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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制度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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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成功的发展模式。 然而，各

地成功的经齐发展模式却无法被其他地区所克隆，其原因在于：模式形成的过程就是制度

的艾迁过程，而制度的变迁取决于
“

私人剩余信息
”

所导致的主观博弈的再生。 另外，若一

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对另一种模式产生影响，前者在人口数量上要占绝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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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改革。 然而，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不

是按图索骥或事前诸葛亮式设计的改革，而是一个不断
＂

试错
”

和
＂

摸着石头过

河
”

的改革。 在这种边改革边探索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形成了许多经济发展的

成功模式，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凭借这些模式，温州、苏南、珠

江三角洲等地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这些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国内的其他地区却
“

水土不服
”

。 地区经

济发展模式为什么不具有普遍性？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该区域的制度变迁

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不同区域的制度变迁有其特有的方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

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下通过对模式形成的制度性分析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性解释

什么是制度？青木昌彦将制度定义为是在经济社会中被广泛认可的一定

的规则。 其具体形式有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以及自发形成的结构，包括组织、

风俗、约定、习惯做法等。 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非正式的，如社会 规范、

惯例、风俗、文化等；二是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法律、政府管制）、经济规则

和契约。 正式制度是从非正式制度演化而来，而非正式制度来自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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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

是域。 域包括两个要素： 一是参与入集合，二是每个参与人所面临的技术和意

识上可行的行动集合。 每个参与人基于个人经验，对博弈在本域进行的方式

形成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即参与人无法甚至不需要推断出别人行动决策规则

的全部细节，但知道有关参与人在行动决策时可能采取的规则的一些显著特

征。 参与人依靠这些浓缩的信息得出自己的行动规则，即策略。 所有参与人

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形成自己的行动决策规则。 当关千他人

行动规则的浓缩认知稳定下来的时候，参与人自己的行动规则才能稳定，成为

参与博弈的有用指南。 当参与人的理念和行动规则形成一 致时，称这种状态

为纳什均衡。 所谓纳什均衡是指有n个人参与博弈，每个入选择自己的最优

策略，从而组成最优策略组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单个参与人有积极性

选择其他策略，从而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 当所有参与人在博

弈中形成共享的理念，制度就产生了。

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各地根据自己的习俗、习惯形成的一种发展经济的非

正式制度。 它是在规范、惯例、风俗、文化等不断的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当

一个区域的所有参与人在经济发展的博弈中形成了共享的理念时，就达到纳

什均衡，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产生了。 因此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

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的形成过程。

二、制度变迁与模式形成

当现存制度安排的社会净效益小于另 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也就是

出现一个新的赢利机会，这时就会产生新的潜在的制度需求，并造成潜在制度

需求大于实际制度的供给，于是形成了制度非均衡。 对于原先的制度安排，由

于对它的需求减少而造成了实际的需求小于实际的供给的非均衡状态，社会

博弈各方为了捕捉这种新的赢利机会，就会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选择一

种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 一项制度安排如果出现了制度非均衡，就存在了制

度变迁的可能，但这种潜在的制度变迁能否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变迁则是 一个

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

部的因素。

从外部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因为整体文化氛围之网具有巨大的刚

性，是不容易冲破和克服的。 如果制度只形同一部法律的话，那它就应该很容

易通过立法或政府指令加以改变。 但当扎们把制度概括为参与人关于博弈重

复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系统，那么，它作为共有信念面对环境而发生的连续变

化是固定和耐久的。 由于个体参与人的匿名性和大数定理© 的作用，制度化

一旦实现，个人认知以及相关策略决策的随机变化对参与人总体的预期只会

发生一些微乎其微的影响。 其次，制度化和参与人能力发展之间的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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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强化制度的耐久性。 制度以特定的方式根据参与人的物质和人力资产的

情况而赋予他们不同的内在价值。 作为反应，参与人沿着增加其价值的方向

积累资产和发展其潜能，反过来又支持了制度的扩大再生产。 第三，制度变迁

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初始的制度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制度的惯性，因为沿着

原有制度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发展，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

正因为制度面对外部环境所具有的固定性和耐久性，所以，制度变迁主要

还是取决于内部的因索，这样引发参与人开始重新定位主观博弈模型。

经济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人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不

断深化的过程。 因此，进化博弈论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即博弈参与人作只有有

限理性的假定。 按此假定，博弈结构中的每个参与入只拥有有限的主观认知，

这些认识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

才被修改。 按照每个参与人对博弈结构的主观认知，青木昌彦构造了一个主

观博弈模型。

主观博弈模型的构造由四部分组成：

(1)参与人I的
”

技术可行
“

策略决策的客观集合S;(iEN)。

(2)关于博弈的内生性规则，参与人共享一个公共信念系统2勹即制度。

除此之外，当博弈的策略组合是sES,，参与入还形成私人剩余信息I,（s)＝

芝，＊ （s） －2* (s)。

私人剩余信息指的是各参与人所具有的区别于他人的自我维系系统，包

括社会规范、惯例、风俗、文化等。 从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博弈参与人所面临

的有多个时间序列和技术上、意识上多个可行的行动集合。 在博弈过程的每

个时期，每个参与人只能选择一种行动。 在一定时期所有参与入选择的行动

加在一起，称为行动组合。 每个参与人都试图选择能实现自己最佳结果的行

动，但最终结果不能由单个参与人的行动决定。 每个参与人的行动决策取决

于别人的决策。 所有参与人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所形成的行

动决策规则就是参与人的自我维系系统。 这种自我维系系统是以一种浓缩的

形式形成的，也即它不是将参与人所有行动决策规则的详细内容都包含在内，

而是概要地描述了参与人的行动决策规则，根据这些概要描述不会影响参与

人作出正确决策，所以自我维系系统又称为概要表征。 模型中的玄(s)就是

参与人I的概要表征。

当所有参与人在博弈中形成了共享的理念时，就产生了制度2*。 即制

度2
美

是所有参与人的自我维系系统的共同元素。 私人剩余信息就是各参与

人的自我维系系统剔除 制度后的剩余部分。 由于在博弈过程中，各参与人对

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的不同，造成各自的自我维系系统各异，从而各参与

人的私人剩余信息也各具特色。 从概要性私人剩余信息中能反映出各参与人

在博弈中所具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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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定被认知的制度2.，每个参与人拥有一个主观后果函数成（沪
l;(s):1·,e)冲是行动组合的技术可行集到博弈后果集合的函数。e 为域的
环境，如技术、外部制度等。

根据这个函数，对参与入I的每一项决策sE�，都被分配到一个定义在后
果空间上的物质结果即后果函数'P; (s;, l;(s): 1 •, e)。后果函数是关于参与人l
的私人剩余信息的函数，这个信息还包含参与入对域环境e的主观解释。

(4)给定制度现象2勹私人剩余信息I, (s)和主观后果函数礼参与人根
据策略集合选择策略，使其效用最大化。 即参与人l在S;中选择s·，使得
u,（屯(S;'l;(s.) : L 冬 ，e））最大化，其中 U;(•)是参与人I报酬的预测函数。称
由此得出的策略选择为最佳反应决策规则。

如果参与人反复运用同样的规则推断环境、预测报酬和选择最佳反应决
策，同时对制度现象的认知也总是一样，我们说参与人的主观博弈是再生的。

为说明制度2 天 的再生·先引用一点博弈论的知识。
用A_』代表除参与人以外所有其他参与人决策集合的乘积，a-;EA_，代

表参与人1对其他人决策的预期(iEN)。
假定参与人每期对其他人行动的预期和后者实际的决策是一致的，而且

每个参与人该期所做决策是对本人预期的最佳反映，也就是存在 a· EA，使
得对所有的I有·

a-;=a勹长和a; • E argmaxu,（中(a;祖－，））
按照纳什均衡的定义，这时说行动组合旷是纳什均衡。
对上述定义的主观博弈模型．如果对所有的iEN，有
s; • = argmaxu,（屯S;, l; (S;, S一, ·) : 1 •, e)) (6.) 

此时策略组合s·是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如果上述 (6.) 条件满足，我们就
说参与人的主观博弈模型处于一般认知均衡，制度2 并 是再生的。 而从上面
的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是否具有充分的私人剩余信息是 (6.) 条件得到满足
的必要条件。

从制度的变迁可以分析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原因。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模式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该地区有满足(6.)条件的私入剩余信息，导致博弈
参与人的主观博弈的再生，使该地区制度产生变迁。而促使主观博弈再生的
私人剩余信息，来自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社会规范、惯例、风俗、文化等。从以下
所介绍的温州、苏南、珠江三角洲的清祝来看·这些私人剩余信息虽然不能完
全概括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但却具备上述所说的概要表征的特点。

温州模式的特点在于以私入经济 为主，资金自筹。 形成温州模式的私人
剩余信息是温州人的高度的市场主体意识。温州人的私人剩余信息既来自千
温州“永嘉学派”中提倡的衣商并举、义利并重的观点，和“以利和义 ”，讲究功
利实用的主张，又来自于温州入敢冒风险、敢为人先、吃苦耐劳和善于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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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较强的
“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
”

的自主意识，以及改革开放前温州所面临

的状况。 温州模式形成前，温州面临的情况是：（1）贫乏的资源禀赋。(2)由于

温州地处对台海防前线，建国后国家对温州投资很少。(3)温州地区远离大中

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中心，改革开放之前交通环境恶劣，运输成本和信息

成本较高，发展现代工业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苏南模式的特点在于以集体经济为主，由政府倡导。 形成苏南模式的私

人剩余信息是苏南地区的各类企业对乡、村行政机构的依赖性。 这种私人剩

余信息来自苏南历史上的
＂

副业大省
“

，草根工业、市场网络、能工巧匠、务工经

商的良好基础。 改革开放前，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地方政府

与社队企业的关系亦十分密切，这构成 了苏南地区随后进行的制度变迁的重

要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民经济明显具有短缺经济的特征，巨大的市场

需求
“

诱惑
“

着社队企业迅速扩大生产规模，而这极需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大力

支撑。 因此，地方政府在为本地企业争取政策支持上便可以大有作为。 而且，

在计划经济的金融体制下，地方政府能够更有力地为本地企业争取到更多的

银行贷款。 这些都构成了苏南地区制度变迁最重要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同时

也酝酿着一项能带来巨大收益的制度安排的产生。

珠江模式的特点是以混合经济为主，倾向千引进外资。 形成珠江模式的

私人剩余信息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界发展区域互动关系的
“

依附性
”

。 作

为珠江三角洲中心的广州早在清朝时代，就以
“

十三洋行
”

而闻名千世，英国人

甚至将中国把外贸活动限制在广州一地进行的做法称为
“

广州体制
”

。 即使到

了计划经济时代，广州依然保持着自己作为中国
“

外贸首都
”

的地位，一年一度

的
“

广交会
“

几乎是外国人与中国做生意的准一机会。

然而，当私人剩余信息的作用不满足心）条件时，制度的整体性安排是耐

久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 其原因是

西部地区不具有能导致制度变迁的私人剩余信息，从而使西部地区长期形成

的
“

非正式制度
”

具有耐久性、稳定性，邹东涛称为由
“

思想观念和旧习的超稳

定结构
”

引起的
＂

贫穷的超稳定结构
”

(2001)。 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长期形成

了一种比较保守、守旧的观念和文化氛削。 这种保守和守旧的倾向，不是个别

人、个别单位、个别阶层、个别团体的现象，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因

而形成了 一种整体性和群体性的文化氛围。 这种文化氛围似乎像一张无形的

网，网罩着入们的思想，束缚住人们的手脚。

三、不同模式间的相互影响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相互交叉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不同的组织信息结构和各自的主观博弈模型，使得各地区 之间在相互进

行博弈时的初始路径是不一样的。 在博弈中，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并不是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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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博弈作为一个孤立的博弈来实行，而是可能将它作为 多种博弈中的一个来

实施 的，多种多样的博弈用概率进行加权平均后反映了一种初始状态。 从这

种观点出发，构造一个博弈模型如下：

L R L R 

L 2,2 0,3 L 厂三 0,0 

R 3,0 1. 1 R 
I 0,0 1, 1 

(a) (6) 

上面 矩阵(a)称为收益矩阵，它是将这些多种多样的博弈用概率进行加权

平均后所得到的。 将具有这样历史初始条件的社会称为J— 社会。

矩阵(a)的博弈成为一种囚徒困境，其中R 是支配战略。 所以该社会中

的入们通过随机组合实施此博弈时要保持均衡的条件是所有的人都 要R战

略。 在 该社会的历史初始条件中，采取R行动成为习惯规范。

由于采取R战略和采取L战略的博弈参与入之间的博弈，用来为战略状

况加权的概率发生了变化，平均收益矩阵也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 其右上角与

左下角的数字3单调递减为0，最终形成具有(R,R)和 (L,L)这样两个纳什均

衡的洞整博弈。 当发生这样的环境变化时，在 J— 社会中受到的历史初期条

件制约的人们是处在采取R行动的状态之中。 在此状态下， 即使收益上发生

变化， 如果将其他所有人都采取R行动作为给定条件的话，那么最佳反应只

能是R， 所以即使环境发生变化， 最佳反应动力的结果仍然是所有人均采取R

行动这一结果。 这就是社会体制进化的路径依赖性。

当一个社会遇到其他文化影响的时候， 这时经济机制就处在开放系统之

中。 按照上面构造收益矩阵的思路，构造以下收益矩阵(c)，（d)。

L

 

R L

 

R

L

R 勹
L

R

2

-o,o I 1,1 

(d) 

称收益矩阵(c)所表示的社会为A － 社会。 A － 社会中所形成 的习惯就

是全体成员均服从I勺

当A－ 社会中的博弈因为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 为矩阵(d)时，由于在当时

的习惯下，L为惟一的最佳反应，故而社会习惯仍为Lo

现在当处于同样环境中却因历史初期条件的不同而形成 不同习惯的J

社会与A－ 社会相互接触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假定J— 社会与A — 社会的

人口总数中，J— 社会人口所占的比率为n，并将该两个社会接触、交流的状况

进行如下格式化，当n小时则表示J— 社会相对小一些，当n大时则表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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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相对大一些。 若两个社会相互遭遇的概率为B，当�=0时，两个社会处

于封闭状态；当�=1时，两个社会处于完全一体化的状态。 两个社会遭遇时
的情况可用以下矩阵表示：

A 

J I N �0-n) 
A I �n 1-n

通过参数(n,�)值的 变化而能够成立的均衡是有限的。 在J —社会中或
A —社会中即使同样存在着采取L的人口 和采取R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纳

什均衡 。 如果将J —社会的全体成员全部按照L行动， 而 A —社会中的全体
成员按照R行动的均衡表示为(L,R)，那么均衡的形式仅有(L,L)、 (R,R)、

(L,R)、（R,L)4种。 从对称性的角度将(L,R)与(R,L)视为同一均衡的话，

应该考察的均衡有3个 。 在J —社会 与A—社会的当初习惯分别为R、L的情
况下，两个社会开始相互 接触 ，从(R,L)作为初始条件来考察 。 首先要注意
(L,L)和 (R,R)对于参数（n阜）的任何一个 值都存在。 如果将(R,L)作为初

始状态， 对于J －社会的人来说 ，R成为最佳反应的条件是：
n�2队1—n)==��n/2(1-n) 

该式左边表示 J —社会采取R的期望值 ，右边则表示在J －社会中采取L
时的期望收益。 同样 对于A —社会的人来说，L成为最佳反应的条件是：

2(1—n)多9n=P<2(l—n)/n

函数y=x/20-x)与函数y=2(1—x)/x在x=2/3相交，当x=2/3时，
y=l。 满足沪�x/2(1-x)和满足严尊(1—x)/x的部分区域是在由曲线y=

x/2(1—x)、y=2(1 —x)/x及y=O所围成的区域。 当x�2/3时，�x/2(1—

x)，当x�2/3时，y冬20-x)/x。
由此 ，当n<2/3时，这时两个社会的 交流程度从0开始逐渐增大并接近

1时，在J —社会中使R成为最佳反应的条件已不成立，J —社会中采取L的
人口慢慢增加，R 与L 同时存在。 与此相对应，在A —社会中 L仍为最佳反

应，故在A—社会中的传统没有变化。 其结果是 最终两个社会 向服从L的均
衡过渡。 即当比较小的社会 J.—社会在与比较大的社会 交流时 ，J －社会的习

惯发生变化。 而当n>2/3时，则两社会均服从向R的过渡均衡 。 因此，在两
个社会 互相接触时，要使J —社会的策略 R能成为A －社会的策略，J — 社会
要足够大 ，即 J —社会人口所占比例达到两个社会总人口的 2/3以上。

四、结 论

在我国的诸多经济发展模式中 ，为什么苏南是苏南 、浙南是浙南？典型的

加工贸易为什么会出现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对急需发展的中西部地区来说，
为什么不能照搬经济发达地区发展的经验？本文通过对经济发展模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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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分析．对此问题作了回答： 一是西部地区原有制度的稳定性，阻碍了制

度的变迁；二是中西部地区不具有东部的能导致主观博弈再生的私入剩余信

息；三是从上述J — 社会与A － 社会相互接触的原理分析，要使一 种较优的经

济发展模式能够被其他地区所采用，除了自然因素以外，较优的经济发展模式

所在区域的人口应超过另 一种模式所在区域人口的两倍以上。 而事实上．我

国现在较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如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山东模式、浙江横店模

式等所在地区的人口远远低于中西部地区的人口。

注释：
CD大数定理：一旦某种组织惯例在封闭的组织场中形成并达到一定的规模，它就能存在下

去，即便是促成其形成的初始条件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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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HEN Wei-min 
（压扣rtment of Politics a and Law, Zhejiang &:lUL·atiu,1 I mtitute, Hang动uu 310012,0,ina) 

Abstract: There have formed many successful development mode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were carried out.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modes in those places, hower, 

cannot be cloned by other places, because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modes is that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which depends on the rebirth of 

subjective game caused by "private surplus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f a success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s to have effect on another 

mode, it should have absolute advantage in population. 

Key words: mode;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nstitutional 

re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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