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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中腐败行为的博弈分析 

 

摘  要 

以往对腐败问题的研究,不同的学科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很多专家

学者多是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探讨影响腐败和改革中的种种相关

因素,并据此提出种种解决的办法.本文通过运用博弈论的纳什讨价还价博弈

等相关原理,先在参与人为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之间进行了有贿赂和无贿赂

时双方博弈的情况，揭示了在理性条件下治理腐败和促进国企改革的 佳的

政策和策略组合,再在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之间加入委托人与之进行三方博

弈分析,确定了委托人的 佳的监督概率和抑制腐败的策略;本文的研究成果,

将为抑制腐败，促进国企改革的相关措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并可为决策

机关制订科学合理的改革制度和反腐败策略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对我国目前的腐败作了简单介绍，对腐败的定义，危害，特征，

以及产生原因（主观的、客观的）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并对当前学术界对

腐败的研究作了简单介绍和比较，突出了博弈论的优势所在。 

第二章介绍了博弈论方面的基本知识，包括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分类。

并重点介绍了本文中将要用到的纳什讨价还价博弈。 

第三章建立纳什讨价还价博弈模型。首先描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然后对模型中的一些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建立本文的模型 

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第四章分别对无贿赂时和存在贿赂时政

府官员和企业经理之间的讨价还价博弈，得出模型的纳什均衡解，并将这两

种情况作了对比，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建议和启示。在第五章，本文通

过引入全体社会公民作为委托人，将政府官员看作代理人，而将企业经理当

作寻租人，建立一个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对腐败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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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剖析,同时提出治理腐败的对策。 

第六章对本文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对今

后的探讨工作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 腐败；博弈；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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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Conventionally, corruption was researched mainly from the angel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this thesis, with the help of Argy-Bargy Nash Equilibrium, 

game theory and some other related theories, a game of bribe and no-bribe 

between government officer and enterprise manager is introduced, and 

conclusions of solving corruption and optimal policy for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ational person are proposed. 

Successively, a new participator, client, is inserted to get a three sided dynamic 

game. Consequently, optimal supervise probability and strategy to restrain bribe 

are forme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can be served as reference and theoretic 

support for decision-makers to form polici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nd 

anti-corruption. 

 

The thesis is comprised of six chapters: 

Chapter 1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orruption. It includes the definition、

damage、characteristic、and the origi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hen it lists 

other people’s research, and emphasizes the advantage of game theory. 

Chapter 2 depict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game theory with emphasis on 

argy-bargy Nash game theory that would be used in this thesis. 

Chapter 3 builds the model of aryg-bargy Nash equilibrium. First, it depicts 

the course of our country’s economic reform. Second, it discusses some factors 

related with the model. Finally, the whole model is introduced. 

Chapter 4 and chapter 5 are the main body of the thesis. In chapter 4,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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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中腐败行为的博弈分析 

 

argy-bargy equilibrium between officer and enterprise manager is deduc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ribe and no-bribe. The equilibrium solutions of the model under 

two situations are compared to get the advices and revelation for Chinese 

economy reformation. In chapter 5, a complete information dynamic game model 

is proposed in which the citizen, officer, enterprise manager are deemed as client, 

deputy and rent-seeker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model, deeper reasons of 

corruption are analyzed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n chapter 6, the whole thesis is summarized and further works are pointed 

out. Hoping this thesis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further researchers. 

 

Keywords:Bribe; Game theory; Argy-ba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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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目前的腐败情况简介 

1.1 腐败的定义和危害 

对于腐败的概念，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所谓腐败是指由党或国家机构任

命的工作人员，为满足私欲谋取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严重违背党纪政纪，

违反国家纪律，侵犯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并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政治影

响的蜕化变质行为。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昭示：腐败

往往是政权瓦解和垮台的直接原因。 

自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后,腐败就同人类形影相随,连绵不断。纵观古今中

外的发展史,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兴衰成败,一方面取决于该统治阶级是否

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统治阶级能否保证政治上的廉洁。

腐败,将富有转为堕落,使贫困陷入绝境;它动摇着国家权威的基石——法律,

威胁着政治制度的稳定,瓦解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削弱了教育的示范作用,引

发出社会伦理的种种危机。腐败就像厄尔尼诺那样进行全球性侵害,正在渗入

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社会改革的阻碍和腐蚀剂,

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一大危害。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把反腐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每年 高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报告都会披露出上一年度查办腐败现象案件的情况,但腐败现象

仍未得到有效遏制,这说明中国反腐败形势不容乐观和松懈。为更有效地遏制

腐败,有必要深究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根源。特征、影响因素，以便制定出

有针对性的措施,为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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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腐败现象的基本特征 

1.2.1 大案要案增加幅度大 

1986年以前,贪污受贿上万元,几万元即为罕见;1986年至1989年则出现

了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的大案;进入 90 年代,贪污受贿上百万元、几百万元

的大案已屡见不鲜。自党中央开始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以来,全国

各地每年都会暴露出一些为世人所震惊的大案要案。 

据近年查处腐败现象的情况表明,腐败现象总的说来呈增长的势头,尤其

是贪污贿赂等贪利型腐败现象大案要案日渐猖獗。以下一组数据便是这一特

点的 好说明。据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

的工作报告表明:1996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

61099 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大案 34879 件,比上年上升 7.7%,

贪污、贿赂百万元以上的 156 件,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不满千万元的 417 件,

千万元以上的57件,其中超亿元的5件;立案查办犯有上述罪行的县处级以上

干部2699名,比上年增加 10%,其中厅局级干部 143名,省部级干部 5名;通过

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67.8 亿元
[1]

。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看出近年来我国腐败现象大案要案增长速度之快,

危害之严重,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 

1.2.2 贪污贿赂型腐败现象表现出明显的行业特点,某些行业成为腐败的

多发部位 

当前的贪污贿赂等贪利型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贪污贿赂犯罪现象。过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经

营活动,经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计划,计划在一定意义上扮演了权力的

角色。因此,掌握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消费品调拨权力的职能部门往往成为

犯罪的多发部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计划调节逐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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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过渡,权力也相应发生了转移,什么部门对经济的调控权力增大,什

么部门就可能成为这一犯罪的热点部位。 

如,近年来,在金融、证券、房地产、建筑工程领域等经济热点部门发生

的贪污贿赂案件日益突出就是很好的说明。在这些领域里,有的国家工作人员

为了牟取暴利,贪污、挪用公款从事炒股、炒有价证券、炒地皮等活动;一些

金融证券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拆股、优先买卖股票,

从中收受高额“报酬”,或搞内幕交易、证券欺诈等犯罪活动;在建筑工程领

域,贿赂案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它主要集中在招标及投标的环节之中,犯罪

嫌疑人主要利用工程项目的发包权索贿受贿,换取金钱。近年来,检察机关在

这些单位查办了不少腐败现象案件。 

1.2.3 权钱交易是我国腐败现象的典型特点 

“升官发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了权就有钱,仿佛权与钱原

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然而这正是一些手握大权的人滥用权力的典型表现。国

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某些人个人的权力,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私

利就成了其 简便的发财之道。贿赂犯罪是权钱交易 集中的体现。一些公

务员为了捞取个人财富,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的生活和国家机关政务活

动中,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索贿受贿。个别领导人将人事安排作为聚敛

钱财的大好机会;有的为了晋升,重金行贿,形成靠受贿积累资本,靠行贿攀升

高位,再靠受贿捞取更大资本的“贿赂怪圈”。贿赂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易

行为,其目的是通过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以牺牲国家或集体的利益为代价,来

满足个人或小团体卑劣、肮脏的贪欲。近年来,除贪利型腐败现象外,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私放罪犯、泄露国家秘密等渎职型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多地向

权钱交易的方向发展。 

1.2.4 腐败分子文化层次较高,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 

腐败分子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文化素质较好,社会地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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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凡能成为腐败分子的人,一般都是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或专门技术培训

的人,因为他们要担当一定的职责和职务,就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而

且越是高层领导,对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也越高。但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这些

腐败分子在作案时,手段相当狡猾。他们往往深思熟虑,考虑周全,极能巧妙伪

装和积极掩饰,给侦查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一些领导干部,官高权重,社会影响大,活动能力强,一旦案发,他们则凭

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地位找关系、托人情,干扰、影响稽查机关的工作。如轰

动全国的湖南“女巨贪”蒋艳萍,1988 年底就受到商场职工的联名举报,被检

举贪污公款 5万多元。然而蒋艳萍不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还被提升为

副厅级干部,此后更是肆无忌惮的贪污受贿,直到 1999 年,才被湖南省人民检

察院立案侦查,时间长达十多年之久
[2]

。可见,这些号称“到处都有关系”、“神

通广大”的腐败分子给稽查机关的正常活动带来了怎样严重的干扰。 

1.2.5 团伙、群体作案,窝案、串案增多 

过去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大都是秘密进行,单线联系,近年来贪污贿赂等

腐败行为则逐渐向群体方向发展,上下串通,共谋犯罪的现象越来越多。单位

内部领导干部相互勾结,共同贪污受贿,往往是在一个单位查出一案,就能挖

出一串一群。一个领导干部被揭发出来,往往就会有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高官纷纷落马。如蒋艳萍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就牵涉进了 40

多名贪官。 

在这类团伙群体作案的案件中,有的国家官员甚至与黑恶势力串通一气,

充当其保护伞,形成称霸一方的犯罪网络。他们往往抱着“法不责众”的侥幸

心理,肆无忌惮地作案,给社会造成的影响相当恶劣,也严重损害了国家、集体

的利益。如湛江案件、厦门案件、沈阳案件都属此类。团伙群体作案,往往手

段隐蔽狡猾,欺骗性大,不易被识破,一旦被发现又互通信息,建立防线,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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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互相保护开脱,从而增加了查处案件的难度。 

1.3 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1.3.1 腐败现象产生的客观因素 

犯罪客观因素,也称为引起犯罪的客观因素,是指犯罪行为和犯罪人个性

形成的各种社会因素
[3]

。腐败现象产生的客观因素,即产生腐败的客观因素,

是指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个性形成的各种社会因素。腐败形成的各种社会因

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1.3.1.1  经济制度的不完善为腐败现象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我国的经济学者早在 1988 年就开始探讨由于经济制度的不完善而引起

的腐败现象了。他们针对当时的腐败现象,探讨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一

些中肯的建议。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改革开放也已进行了二十多年了,腐败现

象较之当时已有所不同。有的腐败现象已大大减少,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如

由于价格双轨制而带来的“官倒”和“私倒”等腐败现象);有的依然存在;

还有就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腐败现象。但无论如何,经济学者们在 80 年代分析

的腐败产生的原因对我们现在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

值。以下,笔者在借鉴其理论的前提下,简要分析一下当前我国腐败现象存在

的一些经济因素。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腐败现象存在的一个大的经济环境是我国正处在由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先

前的经济体制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因此出现了一些管理

的漏洞和真空,这给一些素质不高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活动创造了机会。

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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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一些显著成就,这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减

少了我国腐败现象滋生的一些经济条件,但这距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目

标还有一定的差距。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依然不完善,国家对经济的

干预,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还没有找到一个 佳的临界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

产生的问题还未得到完全的解决。 

总的说来,我国当前腐败现象行为产生的一些经济因素主要有如下:国家

对价格的管制还未完全放开,一些分管购销工作的主管干部及业务人员,利用

职权及职务之便,捞取“双轨制”中的价差的现象还存在;国企改革还不彻底,

产权问题还未彻底明晰,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管干部和管理人员,趁国家

法律和经济管理制度不完善之机,利用职权大肆攫取公有资产的现象还很普

遍;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等金融市场还不十分成熟,一些手握权柄的行政领

导和管理人员,借股票上市审批和土地批租之机大肆索贿、受贿等等。总之,

凡对市场经济享有调控权能的部门,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都有可能为腐败

现象的滋生提供条件。 

1.3.1.2 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使权力失去制约,诱发腐败现象 

学术界曾有过关于哪种政体 易滋生腐败的讨论,但几经讨论也未达成

共识。因为,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君主

专制制国家还是民主共和制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腐败现象。 后大家一

致认为:无论是何种政体的政府,只要其权力,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权力未受

到有效的制约,那么腐败现象便会大量滋生。因为,正如 19 世纪英国著名历史

学家阿克顿(Action)所说的那样: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

败。那么我国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他们选举出的人民代表所组成的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行使职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选举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各级其他国家

机关行使具体的权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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