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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中国农村信用是通过自发的、松散的非正式组织形式实现的, 在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特殊

信任主义系统里, 农村信用的实施机制和信用保护机制事实上是在一个关联博弈中进行的。当农村非正式

社会结构向正式社会结构转轨时, 由于契约的法律执行机制的不完善以及交易范围的扩展诱致的信息不完

备和非对称, 使得关联博弈和信息完备性的基础逐渐丧失, 仅靠声誉和关系交易的维系成本急剧上升, 人

格化交易面临规模不经济和信用风险的双重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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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简析

在中国农村, 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自然关系

仍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相对封闭的同质人际关系群

体的特性适宜于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制度的生存。

此外, 农村社会分工程度不发达, 商品的市场化程

度低, 交易范围狭小, 大量交易是在村落或乡村社

区内重复性博弈, 社区中共同知识决定了资源的配

置呈现为人格化交易特性。在特殊信任主义人际关

系盛行的农村社会中, 非正式制度以公平公正的价

值认同减少了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成本, 并以社会

习惯性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共同意识形态构成的

非正式制度自动地提供了人们行为选择的硬约束、

正向激励效应和稳定性预期 (内化了的准则的执行

成本会低于外在强制性执行成本)。在这样的非正式

制度环境下, 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可以修正、补

充和完善正式组织和制度的作用, 减少机会主义负

激励效应, 提升不完备契约的自我执行能力, 乡村

社区内居民能通过声誉信诺机制分享合作剩余。

二、农村信用的特殊声誉机制分析

传统农村信用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特殊主义信

任系统的发展, 在传统封闭经济状态中, 人们通常

受地域限制而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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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关系, 这种互助关系是基于特殊主义信任系统

构成的, 农村信用的产生正是利用了系统内这种特

殊主义来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融资需求。由于法律

制度不健全和国有金融部门的信贷配给, 民间合作

仍然局限在特殊信任主义的圈子里, 孤立的信任系

统之间缺乏健全的市场和法律, 从而未能建立全社

会的大的信任系统。因此, 当民营中小企业和居民

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产生资金需求的时候, 民间借贷、

合会、私人钱庄等传统的融资形式便因其具有良好

的群众基础、低廉的信息成本、学习成本和协调成

本而重新兴起, 并且由于法律规则实施机制的缺陷

很难维系信任系统之间的普遍主义, 因而依赖特殊

主义信任系统也就成了降低风险、减少交易成本的

次优选择。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 (1985) 提出“社会嵌入

性”的概念, 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是嵌入在参

与人的“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中的社区规范和文化

可以有效约束经济博弈中参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

其具体作用机制是通过交易域和社会交换域中关联

博弈的声誉机制来实施: 一个参与人不仅参与交易

域的经济博弈, 同时还参与社会交换域的重复性的

社区博弈。在社会交换域的社区重复博弈中, 作为

一个有社会声誉的社区成员, 将会获得一定规模的

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 (经济受益和非经济收益, 其

中后者更重要, 包括尊重、赞赏、归属感及违约后

的多边惩罚机制等综合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

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农村信用参与主体, 其交

易域是其农村信用组织内的金融契约博弈范畴, 而

社会交换域则是其生活范围内的非正式社会结构的

乡村社区, 其主要特点是信息传播速度快 (基本趋

于完全信息市场) , 社会嵌入性诱发的交易域和社会

交换域的关联度强, 乡村社区主体的声誉价值高

(违约的社会成本高昂)。同质的农村信用乡村社区

主体因为惧怕其他社区成员将其视为“坏人”而付

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是指违约主体声誉价值的机会

成本, 其中包括在社会交换域中和社区合作中所产

生的社会地位、社会认可和归属感等综合社会资

本) , 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激励遵守合作性契约, 但

每个人对农村信用交易域不合作行为后果函数的严

重关注, 又使得人人愿意在社会交换域内惩罚违约

者。正是社会交换域存在的多边制裁的可信威胁, 才

制约了社区成员在农村信用组织内的机会主义行

为, 参与人才会在交易域中的农村信用契约博弈中

建立自己的社会声誉。因此, 关联博弈使得农村信

用主体面临特殊信任主义制度的“强效正面选择激

励”, 合作性规范会自动形成。

三、特殊信任主义条件下的声誉契约私人执行

机制的博弈分析

契约执行机制可以分为基于声誉的私人执行机

制 (R epu ta t ion- based P rivate M echan ism ) 和基于

法 律 的 公 开 执 行 机 制 (L aw - based Pub lic

M echan ism ) (Grief, 2003)。在转型经济中, 法律

法规通常是不完备的, 完全靠法律的公开执行机制

的成本是昂贵的, 私人契约执行机制可以填补正式

制度的空白, 可以提高契约执行的效率和降低其交

易成本 (Grief and Kandel, 1995; H ay and Sh leifer,

1998; )。契约执行问题的根源可以使用博弈论的囚

徒困境来解释: 在一次性博弈中, 选择招认是个体

理性的最优选择, 无法达到合作博弈均衡解 (即集

体理性) , 因此, 契约执行机制的本质是对契约方机

会主义动机的约束。根据社会嵌入性的概念, 一个

人不仅要参与交易域的经济博弈, 同时还参与社会

交换域的社区博弈。在社区交换域的博弈中, 作为

一名有社会声誉的成员, 将会获得一定规模的社会

资本和声誉价值, 如果在交易域中违约, 由于信号

的有效传递使违约者将受到交易域和社会交换域的

双重惩罚。因而在关联博弈中, 社区规范域文化作

为共同信念, 使得违约惩罚变得可置信, 促使合作

性预期得到强化。

中国农村信用是通过自发的、松散的非正式组

织形式实现的, 是依照借贷双方的口头契约或文字

契约进行的借贷行为, 是不完备的非正式契约。如

果没有正式契约以外的第二套保护机制, 其不完备

的农村信用契约必然由于机会主义的倾向而产生严

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形成农村信用的强负激

励效应。因此, 在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特殊信任

主义系统里, 农村信用的实施机制和信用保护机制

事实上是在一个关联博弈中进行的, 即非正式信贷

契约过程的交易域中的博弈与其基于血缘、地缘关

系范围的社区交换域中的重复博弈。由于其是基于

有限范围特殊信任系统的社区交换域, 因而信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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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完全的, 对此, 笔者建立一个动态博弈模型来

说明农村信用契约的私人执行机制, 见图1。

图 1　含声誉价值 (贴现因子) 民间

　　　　信用契约主体的博弈树

农村信用授信方根据受信方的初始信誉选择授

信策略, 如果受信方信誉差, 授信方选择不授信, 双

方的收益为0。如果受信方初始信誉好, 授信方选择

授信, 受信方得到授信后有两种选择: 守约, 双方

的受益为A ; 如果违约, 受信方将失去良好的社会声

誉, 但可以得到单位的现时收益, 其真实收益为R
V r

,

取决于现时收益R 与信誉贴现因子 (表现为其在社

区交换域中的声誉价值) V r 的比值, 而授信方的收

益为- A。

通过上述博弈模型可以得出基本结论: 农村信

用主体基于血缘关系、有限地缘关系的特殊信任主

义, 其农村信用范畴的信贷博弈有效地嵌入到其赖

以生存的社区交换域的重复博弈, 并且其交易域和

社区交换域基本重叠, 信息完全性与信号传递效率

高, 使得关联博弈的关联度强, 交易域和社区交换

域双重惩罚机制的可置信度高, 农村信用契约中的

违约者的违约成本高 (即违约现时受益的贴现因子

很大) ,
R
V r

因此会变小, 使得R
V r

< A , 受信方的最优

选择是守约, 而授信方的最优选择则是授信, 该博

弈的唯一纳什均衡解是 (授信, 守约)。

四、中国农村信用的演化路径

11 农村人际信任关系的差序格局: 特殊信任主

义向一般信任主义演化

信任一般被分成两大类, 具体表述又有所不同:

一种表述是将信任区分为人际信任 ( In terpersonal

T ru st ) 和制度信任 ( In st itu t ion T ru st) (卢曼,

1979) , 另一种表述是将信任区分为特殊信任

(Part icu larist ic T ru st) 和普遍信任 (U n iversalist ic

T ru st) (韦伯, 1951)。韦伯把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上

的信任称为特殊信任, 而把建立在正式制度和组织

基础上的信任称为普遍信任。前者看重道德信仰支

配下的自觉遵守, 后者重在制度强制性约束。从表

现形式来看, 特殊信任系统由产权系统、货币系统、

专家系统、政治法律系统等正式制度组成, 基于法

律的公开执行机制是运作的主要保障; 特殊信任包

括私人信任、亲缘信任、声望信任、宗教道德信任

等等形式, 基于声誉的私人执行机制是其有效运行

的主要保障。

20 世纪70 年代末即改革以来, 我国社会的深刻

变革大大加速了农村非正式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结

构的变迁, 总的趋势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

格局向现代的超血缘、地缘的以业缘关系为主的格

局演变。随着这种分工与交换的发展, 以血缘、地

缘关系为交易范畴的初级行动群体逐渐被分工协作

目标明确的次级行动群体所取代, 并形成农村社会

以自己为中心由近及远外推的“差序格局”(费孝通,

1998) , 其人际信任关系也从特殊信任主义向一般信

任主义过渡。

21 中国农村信用的演化路径

一个可执行契约的有效实施取决于利益各方的

代表者、正式组织能否在长期博弈中形成一个稳定

的社会预期的游戏规则, 构成下一次交易的正向激

励。传统农业社会中以血缘、地缘维系的非正式社

会结构则恰恰需要社会层面的关系网络的持久性发

挥作用, 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可以维系一个社会的

信誉机制和正向激励效应。由于农村市场化程度低,

血缘、地缘关系能一定程度地维持正常的交易关系

与交易秩序, 在农村习惯势力的影响下, 乡村非正

式制度构成了他们的日常行动规范。保障农村信用

的机制是多年来农村沉淀的社会规范与伦理道德等

非正式制度和关联博弈的多边惩罚机制, 这种惯例

形成了长期借贷的稳定的心理预期和自我执行规

则。这一信诺关系有利于降低信息搜寻费用及交易

成本, 在交易域和社区交换域双重博弈下分享合作

剩余, 最大化地减少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会

主义风险, 使合约有效实行。因此, 在这种特殊信

任主义的农村信用系统里, 交易者不断地更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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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方式是次优选择, 最优方案是合作方要建立

长期稳定的关系, 以减少因契约不完备和搜寻合作

对象等的交易成本。

但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 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

发生了由纵向向横向变化的趋势, 农村社会的发展

正经历着由非正式社会结构的下降与正式社会结构

地位和作用上升的转变过程。在农村普遍存在的是

以血缘地缘为主要联系纽带的人际关系群体, 随着

分工与交换的发展, 逐渐被分工协作目标明确的次

级行动群体所取代。基于特殊信任主义的声誉隐形

合同使得人格化交易的成本很低, 但是, 当农村非

正式社会结构向正式社会结构转轨时, 由于契约的

法律执行机制的不完善以及交易范围的扩展诱致的

信息不完备和非对称, 使得关联博弈和信息完备性

的基础逐渐丧失, 仅靠声誉和关系交易的维系成本

急剧上升, 人格化交易面临规模不经济和信用风险

的双重约束。当农村社会结构从非正式结构向正式

结构转移时, 农村人际关系的差序结构也从以血缘、

有限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主义向以超越血

缘、地缘关系的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普遍信任主义演

化, 其交易域与交换域逐渐分离, 必然导致关联博

弈的关联度下降甚至消失, 其信号传递效应弱化, 多

边惩罚可置信度下降, 信息不对称度增加, 交易域

中的违约者信誉价值 (贴现因子) 下降, 多次重复

博弈的基础消失, 农村信用契约沦为一次性博弈, 因

此, 受信方必然选择违约 (贴现因子小导致违约成

本增大, 使得R
V r

> A , 授信方必然选择不授信, 该博

弈的唯一纳什均衡解是 (不授信, 违约)。不完备农

村信用契约第二套保护机制随着其交易范围的扩

展, 其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关联博弈基础逐渐丧失, 机

会主义倾向而产生的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将

形成农村信用的强违约激励效应, 这就是目前农村

信用环境恶化的制度根源。

因此, 中国民间的信任路径的演化规律一般是:

首先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 然后是宗族 (村) 信

任, 乡亲 (地缘) 信任, 朋友圈中的信任, 继而才

是正规及非正规组织, 如合会、商会、钱庄等组织

中的信任, 从中可看出中国民间信任形式从特殊主

义向普遍主义演化的特征。与信任形式演进相匹配

的农村信用同样表现出这样的递进规律: 一是私人

借贷 (一般发生在亲友、乡邻之间) , 它对应于前述

亲缘、地缘以及朋友间的特殊信任关系; 二是以各

种“会”的形式 (如“抬会”、“呈会”等) 或以钱

庄、典当行等形式存在的民间借贷组织, 此类组织

的服务范围基本是本村本里, 服务半径在两公里以

内; 三是以合伙投资、商会、互助贷款协会、互助

担保协会等形式存在的金融互助组织性质的农村信

用; 四是沿海一些地区顽强生存下来的民办金融机

构, 如台州的民营信用社等, 此类民间金融形式已

经十分接近现代制度金融, 其对应的信任形式, 既

包含了特殊信任 (在当地的各种关系圈) , 又包含了

许多普遍信任的要素。由于特殊主义信任系统局限

在血缘和地缘的圈子里, 决定了民间金融不具有规

模经济的制度优势, 其进行资金融通的收益额不足

以进行制度创新, 还面临着建立规范化的融资制度

的学习成本, 只有特殊主义系统得到普遍改造和发

展、农村信用征信体系相对完善之后, 民间金融的

信用基础才可能转变为依赖普遍主义的信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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