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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选择下供应链业务外包中的最优合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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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4)

摘要: 研究了委托人 (业务购买方 )对于承包人 (业务供应方 )生产成本具有非对称信息时的

最优合约设计问题.基于委托人视角,给出了委托人如何诱导代理人报告自己真实成本信息的

逆向选择模型,并刻画了最优合约的特征.结果表明:给出的合约能够达到诱导代理人讲真话

的目的;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委托人由于信息缺乏受到了损失, 而低成本类型的代理人获得

了额外的信息租金;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最优合约的参数配置受到委托人事前信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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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

进, 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专注于能创造核心价值

的关键业务,而将部分非核心业务通过外包 ( out

sourc ing)方式进行,进而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赢得

市场先机 ( Bueh ler
[ 1]

, Be lcourt
[ 2]

). 针对广泛进行

的业务外包活动,一些初步研究表明,外包已经成

为快速扩展竞争优势和降低成本的有效方

式
[ 3, 4]

.通过外包非战略业务, 企业规模缩小, 管

理层级减少,可以将精力集中于战略、竞争和协作

等问题上来
[ 5]

.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业务外包特别是生产业

务外包得到了广泛应用.所谓生产业务外包,就是

委托人 (业务购买方 )把某些零件或组件的生产

委托给合作伙伴 (业务供应方, 代理人 )来进行,

从代理人处获得产品并支付相应报酬的交易行为

( Belcourt
[ 2 ]

, Baim an
[ 6]

). 由于在生产业务外包过

程中,存在着一类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关于

代理人生产成本信息的不对称    合约签订前,

如果代理人的生产成本较低而委托人对此具有非

对称信息, 那么, 代理人可能会谎报生产难度,提

高要价,以期从委托人那儿获得更多利益.这是个

典型的 !逆向选择∀ ( adverse se lection)问题. 委托

人面临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合约以诱导代理人如

实报告其私有信息、进而控制自己的外包成本的

问题
[ 6~ 9]

.

在代理人生产成本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

上,人们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工作.如 Lim
[ 8]
研

究了代理人的成本和质量均为非对称信息情况

下, 委托人如何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以诱导代理

人披露真实信息的问题.结果表明,给予低能力代

理人的业务费只包含固定支付, 不含业绩奖励或

惩罚;而对于高能力代理人的合约由固定支付、奖

励和惩罚组合而成. 同时, 该文认为,最优合约与

委托人的事前信念无关.其后, La ffont
[ 9]
认为该问

题存在着 !高端不扭曲 ∀现象, 即低成本代理人得

到的合约与对称信息时相同,而高成本代理人得

到的合约在非对称信息下被扭曲. 进一步,

Bueh ler
[ 1]
、H o lcom b

[ 10]
分析了业务外包中的信息

问题,认为非对称信息下业务外包决策问题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并逐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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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前沿之一.

关于委托生产中的生产成本信息不对称问

题, L im
[ 8]
和 Laffont

[ 9]
对于合约性质做了初步描

述, 进行了具有代表性的探索性研究. 然而, 以上

两篇文献对于非对称信息下的交易效率问题、契

约结构与事前信念的关系问题、信息优势与信息

租金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显然,非对称信息下

的交易效率可能不同于对称信息    双方关于生
产成本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类似 !柠檬市场 ∀

的交易效率损失; 委托人关于代理人成本信息的

不同事前信念可能会导致交易合约的不同; 拥有

优势信息的代理人可能会获得某种优势等. 因而,

本文在 L im
[ 8]
、Laffont

[ 9]
的研究基础上, 对于合约

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刻画, 对非对称

信息下的交易效率问题、合约结构与事前信念的

关系问题、信息优势与信息租金问题进行了针对

性研究.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 1节为问题描述;第 2

节给出对称信息下的委托生产合约; 第 3节给出

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生产合约; 第 4节进行合约

分析与特征刻画,并阐述事前信念对最优合约、交

易效率等的影响;最后为本文结论部分.

1 问题描述

本文有以下问题描述:

委托人将业务委托给代理人生产,从代理

人处获得产品并在市场上销售. 委托人规定代理

人要生产的产品数量Q并支付给代理人生产每单

位产品的业务费 w. 该交易以合约的方式进行.

# 委托人将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不失一般性,

假设市场需求函数为 p = f (Q ),且 dp /dQ < 0.

∃ 代理人的边际生产成本为 . 在对称信息

情况下,该信息为双方所共知.而在非对称信息情

况下,该成本为代理人的私人信息,他可能会谎报

生产难度以期从委托人那儿获得更多报酬; 委托

人对此具有非对称信息,处于信息劣势
[ 8, 9 ]

. 委托

人对代理人的成本有一个概率估计 (事前信念 ):

% = { 1, 2 }, 1 < 2. 代理人可能是低生产

成本的 ( 1 ), 也可能是高生产成本的 ( 2 ), 其概

率分别为 q和 1 - q.

双方的合约时序如下所示:

图 1 逆向选择下供应链业务外包的合约时序

F ig. 1 T im in g of con tract in supp ly cha in ou tsou rcing u nder

ad verse selection

图 1中, 如果委托人设计合约时并不确知代

理人的真实成本信息, 这时双方之间存在着信息

不对称.由于该非对称信息在委托人提供合约前

就存在, 这是个典型的 !逆向选择 ∀问题. 本文基

于委托人的视角, 研究具有信息劣势的委托人如

何设计相应合约, 以诱导代理人透露自己的真实

成本信息,减少代理人信息隐瞒或谎报,进而最大

化委托人自己收益的问题.

2 对称信息下的委托生产合约    
基准模型

对称信息条件下, 委托人知道代理人的生产

成本, 他面临的问题是在考虑代理人参与约束

IR( indiv idua l ra tional ity constra int)的前提下,确

定合约 (Q, w ),即确定产品生产量和业务费, 以极

大化自己的利益.该合约可通过如下规划问题 P1

得到.

P1: m ax
w, Q
 L = [ f (Q ) - w ]Q ( 1)

s. t.  
*
F i

= (w - )Q & u ( IR) (!)

规划问题 P1中,  L为委托人的收益,  
*
F i
表示

对称信息下成本类型为 i的代理人收益, u为代理

人的保留收入.约束条件 IR表明, 如果代理人的

收入低于其保留收入, 代理人将不会接受委托人

的外包业务; 这里, u也即代理人的机会成本. !为

与之相应的 Lagrange乘子.

求解规划问题 P1,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1 对称信息条件下, 委托人提供给低

成本和高成本代理人的最优合约 (Q
*
1 , w

*
1 )、

(Q
*
2 , w

*
2 )满足如下配置:

Q
*
i f∋(Q

*
i ) + f (Q

*
i ) = i ( i = 1, 2) ( 2)

w
*
i = i +

u

Q
*
i

( i = 1, 2) ( 3)

证明 模型 ( 1)有如下 Kuhn Tucker最优性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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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w

∀L /∀Q
=

- Q

Qf∋(Q )+ f (Q )-w
+!

Q

w-
= 0

由 ∀L /∀w = 0, 得到 ! = 1 > 0. 根据

Kuhn Tucker最优性条件, 该乘子所对应的约束

式 IR取等号.故最优支付为

w = +
u

Q
*

进一步,由 ∀L /∀Q = 0,得到最优生产量满足

下式

Q
*
f∋(Q*

) + f (Q
*
) =

命题 1得证.

3 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生产合约

   扩展模型

当委托人对代理人生产成本具有非对称信息

时, 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 而代理人处于信息优

势. 如果委托人不能对代理人的类型进行区分,那

么, 某种类型的代理人就有可能将自己伪装成其

它类型 (如低生产成本的代理人可能会谎报自己

为高生产成本类型等 ), 进而从委托人处获得更

多利益. 因而, 委托人在非对称信息下给出的合

约, 必须是 !自我选择∀ [ 8, 9, 11]
的. 即委托人推出合

约菜单而不是单一合约, 使得每种类型的代理人

所愿意选择的合约就是委托人为这种代理人所设

计的合约,而不会选择委托人为其它类型代理人

所设计的合约,即该合约必须是能够让代理人讲

真话的.

在签订合约前, 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生产成本

就具有非对称信息,这是个典型的逆向选择问题.

根据 !显示原理 ∀#
, 委托人可以设计出合约菜单

(Q 1, w 1 ), (Q 2, w 2 ), 并希望低成本代理人选择合

约 (Q 1, w 1 ),高成本代理人选择合约 (Q 2, w 2 ). 那

么委托人可以设计以下逆向选择模型 P2来实现

诱导代理人讲真话并极大化自己利益的目的.

P2: m ax
w 1, Q 1, w 2, Q 2

 L = q[ f (Q 1 ) - w 1 ]Q 1 +

(1 - q ) [ f (Q 2 ) - w 2 ]Q 2 ( 4)

s. t.  
* *
F 22

= (w 2 - 2 )Q 2 & u( IR) (!)

(4. 1)

 
* *
F 11

= (w 1 - 1 )Q 1 & u ( IR ) (4. 2)

 
* *
F 22

= (w 2 - 2 )Q 2 &  
* *
F 21

= (w 1 - 2 )Q 1 ( IC ) ( #) (4. 3)

 
* *
F 11

= (w 1 - 1 )Q 1 &  
* *
F 12

= (w 2 - 1 )Q 2 ( IC ) ( ∃) (4. 4)

上述模型中,  
* *
F ij
表示非对称信息下,成本类

型为 i的代理人报告自己为类型 j时的收益. 如

 
* *

F 22
表示高成本代理人如实报告时的收益,  

* *

F 21

表示高成本代理人伪装自己为低成本类型时的收

益.约束条件 IR为代理人的参与约束, 即代理人

接受业务时的收入不能低于其保留收入 u, 否则

代理人将不会接受该业务; 约束条件 ( 4. 3)为高

成本 代理 人的激 励相 容约 束 IC ( incent ive

com pa tib ility constra in t),即高成本代理人如实选

择合约 (Q 2, w 2 )时的收入应不低于他伪装成低成

本代理人而接受合约 (Q 1, w 1 )时,这样,高成本代

理人将不会伪装成低成本代理人;同理,约束条件

( 4. 4)使得低成本代理人如实选择合约 (Q 1,

w 1 ), 而不是伪装成高成本代理人去选择合约

(Q 2, w 2 ).

求解规划问题 P2,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2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 委托人提供给

代理人的最优合约菜单 (Q
* *
1 , w

* *
1 )、(Q

* *
2 , w

* *
2 )

满足如下配置

f∋(Q* *
1 )Q

* *
1 + f (Q

* *
1 ) = 1 ( 5)

f∋(Q* *
2 )Q

* *
2 + f (Q

* *
2 ) = 2 +

q( 2 - 1 )

1 - q

( 6)

w
* *
2 = 2 +

u

Q
* *
2

( 7)

w
* *
1 = 1 +

(w
* *
2 - 1 )Q

* *
2

Q
* *
1

( 8)

证明 根据式 (4. 4)、式 (4. 1) 可以得到式

( 4. 2), 故模型 (4) 中的约束条件 (4. 2) 可以

省略.

记模型 ( 4)中约束条件的 Lagrange乘子分别

为 !、#、∃, 则具有不等式约束的模型 (4) 有以下

Kuhn Tucker最优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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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im W S ( 2000 ) [ 8]、Laffon t( 2002, 2004 ) [ 9, 12] 等人探讨了该原理,指出在搜寻最优合约的过程中,委托人可以把合约菜单限制在如下

的程度,即每一种类型的代理人都有激励如实披露他自己的特征.这些菜单设计机制通常被称为显示原理或者直接原理.



∀L /∀w 1

∀L /∀Q 1

∀L /∀w 2

∀L /∀Q 2

=

- qQ 1

q [ f∋(Q 1 )Q 1 + f(Q 1 ) - w 1 ]

- (1 - q )Q 2

(1 - q ) [ f∋(Q 2 )Q 2 + f (Q 2 ) - w 2 ]

+

!

0

0

Q 2

w2 - 2

+ #

- Q 1

- (w 1 - 2 )

Q 2

w 2 - 2

+

∃

Q 1

w 1 - 1

- Q 2

- (w2 - 1 )

= 0

由 ∀L /∀w 1 = 0,得到

∃= q + # > 0 ( 9)

由 ∀L /∀w 2 = 0,并结合式 (9),得到

!= 1 > 0

为使高成本代理人没有动机将自己伪装成低

成本代理人,委托人所设计的合约必须使得高成

本代理人如实接受合约 (w 2, Q 2 )的收益要高于他

伪装成低成本代理人而接受合约 (w1, Q 1 ) 的收

益. 这样, 式 ( 4. 3) 为严格不 等式, 根据

Kuhn Tucker条件,与之相应的 Lagrange乘子 #必

须满足 # = 0.

由 ∀L /∀Q 1 = 0, 得到式 (5).

由 ∀L /∀Q 2 = 0, 得到式 (6).

根据 != 1 > 0,则与该乘子相对应的约束式

( 4. 1)取等号,得到式 ( 7).

根据 ∃= q + # > 0,则与该乘子相对应的约

束式 ( 4. 4)取等号,得到式 ( 8). 证毕.

4 合约分析与特征刻画

综合第 2节、第 3节的分析,有以下结论:

结论 1 逆向选择下的业务外包合约具有

!高端不扭曲∀的特征 ∃ .

将式 ( 5)、( 6)与式 ( 2)比较,可以看到,与对

称信息相比,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委托人给予低

成本代理人的业务量不变, 而给予高成本代理人

的业务量被扭曲;

结论 2 低成本企业由于信息非对称而受

益, 不仅获得了保留收益,还获得了额外的信息租

金; 而高成本企业只能得到保留收益.

由于式 (4. 1)、( 4. 4)所对应的 Lag range乘子

!> 0、∃> 0,根据 Kuhn Tucker最优性条件,这两

个不等式中的等号成立.

由式 ( 4. 1)知,高成本企业得到了保留收益.

综合式 (4. 1)、( 4. 4), 低成本企业的收益为

(w
* *
1 - 1 )Q

* *
1 = u + ( 2 - 1 )Q

* *
2 (10)

与信息对称相比, 非对称信息下低成本企业

不仅得到了保留收益 u, 还获得了额外的信息

租金

%R = ( 2 - 1 )Q
* *
2 (11)

结论 3 代理人为高成本的可能性越大 (即

q 0),合约的扭曲程度越小. 特殊地, 如果委托

人确切知道代理人为高成本企业, 这时的合约将

与对称信息情况相同.

在非对称信息下, 企业为高成本的可能性越

大 (即 q 0), 根据式 (6)有

l im
q 0

[ f∋(Q* *
2 )Q

* *
2 + f (Q

* *
2 ) ]

= lim
q 0

[ 2 +
q ( 2 - 1 )

1 - q
]

= 2 (12)

比较式 (12) 与式 ( 2),可得结论 3.

不失一般性, 以下以经典的需求函数 p =

f (Q ) = a - Q为代表作进一步分析得表 1.

根据表 1,有以下结论:

结论 4 非对称信息下, 委托人给予代理人

每单位产品的外包费用要高于对称信息情形

(w
* *
1 > w

*
1、w

* *
2 > w

*
2 ),委托人由于信息缺乏而

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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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非对称下的逆向选择问题中,常存在 !高端不扭曲 ∀特征,如政府管制 ( Laffont, 2004 ) [ 12] 问题等.



表 1 信息对称与非对称下的合约菜单

Tab le 1 C on tracts m enu under symm et ric and asymm etric in form ation

提供给低成本代理人的合约 提供给高成本代理人的合约

对称信息 (Q*
1 , w

*
1 ) = (

a - 1

2
,

2u
a- 1

+ 1 ) (Q*
2 , w

*
2 ) = (

a - 2

2
,

2u
a - 2

+ 2 )

非对称信息 (Q**
1 , w* *

1 ) = (
a - 1

2
,

2u

a - 1

+ 1 +
2( 2 - 1 )

a - 1

Q**
2 )

(Q**
2 , w**

2 ) = (
a - 2

2
-

q( 2 - 1 )

2( 1- q)
,

2u

a - 2 -
q( 2 - 1 )

1- q

+ 2 )

结论 5 当代理人为低成本类型而委托人对

此误判的程度越小 (即 q越大 )时,代理人获得的

信息租金越低;反之,委托人误判程度越大则该代

理人获得的信息租金越多.

根据式 (11),低成本代理人的信息租金为

%R = ( 2 - 1 ) [
a - 2

2
-

q ( 2 - 1 )

2( 1 - q)
]

由于 d%R /dq < 0,则当 q越大时,低成本代理

人所获得的租金越低.

结论 6 交易量受事前信念的影响. 在非对

称信息条件下,双方的交易存在着效率损失.

根据表 1,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委托人提供

给高成本代理人的业务量为

Q
* *
2 =

a - 2

2
-

q ( 2 - 1 )

2( 1 - q)

当 q & q0 =
a - 2

a - 1

时, Q
* *
2 ( 0.进一步,委托人事

前信念与双方交易量之间的关系如图 2所示.

图 2 业务交易量受委托人事前信念影响示意图

Fig. 2 The sk etch of quant ity in f lu enced

b y pr inc ipal) s ex ante b elief

由图 2可见, 当委托人认为代理人低生产成

本的可能性越大, 合约中提供给高成本代理人的

业务量越低,对于高成本代理人的扭曲越大;特别

是, 当委托人认为代理人低生产成本的可能性超

过临界值 q0 =
a - 2

a - 1

时,高成本企业将不会得到

该业务而被排除交易. 然而, 在对称信息条件下,

该代理人是能够获得该业务的. 故非对称信息导

致了市场交易效率的损失.

结论 7 两种类型代理人的生产成本差异越

大, 委托人排除高成本代理人的临界信念越低;非

对称信息下,高成本代理人被排除在交易之外的

可能性越大.

由结论 6和图 2可见,委托人排除高成本代理

人的临界信念为 q0 =
a - 2

a - 1
= 1 -

%
a - 1

. 显然,

两种类别的代理人生产成本差异越大, 委托人排

除高成本代理人的临界信念 q0越低, 这将导致高

成本代理人越有可能被排除在交易之外.

结论 8 最优合约具有 !自我选择 ∀的特征
   高成本代理人和低成本代理人均没有把自

己伪装成其它类型的动机. 本合约能够实现信息

甄别的目的,每种类型的代理人都会如实汇报自

己的真实成本信息.

低成本代理人伪装成高成本时的收益与不伪

装时相同,为

 
* *
F 11

=  
* *
F12

( u + ( 2 - 1 ) [
a - 2

2
-

q ( 2 - 1 )

2( 1 - q )
]

(13)

高成本代理人不伪装时的收益为

 
* *
F 22

= u (14)

而高成本代理人伪装成低成本类型时的收

益为

 
* *
F 21

= u -
( 2 - 1 )

2

2(1 - q )
(15)

综合以上分析,有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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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代理人收益示意图

F ig. 3 P rof its o f th e d ifferen t agen ts

从图 3可以看出,对于低成本代理人而言,伪

装与否的收益相同, 故低成本代理人没有必要伪

装自己为高成本类型;对于高成本代理人,伪装时

的收益严格低于不伪装时, 故高成本代理人不会

将自己伪装成低成本类型.因而,本文给出的合约

能够实现信息甄别的目的,具有 !自我选择∀的特征.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业务外包中代理人生产成本信息不

对称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应研究. 给出了委

托人诱导代理人讲真话的逆向选择模型, 并刻画

了最优合约的特征.结果表明,本文给出的合约能

够达到诱导代理人讲真话的目的.同时,结果还表

明, 信息非对称条件下, 委托人由于信息缺乏受到

了损失;而低成本类型的代理人获得了额外的信

息租金;为了减少低成本代理人的信息租金,委托

人扭曲了提供给高成本代理人的合约. 最后,结果

还显示,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最优合约的参数配

置、信息租金及交易效率均受到委托人事前信念

的影响.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委托人常常因为

信息缺乏处于信息劣势而受到损失; 而代理人

可能会由于信息优势而获益. 故委托人有对代

理人进行信息收集以降低信息非对称程度、进

而减少自己损失的动机. 对于委托人而言, 信息

搜索应在信息价值∗与信息搜索成本之间进行

权衡. 因而非对称信息下的信息搜索问题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并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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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 contract in supply chain outsourcing under adverse selection framework

LIU Chang x ian, TIAN H ou p ing, SUN J ian p ing

School of E conom ics and M anagem en,t NanjingU niversity o f Science& Technology, N anjing 210094, Ch 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design an optim al contract in supply chain outsourc ing. U nder the

fram ework o f inform ation asymm etry that the buyer has asymm etric inform ation about the supp liers) product ion

cos,t w e propose an adverse se lect ion m ode l to revea l the actua l cost o f suppliers, and then characterize the

optim a l contra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 im al con tracts can m o tivate the suppliers to reveal their real

costs. Further, the ana lyses ind icate that the buyer loses partial profits due to lack of the in form at ion and that

the supp lier w ith low er cost can get ex tra inform ation rents. F inally, the resu lts revea l the opt im al contract is

a ffected by the buyer) s ex ante belie.f

Key words: outsourcing; contract designing; adverse se lect ion m ode;l ex ante belie;f asymm etr ic inform 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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