially from 1 978，the authors analyze the factor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ongqing，and investigate influence mech— 

anisms and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growth which are made by technology progress，physical capital，human capital，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o on．Th en they test whether the district and county economy of Chongqing con— 

verges，and obtain a result that it has a positive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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