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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世纪 30 年代
,

凯恩斯主义的诞 生标 志着现

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的出现
。

然而
,

随着凯恩斯主义

在 60 年代 的繁荣和 70 年代的衰落以及此后 货币主

义的复兴
、

供给学派的革命和新制度主义的产生
,

使

现代经济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20 世纪 80 年代 以

来
,

信息论
、

博弈论的产生更使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了

越发精细和完美的地步
。

本文中
,

笔者拟简要地解

释现代经济学在某些领域的最新发展
,

并尝试 阐发

其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
,

尤其是针对当前在选拔
、

任

用和管理流动项 目主任等问题 上所具 的启示意义
,

以期抛砖引玉
。

科学基金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1
.

1 什么是信息不对称

所谓信息不对称
,

简言之
,

就是 由于每个人所知

道的信息有所差异并最终对他们的决策产生影响的

现象
。

20 01 年
,

三 位美 国教授 乔 治
·

阿 克 尔洛 夫

( eG
o 飞

e A
.

kA elr of )
、

迈 克尔
·

斯 彭斯 ( A
.

iM ch ae l

s p e n e e )和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 ( Jo s e
ph E

.

S t i gl i z e ) 由

于在 20 世纪 70 年代
“

对充满不对称信息的市场进

行了深刻分析
” ,

奠定 了现代信 息经济学 的理论基

础
,

而分享 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

这使关于信

息不对称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
。

阿克尔洛夫的贡献在于
,

阐述了
“

买的没有卖 的

精
”

这一古老谚语存在的原因
,

即在一个充满不对称

信息的市场中
,

由于卖方对商品质量的了解 比买方

要多
,

卖买双方各 自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
,

所 以卖方

总能向买方推销低质量 商品
。

他 由此认为
,

信息不

对称使得买卖双方之间 的不公平 贸易不断发生
,

严

重的信息不对称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崩溃
,

或

者使市场萎缩成充斥劣等产品的市场
,

发生 劣等产

品驱逐优质产品的现象
。

阿克尔洛夫的研究解释了

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思想
,

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 的影

响
。

斯彭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
,

在一个充满不对

称信息的市场 中
,

具有信息优 势的个体为了避免信

息不对称的发生
,

如何 能够将其信息作为
”

信号
”

可

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具有劣势的个体
。

信号要求经

济 主体采取观察得到且具有代价的措施以使其他经

济主体相信他们的能力
,

或更 为一般地相信他们产

品的价值或质量
。

斯 彭斯将这一思想形式化
,

并应

用在劳动力市场分析上
。

他认为
,

由于劳动力 市场

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

所 以求职者必须

靠一种市场信号来帮助信息缺少的一方 (雇主 )进行

识别
,

比如毕业文凭
、

获奖证书等可以信赖
、

易 于识

别
、

标准化的凭证
,

以说明求职者的知识能力和道德

水准等信息
,

帮助信息劣势方进行识别
。

斯蒂格利茨则阐述了在一个充满信息不对称的

市场上
,

信息劣势方如何进行市场调整 以获取更多

信息的理论
。

他在 总结 了前两位学 者工作的基础

上
,

以保险市场为特例
,

提出了信息劣势方在非对称

信息的市场上如何 改变其地位的办法
。

他认为
,

保

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

虽然保险

公司无法确切地知道投保人 的详尽信息
,

但是保险

公 司可以通过
“

筛选
”

的方式给予其投保人有效的激

励 以使其
“

披露
”

有关 自身风险状况信 息
。

在筛选

中
,

保险公司通过提供可选择 的保险金额与保 费组

合 的合约菜单来区分保单持有人 的不同风险类别
。

阿克尔洛夫
、

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的分析理论

用途广泛
,

对科学基金管理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

1
.

2 科学基金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科学基金管理中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

以

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这项工作来说
,

我们与 申请 人之

间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

因为不了解或者不完

本文系作者在
“

我与科学基金
”

暨第二届 青年论坛 上 的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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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请项 目的意义
、

内容和前景等信息
,

我们处

工信息 劣势的一 力
一 ,

而中请人处 于信息 优势一方
。

不竹是信息劣势方
,

还是信息优势方
,

双方都必须采

取 定的措施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发生
,

否则
,

就会如

阿克尔洛夫所 言
,

要么 汁致科学基金制失败 (市场崩

溃 )
,

或者使劣质项 目 (劣质商品 )充斥 市场
,

乃至于

使 劣质项 目 (劣质商品 )驱逐优质项 目 (优质商品 )
。

为此
,

我们建立 厂同行评议制度
,

并通过这一 制度来

增进对
一

申清项 日的了解
,

改变我们信息劣势的地位 ;

向 中清人则通过格式化的 申请书以及现场答辩等多

种形式
,

将有关信息向我们传递
,

以便于我们择优支

持 实践证明
,

同行评议制度是克服我们 与项 目中

清人之问信息不对称的有效 手段

当前
,

随着科学基金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

我们

已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流动项目主任到国家 自

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工作
,

以保持科学基金的活力
,

大

力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原始性创新
。

流动项 口主任

制度的实施
,

标志着我们在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

方面迈 卜 r 一 个新的台阶
。

但是
,

同我们资助项 目
一

样
,

在选拔
、

任用流动项 目主任时也不可避免地存

在着我们 与候 选人之间信息 的不对称
。

主要体现

在
,

我们对候选人的学 术水平
、

学术判断能力
、

管理

能力以及道德水准等信息 知之不多或者知之甚少
;

另 一方血
,

只 有候 选 人 自己对 自己有 充分 的了解

这是典型的
“

斯彭斯信息不对称
” 。

因此
,

要做好选

拔流动项 日主任的 仁作
、

任用好的流动项 目主任
,

就

应借鉴现代经济学关于信息不对称研究的某些有益

的结 论
。

2 科学基金管理中的委托
一

代理关 系

流动项目主任制度的实施同时还带来
一

r 另一个

问题 许多同志担心
,

流动项 目主任人事关系不在

我委
,

只在囚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两年
,

难以

胶仔和 管理
,

并由此担 心他们会不严格遵守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各项规章制度
,

发生现代经济

学所谓的
“

道德风险
”

和
“

逆向选择
” 。

笔者认为
,

这

种担心是 可以理解 的
,

但却是不必要的
。

因为现代

经济学的 一个重要分支—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

梁告诉我们
,

即使是在当代组织最为严密
、

竞争最为

激烈的企 业组织 当中
,

企业 的所有者和企业 的经营

者也往往是不 同的
,

所有者因为不具备经 营和管理

企业的知识和能力
,

而委托具备这些知识和能力 的

人来经伪和管理企业
,

产生 了所有权 与经营权 的分

离和 委托
一

代理 关系 ( p d n C
ip l e 一 a g e n t )

。

这与我 们选

拔
、

任用流动项 目 主任来从 事科学基金竹理 具有非

常相似的一面
,

所不同的仅仅是前者追求 的是 共同

的经济利益
,

后者的 目的是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

荣
。

因此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委托
一
代理理论的

研究结论
,

对于我们科学管理流动项 日主任
,

既使其

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

又防范其
“

道德风险
” ,

具有深刻

的启示意义
。

新制度经济学
,

顾名思义 是在经济学研究之中

引人 了制度分析 的方法
,

其 重大理论贡献在 于将产

权约束和交易费用引人经济分析
,

这改变 了 一些 主

流经济学家 的思维方式
。

罗纳德
·

科斯 ( l{() na ld H
.

C o a s e

)和道格拉斯
·

诺思 ( l) a u g l a s s C
.

N ( , r t l l

)是这 个

学派的代 表人物
,

他们分别于 19 9 1 和 19 93 年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 产权分析是这个学派的 主要研究

内容之一
,

而所有权
一

与经营权分离
、

产生委托 一 代理

关系的理论问题又是产权分析的核心之 一
、 〕

我国借

鉴新制度 经济学 的研究成 果
,

最 早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

目的是为 了进一步搞活国有企
、
{仁

,

建 众现

代企业制度
,

使其成为 自主 经营
、

自负盈 ,J
、

自我发

展
、

自我约束的生产经营单位和 市场主体 后来发

现
,

新制度经济学还有一些研究成果
,

尤其是其 关 f

制度分析和制度设计以及把信息不对称 和博弈论引

人制度分析 的观点
,

对 于我 国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具

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

当前
,

新制度经济学在国际学

术界 已经 显示出强大 的生命 力
,

制度分析业 已成为

音J析现代社会经济问题 的有力 下具
-

从新制度经济学常识 中
,

我们知道所有权
`。经

营权是 可以分离的
。

因此
,

一 些 同志对流动项 11 主

任制度的担心是不必 要的
。

问题的关键是在所有权

和经营权在分离 以后
,

以了}
一

么 样的 手段来规范这种

委托
一

代理关系
,

保证两种权利能够各 司其职
,

各收

其益
。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还告诉我们
,

在所

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 下
,

委托人对代理人努力程

度的监督不仅成本高昂
,

而 巨常常并不可靠
,

其 币要

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性
,

即代理人拥有委托 人难以

获得的独家信息
、

这类信息 可划分为
“

隐蔽行动
”

和
“

隐蔽信息
” 。

前者包括不能为他人准确观察或臆测

到的行动
,

因此对这类行动订 立合 同是不可能的 ;后

者则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对事态的胜质有某些可

能不够全面的信息
,

这些信息却足 以决定他们采取

的行动是恰 当的
,

但 他人则不能完全观察到
。

在信

息非对称条件 下
,

代理人就容易利用委托人的授权

从事有悖于委托 人利益的活动
。

具体表现 为
,

一是

逆向选择
,

即在签约前代理人 已掌握私人信息 (lIJ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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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无法识别潜在代理人 的条件察赋时
,

劣质的潜

在代理人就可能成为现实 的代理人
,

发生 上述所 谓
“

劣质商品驱逐优质商品
”

的现象
;二是道德风险

,

即

合约签订后
,

代理人利用 自己的信息优势
,

采取 旨在

谋取 自身效用最大化却可能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机会

主义行为
。

所 以
,

我们认为
,

一定 要科学
、

合理地 设

计流动项 目主任制度
,

既促使流动项 目主任积极 发

挥作用
,

又有效防范
“

道德风险
”

和
“

逆 向选择
”

的发

生
。

3 政策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
,

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 的许多研

究成果
,

比如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
,

对

于我们在新世纪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科学基金制
,

对

于我们管好
、

用好科学基金
,

具有一定 的借鉴和启示

意义
。

针对 目前 已 经启 动实施 的流 动项 目主任 制

度
,

我们试 想谈 几点粗浅 的看法
,

以增进 大家 的共

识
,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 l) 一定要坚持
“

公开
、

公平
、

公正
”

的原则
,

在全

国范围内公开选拔
、

择优任用流动项 目主任
。

发 生
“

道德风险
”

和
“

逆 向选择
”

的原 因在 于信 息的不对

称
,

解决 了我们在选拔
、

任用和管理流动项 目主任工

作中信息不对称 的问题
,

实质 上就 防范 了
“

道德 风

险
”

和
“

逆向选择
”

的发展
。

因此
,

应树立
“

选人重于

选项 目
”

的思想
,

选拔办法宜正规化
、

公开化
、

标 准

化
,

应尽可能地详尽反映所有 申请人的信息
。

特 别

是应保持信息的通畅
,

克服 我们与 申请人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
,

因此必要时可 以将选拔过程
、

用人要求和

候选人信息在报纸上和网站上公开发布
。

( 2 )要用更长远的眼光完善流动项 目主任制度
。

这是因为从长远来看流动项 目主任制度的实施必将

积极推动科学基金制的完善和发展
,

因此对 于流动

项 目主任制度 的进一步完善
,

可以借鉴委托
一

代理理

论所带给我们 的启示
。

我们不仅可以利用事后罢免

的
“

威胁
”

手段乃至 限制其 申请科学基 金项 目的办

法
,

保证流动项 目主任在实现 自我利益 的同时
,

较好

地为科学基金事业服务
,

而且可以设计一个
“

代理人

市场
” ,

让他们之间充分竞争 而不是产生
“

联盟
” ,

从

而产生 自动的激励
。

( 3) 要选拔那些德才兼备
、

确实优秀的人才予以

任用
。

从前面的论述
,

我们知道
,

不论是信息不对称

理论
,

还是新制度主义关于委托代理理论 的表述
,

都

隐含 了一个重要 的前提假设
,

即
“

经济人
”

假设
。

实

际就是假 设每一个 人都追 求个人经济利益 的最 大

化
。

否定 了这个假设
,

我们就无所谓市场 中的信息

对称与不对称 了
。

新制度主义对委托代理关系的研

究也一样
。

这说明道德水平对于我们的分析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

它给 予我们的启示就是
,

在选拔流

动项 目主任时
,

我们既要注重候选人的学术水平
、

学

术判断能力
,

更要注重其道德水平
。

( 4 )要提高流动项 目主任的待遇
。

目前我们 承

诺给予流动项 目主任 的待遇并不高
,

不足 以吸引高

水平
、

高素质
、

一 流的科技人员来委工作
,

因此有进

一步提 高其待遇的必要
。

提高流动项 目主任 的待

遇
,

既是增强科学基金对流动项 目主任的激励机制
,

也是增加他们
“

犯错误
”

的机会成本
。

提高待遇不是

直接增加岗位津贴
,

而是借鉴企业 管理 中股票期权

的思想
,

在流动项 目主任任期届满经审计
、

考核和考

评后
,

根据审计
、

考核和考评的情况
,

从学部主任基

金或者委主任基金或者从单独设立的流动项 目主任

专项基金中一次性拨付一笔经费
,

资助其 回到原单

位继续开展科研工作
。

这笔经费加上其在聘期间的

岗位津贴应有一定的强度
。

需要说 明的是
,

目前在

企业管理的实践 中
,

股票期权被认 为是解决两权分

离下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种非常重要而

又有效的控制工具
。

( 5) 要进一步加大纪检
、

监察
、

审计
、

监督工作的

力度
。

2 0 0 0 年 以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纪

检
、

监察
、

审计
、

监督工作得到 了加强
,

成立了独立的

联合办公室
,

各项工作有了新 的进展
。

流动项 目主

任制度实施以后
,

这方面工作力度需要继续加强
,

特

别是要建立流动项 目主任离任审计制度
,

联合办公

室在职能上要相对独立
,

在纪检
、

审计
、

监察和监督

的信息上要与科学部和组织人事部门共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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