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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代理人类型有一定程度相关性的信号能够改变委托人的初始信息结构并因此影响委

托人的契约设计 现有文献很少讨论事前不可验证的信号对契约参与者事前福利的影响 相比

对事后福利的研究
,

对事前福利的研究在契约设计 中更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研究 了信号对契约

参与者事前福利的影响 结果表明 委托人通过对信号的观察改进契约会提高委托人的事前期

望剩余 委托人的初始信息结构和信号的信息量是影响代理人事前期望剩余的关键因素 在一

定的严格条件下
,

委托人对信号的观察能够增加代理人的事前期望剩余
,

即实现事前期望福利

的帕 累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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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契约理论
,

又称机制设计理论
,

主要研究在不

对称信息情况下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设计

与实现 在契约设计理论中
,

研究事前不对称信息

博弈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 在经典的逆向选

择模型中
,

自然选择代理人的类型
,

代理人知道 自

己的类型
,

委托人不知道代理人的类型
,

但知道代

理人类型的概率分布 委托人通过设计一组满足

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的最优契约
,

以揭示 出

代理人的私人信息 〔’」的显示原理保证了

委托人可以仅设计一组简单的契约来实现以上 目

的
,

该契约个数至多等于代理人类型空间的基数

在此基本框架的基础上
,

很多文献对经典的逆向

选择模型进行了扩展
,

和 ’〕研究 了

代理人不 同类型分布下 的契约设计
, 〔’〕研

究了具有不同类型倚赖的参与约束下的一般性模

型
、

和 ’〕对委托人和代理人风险类

型不 同假 设 下 的 模 型 进 行 了 研 究
,

和

〔’〕对不同承诺责任假设下 的契约模型

进行了研究
,

李富强等〔 〕详细研究了成本函数凸

性在逆向选择契约设计中的作用
,

认为逆向选择

就是租金抽取与效率的权衡
,

而且低效率类型产

出扭曲的方向依赖于斯彭斯 一 米尔利斯条件的保

号性 和 ’
对上述部分理论及其

应用作了很好的概括性结论 上述有关逆 向选择

契约设计的文献大部分着重分析不对称信息下委

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和福利情况
,

并参照对称信

息下的结论提出改进措施或政策建议 实际上
,

委

托人通过各种途径总能够观察到一些与代理人类

型有一定相关性的信号
,

并利用该信号改进对代

理人类型分布的认识
,

继而改进契约设计 委托人

通过观察信号来改进契约设计如何影响契约参与

人的福 利
,

鲜有 文献进 行 系统 的研 究
,

本 文 在

和 〕的研究基础上对上述问题

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研究信号对福利的影响可 以分为对事前福利

的 影 响 和 对 事 后 福 利 的 影 响 和
‘ 〕讨论了委托企业根据代理企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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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所显示的类型和事后可验证的信号来确定事

后信息租金
,

但这种事后契约改进具有证实性而

不具有现实操作上的普遍适用性 在实际操作中
,

往往需要通过对事前期望福利变化的研究来确定

委托人的信号观察行为是否可行
。 〔 〕通过

分析定价中的机制设计来讨论与消费者类型相关

的信号对契约设计及事前福利的影响
,

但该文 中

信号的作用是确定订购决策与消费决策之间的相

关性 和 ’。」讨论了规制者对被规制

部门的激励计划的改革
,

从事前的角度研究了规

制者的信号观察对被规制部门节约成本努力的影

响
,

并认为信号的信息量
,

即信号与被规制者类型

的相关程度
,

是影响该努力的关键因素 该文突出

了信号的作用
,

但并没有研究信号对福利的影响

张娥等 「” 〕研究 了网上交易的诚信交易激励机制

设计中信号的作用机理
,

郑君君等仁” ,在文 中附带

的定性分析了股权激励中企业 内部信息的作用
,

张新立等〔” 」分析了联合投资激励契约安排 中通

过多阶段的契约观察风险企业家表现的信号来获

得有用的信息
,

岳 中志仁’ 〕则研究了
“

标尺竞争
”

在契约设计中的信号作用
,

但这些研究分析的并

不是典型的逆向选择问题
,

而且也默认得到的信

号能够反映完全信息
,

也没有研究信号对福利的

影响 和 」也对该问题也进行了

研究
,

其基本思路为 在初始的信息结构下
,

委托

人获得与代理人类型相关的信号
,

在提供新的激

励契约前
,

委托人使用 贝叶斯规则推断代理人类

型的条件概率分布 根据获得的不同信号推断的

不同条件概率分布
,

委托人得到与信号相关的改

进后的信息结构
,

继而根据新的信息结构提供新

的激励契约 在这里
,

信号的本质作用是帮助委托

人分离代理人的类型
,

得到关于代理人类型的新

的信息结构 当获得的信号是完全信息时
,

委托人

能完全分离代理人类型
,

即委托人与代理人是信

息对称的
,

这时不需要对代理人提供激励 而一般

情况下
,

委托人获得的信号并不是完全信息
,

其对

代理人类型的分离也是有限的 他们的研究肯定

了信号对契约的改进作用
,

但信号对契约参与方

福利的影响
,

该文并没有给出结论
,

仅比较了代理

人
“

好的
”

或
“

差 的
”

类型分布下委托人和代理人

的福利状况 〔 〕,

这种 比较本质上是从事后的角度

研究信号对福利的影响 如何研究信号对事前福

利的影响
,

本文认为主要需要考虑以下两点

获得信号后
,

委托人得到的新的信息结构与初始

信息结构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 和代理人的剩

余与委托人信息结构的关系 本文拟从上述两点

人手
,

研究信号在不同的委托人初始信息结构下

对事前福利的影响

基础模型

基本假设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

通常会碰到如下问题

具有垄断势力的买方企业委托某个卖方企业生产

某项产品
,

然后按照一定的价格对卖方企业进行

支付 买方企业由于其垄断性在产品的定价中具

有主导权 在定价时
,

买方企业会根据对卖方企业

产品生产成本的了解
,

最大限度的增加 自身的剩

余 该问题中
,

对产品的定价实际上就是制定买卖

双方的交易契约 现实中
,

由于买方企业对卖方企

业成本方面信息的了解是有限的
,

所以买方企业

在制定交易契约时需要根据掌握的有限信息设计

最优的交易契约以最大化 自身的剩余 以上问题

理论上可以用委托代理理论进行分析
,

针对该问

题事前信息不对称的特点
,

可以采用逆向选择模

型为基础进行研究 为便于分析
,

作以下定义
,

并

作出一些简化的假设

在上述问题中
,

具有垄断势力的买方企业为

委托人
,

其委托代理人
,

即生产企业
,

向其提供产

品 在委托人看来
,

代理人可能有两种类型
,

其类

型以不同的边际生产成本 来描述
,

高效率的代

理人边际成本为
,

低效率的代理人边际成本为
,

△ 一 表示代理人类型不确定性的幅

度
,

即不同类型生产企业的成本差距 代理人知道

自己的类型
,

委托人不知道代理人的真实类型
,

但

知道代理人为高效率代理人的概率 代理人为类

型 的概率和类型 的概率分别为 和 一 ,

称这

种类型分布为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信息结构
,

在两

种类型的情况下可 以方便的用 , 来表示信息结

构 为方便计算
,

假定代理人生产的固定成本为
,

在本文
,

固定成本不起实质性的作用 假设风险

规避型的委托人对产品的需求没有限制
,

但其效

用函数为 妇 二 丫
, ,

其中无 为标

量
,

用来描述效用大小
,

同时有 二 ,

且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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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
,

尹 该假设也是研究契约理论的常

用假设 委托人在交易中对产品的定价可 以等价

的用支付 和产量 的组合
,

妇 来替代 根据

的显示原理
,

委托人可 以设计出一组契

约集 万
,

刃 左
,

妇
,

供代理人选择
,

代理人根据

所选定契约实施行动以后
,

得到委托人的支付
,

委托人得到代理人提供的产量

不对称信息下的契约设计

在对称信息下
,

委托人完全 了解代理人的类

型
,

所以有效率的产出水平在委托人的边际效用

等于代理人的边际成本时得到
,

即等同于委托人

亲自执行这个任务
,

支付 等于成本 匆 所以在对

称信息下的最优结果为
, 叮

‘ , ,

了
’

口

在不对称信息下
,

为了实现对代理人的甄别
,

委托人设计一组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

约束的契约
,

在此约束下
,

委托人最大化 自己的剩

余 为便于分析
,

假设代理人在参与约束中的保留

效用为
,

则委托人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表示委托人需要支付的信息租金
,

所 以委托人实

际上面临租金抽取与效率之间的权衡

解上述最优化问题
,

主要是检验委托人的 目

标函数是否为凸函数
,

并确定约束条件中哪几个

在最优解 下是 紧的 该问题 的典型解法
,

和 〔 〕及 肖条军
’ 〕等人都有详细的分

析
,

限于篇幅
,

本文不再赘述 可知
,

低效率代理人

的参与约束和高效率代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为紧

约束 根据以上分析求解以上最优化问题得到
‘

生

‘

互

旦
,

即 生 生
‘

百 公 ‘ , △ 二 。 ,, , 、 八

仃 丁一下 。仃 仃 丁一了
,

田 。 又
一 口 一 一 石

】
厂

,

刃 毛理
「 住 一 毛 一 互 一 云」

· ·

, 左一 旦生

云一 互
一

云一 口了

〕

〕

一

在上述最优化问题中
,

式 表示委托人在

进行契约设计时必须最大化他 的期望效用 式
、

式 为代理人的参与约束
,

分别表示

委托人设计的契约使高效率或低效率的代理人在

选择适合 自己的交易契约时获得的效用必须大于

其外在的保留效用 式
、

式 为代理人的激

励相容约束
,

分别表示委托人设计的契约使

高效率或低效率的代理人选择的契约相对其他的

契约来说是弱偏好的

为便于后续的分析
,

定义代理人的信息租金

为代理人获得的支付减去其生产成本
,

即

屯一旦生
, 一 于

,

则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可写为

「 生 一 旦生」 一 「 互 一 互
一 」

式 中的 「 生 一 旦见 一 「 互

司 可以表示期望的配置效率
, 十 一 可

可得 甲 了
,

互是关于信息结构 的函数

△丙
,

根据以上结果
,

可 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

在

不对称信息下
,

高效率代理人不存在产量扭曲
,

低

效率代理人产量水平向下扭曲 同时
,

由于在对称

信息下
’ , ’ ,

可知不对称信息下
,

高效

率的代理人能够得到一个严格正的信息租金 第

二
,

由于支付 十 ,

而 互是关于信息结构 。 的

函数
,

则委托人设计的契约集也依赖于信息结构
,

即契约集可表达为 矛
,

互 左
,

住
‘ ·

同样
,

委托人剩余
、

代理人剩余和总剩余也依赖于

委托人的信息结构
,

即委托人的期望剩余为

生
’ 一 旦生

’ 一 △口叮 」
一 仁 互 一 。互 」

代理人的期望剩余为
二 △时

总剩余为

第三
,

不对称信息下委托人的剩余小于在对

称信息下能够得到的剩余

、、、了、、
、、、矛、、声

、了汀胜、苦吸、
护了吐、

一口里一
队一
一

匆
一
记一月

信号对契约设计的影响

信号的定义

实际上
,

委托人经常能够观察到与代理人类

型相关的信号
,

其中信号为不 同类型代理人可能

表现出的外部特征
,

例如买方企业可 以通过对公

开资料的收集观察到与代理人类型相关的财务特

征 不失一般性
,

先定义代理人的类型集为
, ,

口
,

⋯
, 。 ,

委托人的初始信息结构为委托人对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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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类型分布的认识
,

即 尸 口‘ 。 , 二 , ,

⋯
, 。 有 艺

。 ‘
·

设委托人能够观察到的信号
忍二

集为
, , ,

⋯
, ,

则信号与类型的条件概率
二 , 口 、 、 , , ,

⋯
, 。 反映了信

号
,

与各类型关系的信息
,

同理 尸 砚
‘ 。 , 二 , ,

⋯
, 。 反映了信号 与各类型关

系的信息

根据以上信号与类型的条件概率
,

则在观察

到信号之前
,

可 以计算 出各信号可能 出现 的概

率为

二

叉 口
‘ ‘

乞

艺拜‘ , 。 肠

无

且有 叉肠
二

信号对信息结构和契约设计的影响

根据 小节的分析
,

委托人的契约设计依

赖于信息结构
,

观察信号 以前委托人根据初始信

息结构设计的契约集为 。 , ,。 , 。 , 。 ,

⋯
,

、 , ,

其 中
。 。 。 , 、 ,

⋯
, 。 ,

叮。

。 叭。 , 吸。 ,

⋯
, , 二 , ,

⋯
,

委托人观察到

某个信号后
,

结合信号与类型的条件概率
,

委托人

得到对代理人类型分布新的认识
,

也就是说
,

委托

人的信息结构发生 了改变 如观察到信号
,

委

托人的信息结构变化为
”。 二

‘

二 二

刃

乏尸
, ‘

口 口

二 补

信号对契约参与人福利的影响

声 , ,

⋯
,

刃

。

艺

委托人根据该信息结构可以设计新的契约集
, , ,

” , ” ,

⋯
, 若、 , 。。

、 ,

。
,。 ,

其 中 。

。 ‘ 。 , ” ,

⋯
, , ,

委托人观察到某个信号 后
,

依据新的信息

结构制定新的契约 契约实施后委托人的剩余可

表示为 科
, , 。、 ,

⋯
, 。 ,

根据式
,

也可表示

为
。 , 。 ,

⋯
, 。 ,。 ,

乃 , ,

即
,

⋯
, ·

同理
,

代理人

剩余和总剩余也可 以分别表示 为
, 。 , ,

⋯
,

闭 ,

肠 , ,

脚
,

⋯
,

肠
。

和 ,。 , 。 ,

⋯
, ,

马 , , ,

⋯
,

。

由于事前信号的出现是随机的
,

所以委托人

的事前期望剩余为 气 乏肠
,

同理
,

事前代理

人期望剩余和总期望剩余分别为
。

乏肠再
,

氏 乏肠件 如要分析信号对契约参与人事前
二

福利的影响
,

典型 的分析方法是用
‘

对 礁
, 。 ,

求导数
,

并据此分析信号对事前福利的影响
,

但此种方法存在分析上的诸多困难 本文的分析

方法是先分析信息结构与各方剩余的函数关系
,

然后再利用 由观察到的信号得出的新的信息结构

与初始信息结构之间的关系来间接研究信号对事

前福利的影响 为降低分析的复杂性
,

下文的分析

中
,

还是假定代理人有两种类型
,

且能够观察到的

信号有两个

信息结构与各参与方剩余的函数关系

在代理人只有两种可能类型情况下
,

可 以方

便的用高效率代理人的概率 定义委托人的信息

结构

引理 不对称信息下
,

委托人的剩余函数

是委托人信息结构 妙 的凸函数
二

‘ ,

为方便讨论
,

根据式 和式
,

还可得
、、产、,曰勺了

︸‘了、‘、到某个代理人类型在出现不 同信号下新的概率
从

, 。 ,

⋯
, 、 满足如下关系

证明 委托人的剩余函数为

〔 坚
‘ 一 旦皇

‘ 一 △口互
一 「 互。 一 。互

了、了‘、,勺

使用包络引理
,

得
人 无

艺肠。。
叉 , 。 。

艺
二 了 二

鲜异立 、 。
· 一 、一

一 。奋
岁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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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的定义可知
,

公

一 「 ‘

一

匕公 一 二不一一丁一 」
月

不丁一下一丝」一

乙 一 仪 乙 一

乙

,

一 ‘

互 了 旦了 。

孙 。一 十

六
△“ 〕

已妇全夕

一

一

式 和式 的推导过程见附录

令 ‘表示方枷愕登立 如烤瑞立。

由
’

于 升六呱得

△
一 一 ’ , ,

奋

门 一 仪 、
二 一丁丁一一一一二下产

一 ‘ 一

了

、 , 主二 。厂
。 ,

丝二旦立
、 。 二 立些二且

。 〕

子 工狡 、 土 匕 一 , 」 “ 丁 , 竺习
石 一 石 一

所以

一

一

刃

么
一 ’ “

互
那么

,

如图 所示
,

曲线
、

曲线 将 △

所围成的二维空间分割成三个区域
可知 在 补 的整个取值范围内是凸函数

证毕

同样的分析
,

由 △口叮
,

得

,

二 △奋十 么。了

△
△

一 ’ , ,

互

刃
△。了 。 ’

万 会不万 」
以 一 。 又

△“ 。 △夕 ’ ’‘’

互
一 ’ “

互 一 〔
“

互 〕
’

一 门 一 。

,

「 」 △口 ’

, 一

一
’ “

互
△ ’ ‘尸’

甲
一 ”

互 」
’

同时 的 的一阶
、

二阶和三阶导数如下
‘

,
一 ,

“
, 一 叮 一 ,

, ’‘ 一 一 、
一 ,

图 △口和 彩 的分区

△ 公

,

可得
么 一 万

’在区域

且 孟 ,

一

,

有 , 仁‘ 〕 ,

在区域 ”
,

可得瑟宁络吞、 · 、

一 一 , 八 , 几 八

一一丁一于一一一丁甲厂了一一一一 。

旧

—
每二 。

—
二多

△ 一 口 ”
一 ‘ ’

彩‘

将式
、

,

得
,通

式
、

式 代人式 和式 在区域
,

可得
一 夕

△ 一
公

“ 一
有 注 。 , ,

‘ 〕
,

鱼旦
斋丢贵矛借名裔旱二且 〔

引理 当
一 夕

△口 一 百〕
’即信

一
‘

一

—
一么仃

—
口

一 一 一 一

一 、

, 二 , 一一一二二万口
一 ‘ 一

,

「 〕
公 一 〔

“

互 」
’

息结构
。 与 △ 的取值使点

,

△ 位于区域
,

在此区间内代理人的剩余函数和总剩余函数是关

于 的凹函数

证 明 如
,

的 位 于 区 域
,

可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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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仁 〕
,

所以
,

在此区域为凹函数 证毕

尸 二 二 二

。 一 ,

引理 当
泥

△ 一

百 蕊 仁
。 一 户 , 一 肠 户

歹〕〔 △ 一 歹
,

即信息结构 与 △口的

取值使点
,

八 位于区域
,

代理人的剩余函数

在此区域为关于 的凹 函数
,

总剩余函数在此区

域为关于 的凸函数

证明 同引理

引理 当
一 歹

么 一 万
刀

,

即信

息结构 与 么 的取值使点
,

△的 位于区域
,

在此区域内代理人的剩余函数和总剩余函数均为

凸函数

证明 同引理

信号对福利的影响

令委托人的初始信息结构为 。 委托人可 以

观察到与代理人类型相关的信号
,

信号分别为
,

和 令关于 和 的条件概率分别为 尸 、

口 旦 二 〕
、

口 百 二 多

这里
,

和 表示信号与代理人类型的相关

程度 如果有
,

则表明委托人得到的

信号不能反映任何关于代理人类型的信息 〕,

和 在本文可以作为信号所含信息量的指标 完

整 的条件概率还包括尸 创
一

和 尸 二 , 二 酬 一 八 根据 。和 的条

件概率
,

使用全概率公式可 以得到信号 的概

率为

尸 二 二 , 一 。 一 二 拼

。 一 一 。 二 拜

可知
,

〔 拜 , 宾
,

脚 感
,

且

拜 热

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不同的信号
,

可得到不

同的信息结构为

尸 口 二
创

二 、 二

根据式
、

式 可得到
, , , , ,

由 , 和
,

可知 。 , 。 ,

且

户 , 和 户 越大
, , 越大

,

越小

根据式
、

式
、

式 和式 可以

得到

林 ” , 拜 。

由
。 可知委托人观察到信号 后

认为代理人高效率的概率变大
,

委托人获取信号

后认为代理人高效率的概率变小 如信号与代

理人类型完全相关
,

则委托获得信号后能够完全

区分代理人的类型

根据前面的分析
,

委托人利用信号的事前期

望剩余为

坎 二 拜 , 。 拜

代理人的事前期望剩余为
。 二 拜 , 林

总期望剩余为
。

礁
。 林 」

拜 〔

命题 如委托人通过观察与代理人类型相

关的信号改进契约设计
,

则委托人的事前期望剩

余增加

证明 由引理 可知 为凸函数
,

结合式

和式
,

由詹森 不等式得

气 二 拜 , 脚 拼 热姚

。

证毕

也就是说
,

通过获取信号来改进契约设计能

够使买方企业的期望剩余增加
,

买方企业有积极

性去获取与生产企业成本相关的信号
,

以增加 自

身的期望剩余

命题 当委托人的初始信息结构和通过信

号 得 到 的 新 的 信 息 结 构 满 足 马

,

。 , 一 。 一 瑟坛要瑞,
二 , , ,

即初始信息结构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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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结构与 口的取值组合均位于区域
,

如

委托人通过观察与代理人类型相关的信号改进契

约设计
,

则代理人的事前期望剩余减少
,

总的事前

期望剩余减少

证明 如
一 歹

百△ 一 百
, ,

,

由 。 , ,

即 , 和 的取值满足

构与 △ 的取值组合均位于 区域 班
,

如委托人通

过观察与代理人类型相关的信号改进契约设计
,

则代理人的事前期望剩余和总的事前期望剩余都

增加
,

即通过观察信号改进契约设计能够实现事

前期望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证明 同命题 在该命题中
,

由
。

。 , ,

使该命题成立的 , 和 需满足

一,

。户 一 。 一

一

△ 一 百
肠

。 一

一 百
一 。 △ 一 百

则代理人的剩余函数和总剩余函数都是关于

信息结构的凹函数
,

由詹森 不等式可得
。 ,

林 热 拜 ,

热

拜 妞夕 脚 ” 拜 , 热

证毕

需要说明是
,

如信号使改进后的信息结构

和 不满足该命题条件
,

代理人的剩余和委托人

的剩余不一定减少
,

因为詹森 不等式只

能严格的在该命题条件下使用 但能确定 的是存

在使式 成立的 和 的取值能够使命题

成立

命题 当委托人的初始信息结构和通过信

根据以上命题
,

通过观察信号改进契约设计

对生产企业事前期望剩余和总剩余的影响与生产

企业的初始信息结构有关
,

有意义的结论是
,

在一

定的初始信息结构和信号信息量下
,

买方企业通

过观察信号改进契约设计
,

能够增加生产企业的

事前期望剩余
,

即实现事前期望福利的帕累托改

进 产生该改进的直接原因是 因为信号改善了委

托者不恰当的初始信息结构

模拟分析

号得到 的新 的信息结构满 足下兴气下竺 卫灭亏
凸口 又 一 仪 口

隽 簇

一 百
△口 一 万

,

, , ,

即初始信息结

构和新的信息结构与 △ 的取值组合均位于区域
,

如委托人通过观察与代理人类型相关的信号

改进契约设计
,

则代理人的事前期望剩余减小
,

总

的事前期望剩余增加

证明 同命题 在该命题中
,

由 。

, ,

使该命题成立的
, 和 需满足

一 一一 里望 七 一 一 、止丝些卫亚 和
。 一 。 一

一

△ 一 ”

。 一

。 一 一 。

一 夕
△口 一 夕

命题 当委托人的初始信息结构和通过信

号得到的新的信息结构满足
一

△ 一 百

马
, , , ,

即初始信息结构和新的信息结

在本次算例中
,

令 妇 尹
, ,

口 二 为方便

算例分析
,

令 二 二

一 如 。 ,

么。
, 。满足命题 的条

件
,

图 模拟了在此条件下信号的信息量 的变化

对各参与方事前期望剩余的影响 根据式 计

算得到 二 , ,

此时
〕和 也满足命题

的条件 从模拟图 中可 以看出
,

当 二 ,

,

从事前的角度
,

通过观察信号改进契约设

计
,

委托人期望剩余增加
,

代理人期望剩余和总期

望剩余减少

当 。 ,

△
, 。

满足命题 的条

件
,

图 模拟了在此条件下信号的信息量 的变化

对各参与方事前期望剩余的影响 根据式 计

算得到 二 , ,

此时
,

和 也满足命题

的条件 从模拟图 中可以看出
,

当
,

,

从事前的角度
,

通过观察信号改进契约设

计
,

委托人期望剩余增加
,

代理人期望剩余减少
,

总期望剩余增加

当从 二 ,

么
, 。

满足命题 的条

件
,

图 模拟了在此条件下信号的信息量 的变化

对各参与方事前期望剩余的影响 根据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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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到 二 , ,

此时
, 和 也满足命题

的条件 从模拟图 中可 以看出
,

当 。 ,

,

从事前的角度
,

通过观察信号改进契约设

计
,

委托人期望剩余增加
,

代理人期望剩余增加
,

总期望剩余增加
,

期望福利实现帕累托改进

比较图
、

图
、

图 可知
,

委托人通过观察信

号改进契约设计
,

其事前期望剩余总是增加的 在

一定的初始信息结构
。 和信号信息量 下

,

委托

人通过观察信号改进契约设计
,

代理人的事前期望

福利也能增加
,

能够实现期望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委托 人剩余

总剩余 代理人剩余

一

乃

刀

气」
、

、

,。,

委托人剩余
总剩余

尸 一 ,

一
代理 剩余

,

—
委托人剩余

—
总剩余 ⋯⋯代理人剩余

图 不同 值下的各参与方福利变化 二 ,

幼
二 引

△

﹄。 。

结 论

‘ ‘ ‘ 占 一

〔 「 〔

—
委漆巨人剩余

‘

—
臼

、

剩余 一

习
。兀, , 。,

信息量
·

代理 人剩余

图 不同 值下的各参与方福利变化
,

胡 二

影 △

委托 、剩 余
总剩余

‘

代王‘ 人剩余
一晰 , 了

〔

一—委托 人剩余

、〕 。

一
’

名 〔 , 刀 信自
、

员

—
臼

、

剩余 一 ”
’ ‘

代理人剩余

图 不同 值下的各参与方福利变化
,

幼
二

刃 二 △
、

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分析了信号对契约设计

的影响
,

以及从事前的角度出发
,

委托人通过观察

信号改进契约设计对契约参与方福利的影响
,

明

确了信号与参与方福利变化之间的联系 本文提

出 从事前的角度出发
,

委托人通过观察与代理人

类型相关的信号对契约设计的改进能够增加委托

人期望剩余 代理人期望剩余和总期望剩余的变

化与委托人初始信息结构和信号的信息量有关

在一定的初始信息结构下
,

信息量在某个取值范

围内的信号也能够增加代理人的期望剩余
,

即能

实现事前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本文的结论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垄断者

为不对称信息下的买方企业
,

由于买方企业通过

对信号的观察改进契约能够增加 自身事前期望剩

余
,

在任何情况下垄断者都有积极性去观察生产

企业的与成本相关的信号
,

以最大程度的辨别生

产企业类型
,

实行最优的定价歧视 当存在一个对

垄断者进行管制的政府
,

如果政府既有效率考虑

又有再分配考虑
,

当生产企业的初始信息结构位

于区域
,

政府可 以放松管制
,

甚至可 以为垄断

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信息服务
,

以实现期望福利的

帕累托改进
,

而在其他区域可 以实施一定程度的

管制 如果政府只有效率考虑而没有再分配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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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产企业的初始信息结构位于 区域
、 ,

政

府可 以放松规制
,

甚至为垄断者提供一定程度的

信息服务
,

以实现总福利的增加
,

而在其他区域可

以实施一定程度的管制 综上所述政府可 以观察

买方企业的初始信息结构和生产企业可能的成本

差距
,

结合政府的管制 目的
,

有针对性的实施管制

政策
,

使政府对垄断者的管制具有一定 的可操

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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