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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开始介绍了实际中观察到的两份工资合同：A合同低底薪，然后按比例提

成心合同高底薪，但要求达到一定的产出额度，超出按比例提成，不足按相同比例扣减。

由于简单的参数模型不足以解释这两份合同的差别，作者运用委托代理的思想设计了不甘

落后的劳动者模型，此模型的假设是，不甘落后的劳动者，依据薪酬周期的前半部分的努力

水平，调整在后半部分中的努力水平。 在这里作者引入了不甘落后系数，这样模型很好地解

释了上述两份合同的差别。 并且得出随着不甘落后系数的增大，代理人分享产出的比例逐

步减小，总代理成本逐步减小。 此模型随后还得出最优合同设置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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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模型中有两个参与者，一个是委托人，一个是代理人，传统的模

型假设是，双方都基于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而代理人拥有不对称信息，委托

人通过激励机制设计来优化自己的效用目标。 这里面还暗含一个假定，就是

代理人有隐蔽行为的倾向，只要偷懒对他来说是有益的，他就会选择偷懒。 换

言之，他们是没有进取心的人，他们的行为导向即利益 最大化、效用最大化。

对委托代理模型中风险与激励的权衡问题作出最有影响贡献的是

Holmstrom(1979)叭Holmstrom和Milgrom(1987)证明长期合同可能是简

单的线性合同，其他的许多文献 讨 论了关于重复代理(Rogerson, 1985b、

Holmstrom和Milgrom, 1990)，关于串谋与监控(Tirole, 1986)、（Brown和

Wolfstetter, 1989)等等。 但这些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仅就Holmstrom和

Milgrom(1987)的线性模型进行一些粗浅的讨论。

笔者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生活中存在着两份看似无差别

的工资合同：A. 底薪 500，然后按销售额提成15%;B. 底薪2 000，按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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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成 15%，但要求达到10 000元的销售额度，超出10 000元，按 15 ％提成，不

足按 15 ％从底薪中扣除。这份合同按简单的 H-M 线性参数模型 (Holm
strom 和 Milgrom, 1987)模型分析是无差别的。

一、A合同的描述

我们按照 H-M 线性参数模型将上述工资合同 A 描述如下：
模型假设：（l)a 是一维努力变量，产出函数取线性形式元＝ a+e, 其中：0

符合标准正态分布，E(0)=O, Var(0) =a2。 (2)委托人是风险中立的，设立线

性合同s（六）＝F＋阰，其中：F是代理人的底薪，P是代理人分享的产出的比

例。因为委托人是风险中立的，给定 s（穴）＝ F+�rc，委托人的期望效用等于期
望收入： Ev丘— s（六））＝ E（六 — F—P六）＝ － F ＋（l — �)a。(3)代理人的效用函

数具有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特征。即 u(w)=l — e一气其中：w 是实际货币收

入，代理人的努力的成本简化为 c(a)= ba气其中，b 是外生的成本系数，则代

理人的实际货币收入为：w= s（六）－ c(a)= F+�Ca+0)-ba气确定性等价收入

为 Ew-RP（奶，其中： Ew 是货币收入的期望值，RP(�)是代理人的风险升水，

也即风险成本。 (4)/l 是代理人的保留收入，也就是他的机会成本，如果确定

等价收入小于凡那么代理人拒绝这份合同，因此代理人的参与约束为： Ew—

RP(�) =F+�a— ba2 -RP@）彦四。

（一）当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不可观测时， 委托人的选择就是选择求解下列
最优化问题：

唱xEv= — F+（l —�)a (1) 

s. t. CIR)F+�a-ba2
— RP(�)�µ (2) 

(IC)B— 2ab— RP卫） ＝ OUl (3) 
其中，RP.@)是 RP(�)对 a 求导，把风险升水 RP凇）简单记为 R围），R（伪

=R(O)+�R'(O)+ 住 1

2 
R"(O) 

2 
= -¼P�2 a2（详细推导限于篇幅，此处省略，感兴趣

者可向作者索取）。然后将 R(9)的值代入(3)式得出 a= �/26，把它和(2)式取
P 住

等号代入目标方程(1)得：唱xEv ＝ 邪 — b 石? — 扣院 (J2 _µ，通过求解惯卒＝

0，得妇
1 

2bP(J2 0 

（二）当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可以观测时，委托人的选择就是选择（F，的求解

下列最优化问题：

maxEv= — F+Cl—的忐
F,r 

-＿ －． 

s. t. CIR)F+�a-ba— RP（防�µ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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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5)方程取等号代入目标方程，代入 R(�) 的值，消去 F，求解，得到 a=

1/26,�=0 。

再来看合同B，如果也用类似的经济学语言把合同B描写出来的话，只需

要把合同 A 的模型假设中的(2) 改为委托人是风险中立的，设定线性合同s
（穴）＝F叶9（六— 中）＝（F广 <fi) +�a = F+�a ，其中：F是代理人的底薪，P是代

理入分享产出的比例，中 是规定的产量。 这样合同B就获得了和合同A完全

相同的形式，而且很明显用上面的分析方法会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 但既然

现实中这两种合同都存在，就说明它们是有区别的。 我们抛开合同B 可能会

给企业带来高薪酬的良好形象的影响，单从激励的角度来考虑，两份合同也 不
一样。 下面我将用不甘落后的劳动者模型 来解释这两个合同的不同。 在模型
里我们假定 劳动者不甘落后， 这一点类似于行为 经 济 学里的 anchoring
e ffect，参见Gan Li(2002),Matthew Rabin(1998)。

二、不甘落后的劳动者模型

模型假设：（l）工人是不甘落后的劳动者，在一个足够长的薪酬周期（比如

年薪制中，薪酬周期是一年）中，工人的努力水平是变化的，在前半周期 他的努

力水平是砌，然后不甘落后的工人会将 他的努力水平与规定的产出额度比

较见并调整自己下半周期 的努力水平aT，其中aT =

彻 +r[max（砌冲）—砌］，

这里 中就是规定的产量额度。 这样整个努力水平可以表示为 f=
—(砌 +aT)。
2 

产出函数取线性形式 六＝f十0 ，其中：0符合标准正态分布，E(0) =O, Var(0) = 
立(2)委托人是风险中立的，设立线性合同s（六）＝F+�(1t: 一 中），其中： F是

代理人的底薪© ,P 是代理人分享的产出的比例，中就是规定的产量额度。 因
为委托人是风险中立的，给定s（六）＝F+�＠ — 切，委托人的期望效用等于期

望收入：Ev（六—s（六））＝E（六－ F-B六十抑）＝— F+（1 — 灼f十�cp O (3) 代理人
的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特征。 即u(w) = l-e 一气其中w 是实

b 
际货币收入，代理人的努力的成本简化为c(a)＝一（动＋a年），则代理人的实际

2 

货币收入为：w =s（六）－c(a)= F+�Cf-cr+e)— 考偈十a年），确定性等价收入

为 Ew -RP伶），其中：Ew 是货币收入的期望值，RP(�)是代理人的风险升水，

也即风险成本。 (4)11- 是代理人的保留收入，也就是他的机会成本，如果确定
等价收入小于凡那么代理人拒绝这份合同，因此代理人的参与约束为：Ew —

RP(�)= F寻f一阵－ 考匡＋a年）－ RP心）翠。

（一）当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不可观测时， 委托人的选择就是选择( F,�)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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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下列最优化问题：

maxEv = -F+(l-
F.。

气伍＋ar)玉 (6) 

9
s. t. CIR)F+了伍＋a吵 —抑分（动十a庄） － RP(�)翠 (7) 

p
(IC)砌Ear严xEw—R(�)=F十产也＋国）五叶噙＋谄） －RP(伈 (8)

袄EA

其中：A是代理人的行动集，5） ＝ 码十r[max（乌，中） － 码］。采用与式 (1) 、

式 (2入式 (3)表示的模型相同的分析方法可得 R 凇）＝ 上 p�2 <12

2 
6 。这里式(8)与

式 (3)的最初表达形式完全等价。
接下来，分别考虑邸＞中和商冬中这两种情况，当卧＞妇l寸， 把 R(B)的值

代入式 (8) 有 Ew-R(�)=F＋趾 － 阵－b动 — §归，对上式关于砌求导数，

使结果等千 0，这个过程也就是求解式 (8)的过程，我们得到a = �/2b。把 (9)

p 
代人目标方程 (6)，消去F ，得到 Ev = ma,_x砌－b动一 —P牙 － µ，把彻的值代入

F,o 2 

dEv 
相应的目标方程式，通过求解可甘 ＝ 0，得到B =

1+ibP护

事实上当气＞归中所得结论与H-M模型的完全相同』扣炉冬中时，式
(8)变为：

P b 
Ew-R(�) =F+了［（2 － 凇＋r中］ － P中一 了国＋（1-r)飞

+2r中(1—r)正r2 俘J — §归 (9)

同理对 ( 9 ) 式 关 于 砌 求 导 数，使 结 果 等于 o, 我 们 得 到砌 ＝

2伈－r�- 2r'Pb(l-r)
，把(7)代入目标方程，消去F，得到：2b+2b(l —r)2 

b Ev = ma,_x— [(2-r压十r钉 — -［动＋（1-r)飞＋2r中(1-r压＋r甲］
F,p 2 2 

－ 妇屯 — µ (10) 

dEv
把氏的值代入(10)式，通过求解可了＝ 0，得到：妇

(2-r)2 

(2-r)2 +4[l+O—r)勹P切 °

所以当 r = O 或者幼＞中时，最优合同的代理人分享产出的比例 B 与式

(1入式 (2入式 (3)表示的模型完全相同，当 r*O 且砌<中时＇妇刚直有赖于几
当 r= l 时，劳动者完全不甘落后；当 r=O 时，劳动者完全甘千落后，完全依照
理性优化自己的行为；当 O<r<l 时，劳动者部分不敢落后。r 的大小完全测

度了劳动者的不甘落后水平，我们称之为不甘落后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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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可以观测时，委托人的选择就是选择 CF,�)求
解下列最优化问题：

n;a1Ev= -F+(l－日｀也＋也）十§ (11) 
F．伊

p
s. t. (IR)F+了也五） —9中—炉岛＋祠） －RP（历翠 (12) 

然后与上面模型类似，我们得到当 a。>中时 a。 = 1/2b,B=O，当a。<cp时，
~ 2— r-2评b(1-r) ～ '伈=0。a。 =

2b[ 1+（l-r)勹

（三）不可观测代理人努力水平时的代理成本：

1.当邱泗时：（l）因为代理人承担的风险是化风险成本 t::.RC= — pB千2 
彻2

勹 [1+ibP62 ]
2

; （2)激励成本，其中期望产出E六＝ b，期望产出的净损失为

Pcr2 

凶诉＝ 6 — b ＝ 努 力 成 本的 净 节 约 为 t::.c = C (a - C ( a ) = 1+26妇 ＇

时(l+Pb6勹
[1+2Pb句 2 ，总激励成本等于期望产出的净损失减去努力成本的净节约 ；

(3)总代理成本 AC=t::.RC+Ct::.E六—t::.c) ＝ —

l p乎
2 1+26Pcr2 0 

应2. 当三中时；（l）风险成本辜＝了妇＝— ［ (2—r)2 

] 2 (2—r)气4b[1十(1—r)2 归 ；

(2)激励成本中期望产出的净损失凶;:n:=b—b=
(2—r)2 Pf 

(2—r)2 +4[1 +O-r)勹P阪，而努

力成本的净节约为 t::.c=c(a)-c a = (2-r)2 际[(2-r)2 +2[1+Cl —r)勹P树］
[（2-r)2 +4[1+（1—r)勹P阮］2-;

(3)总代理成本 AC=t::.RC+Ct::.E六一 Ac) ＝ -1 Pcr2 (r-2)2 

2 (2-r)2 +4[l+Cl-r)勹Pbcr2 0

我们发现当r=O 的时候,砌<中和劲＞中的代理成本是一样的，而模型的
解也就是代理人分享产出的比例队劳动者最优产出 水平砌的表达式完全相
同，另外总代理成本也有同样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不甘落后劳动者模型可以
包含H-M模型，或者说是它的一个扩展。

（四）当彻<cp时，考虑不甘落后系数r 的影响。
(2-r)2 

对B的影响，注意到O�r�l，得战＝ (2— r)2 +4[l+Cl-r)勹Pbcr2
—

1 +2Pbcr2 <O，就是在设计最优合同时代理人分享产出的比例妇的值小千H-M

模型给出的值。并且 — =
d� -8r(2— r) Pbcr2 

dr - { (2-r)2 +4[1 +O-r)2 ]时｝ 2<0，所以随着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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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系数 r 的增大，对千委托人而言，在设计最优合同时代理人分享产出的比

例P的值减小。

又由于风险成本和期望产出的净损失都是B的单调增函数，所以风险成

本逐步减 小， 期 望 产 出 的 净 损 失也 逐步减 小，另一方面， 虽然
d!::::.c

br 

4r(r-2)bP宁 — 16bP牙(r—2)2

[(2— r)2 +4[1+（1 —r)勹Pba守[(2-r)2 +4[l+Cl-r)勹Pb刃2 <0，即随

着不甘落后系数 r 的增大，劳动者越来越趋向于努力工作，努力成本的节约减

小，而
dAC 4r(r-2)bP勺

dr - [(2—r)2 +4[1+Cl-r)勹Pb句 2 <0，所以随着不甘落后系数 r

的增大，总代理成本减小。

对f关于r求导，我们得到— =
df 32r(2-r)萨b牙
dr - { (2— r)2 +4[1+（1 —r)2 ]应） 2 >O。

推论l：假定劳动者不甘落后，并且称初始产噩低千规定额度的劳动者为

低生产率劳动者。(1)对于低生产率劳动者，最优合同的分享比例低于H-M

模型给出的值，并且随着不甘落后系数的增大，最优合同的分享比例的值减

小；（2)随着不甘落后系数的增大，代理人整个周期努力水平也增大。

（五）关于中的讨论。
oEv r气1 —2b中）

对 Ev 关于巠求导，得到 —

-= 2 ，所以当 2b'P<l 时，Ev 随碑 2[1+0—r)2 ]

中的增大而增大；当 2b'P>l 时，Ev 随中的增大而增大；当 2b'P=l 时，Ev 取得
最大值。 所以最优合同设计时应该取 2b'P=l。

关 于 Ev, 我 们有 Ev =
(2-r)4 

86[1+0-r)勹{(2—r)2 十铲树[l+O —r)勹｝

产 dEv 4r(2—r)r2b勺
－µ，对它关于 r 求导，我们得到一 — =8b[1+（1-r)2] dr -{(2—r)2 +4[1+0-r)勹Po2)2

＞0，所以 Ev 随 r 的增大而增大。

在最优合同情况下，即当 2b作＝ 1 时，并且努力水平可以观察的情况下，

Ev=l/2b, f=l/2b。

推论 2:（l)假定劳动者不甘落后，最优合同设置时，取得 2b'P= l;(2)最优

合同设置时， 当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可以观测时，他的整个周期的努力水平和

委托人的期望收益为定值；（3)随着代理人不甘落后系数的增大，委托人期望

收益也增大。

由千P的值随着r的增大而减小，所以如果委托人知道每一个代理人的r

和成本系数b的值，则可以给每一个人设定一个合同，这样委托人完全攫取了

代理人的生产剩余，我们称这样的合同为一级差别合同，如果代理人只是简单

地将代理人分成几类，按照每一类里最小的 r 值，来设计合同，则得到的是二

级差别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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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论

本着应用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生活的态度，本文从实际中的两份看似无差

别的工资合同入手，运用委托代理的思想进行了分析，考虑到传统的H-M模

型的不足，设计了不甘落后的劳动者模型，引入了不甘落后系数，这样模型很

好地解释了上述两份合同的差别。 并且得出随着不甘落后系数的增大，代理

人分享产出的比例逐步减小，总代理成本逐步减小。 此模型还得出了最优合

同设置的必要条件。

＊文章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甘犁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CD参见参考文献[1]，第304~305页。

＠事实上参与条件最初表达为归(s（六）— c(a))f(n,a)d六诊凡也就是E[u(s（六）— c(a)）]多
µ，但由于 E[u(s（六） － c(a))]求解很复杂，我们根据不确定经济学理论可知，对千风险规
避者可以用E[u(s位）— c(a))]=u[E(s（动— c(a)）— RP(�)]代替，所以有u[E(s（六）－c
(a)）— RP(�)]>凡两边取对数，化解为E(s位）－c(a))-RP(�)= F+�a— ba2— RP(奶

;;?µ= log(1—灼

＠这就是激励相容条件，它的的最初形式是压(s（六）— c(a))f（穴，a)d六歹压(s（六）— c(a'))

f（穴，a')d穴，其中 a'是代理人行动集中的任一元素，（3）式就是对(2)式求导得来，能如此
处理要满足一 阶条件，详见参考文献[2]，第435~445页。

＠之所以可以直接将努力水平与产出额度比较，需要两个暗含的假定： 一是产出函数就等
于努力水平，二是在有随机扰动的情况下，由千周期足够长，可以平滑掉随机扰动的影

响，所以前半期的产出就反映了努力。 另外之所以可以将前半期的努力水平和整个周

期的规定产出额度比较，是因为理性的工人可以将其折算。

＠也可称之为名义底薪，因为这个底薪在代理入产量小于规定产量时会被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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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agged Worker: A Model of Economic 

Explain about a Wage Co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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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c.hool ofM如agement Inner Mm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hhot 01006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singh!Ul Uni仅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wo pieces of wage compact. One is 

low base pay with a percentage deduction from the sum of total optput, while 

the other is high base pay, but a ration of the work should be finished. If he 

exceeds the ration, he deducts a percentage from the excess. If he falls short 

of the ration, he loses the same percentage from the deficiency. Because the 

simple H-M model(Holmstrom and Milgrom, 1987) is deficient in explai

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ompacts, I build MAAS (the model 

of acquiring achievement-sense) by using principle-agent model, which well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ompacts, And I induce that the 

share proportion of deputy in output and the total cost of agent will decrease 

as AAS (acquiring achievement - sense) coefficient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utility function of acquiring achievement-sense is a multiple criteri

on utility func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not only income is important to la

bor, but also fulfilling hi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Keywords: principle-agent model; the model of acquiring achievement

sense; the utility function of acquiring achievement-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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