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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扶贫瞄准过程是贫困户采取竞争和协同行为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行为演化的结果取决于两类贫困户

扶贫协同收益和协同成本的对比关系,只有当协同收益都大于协同成本时,博弈才会向两者都选择协同行为的

方向演化。协同收益及其分享系数、协同成本及其分担系数是影响贫困户行为演化路径的关键因素,政府的财

政补贴能够改变贫困户的策略选择,并存在一个最佳的补贴临界点,使贫困户都选择协同行为。政府应该采取

相应措施,促进博弈向协同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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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扶贫瞄准是指在扶贫过程中扶贫主体采用一

定的瞄准手段或方式,瞄准贫困对象,使其脱离贫

困[1],包括瞄准的主体、对象、产业、资金等众多维

度。贫困户是扶贫瞄准的对象维度,最大程度地

瞄准贫困户是精准扶贫的首要内容和核心要求,
贫困户的行为选择对扶贫瞄准的绩效有至关重要

的影响。贫困户的行为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划分

为两大类:竞争行为和协同行为。从协同学的角

度看,竞争的过程中会形成序参量,竞争主体在序

参量的役使下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从而形成某

种协同机制。协同机制中的各个要素(主体)会不

断博弈,博弈的策略不断演化,最终走上某种稳定

均衡状态[2]。在扶贫瞄准中,在有限理性条件下,
贫困户有可能会交替采取竞争行为和协同行为,
对竞争对手的策略或行为做出某种尝试性推测,
而推测的方式决定了最终的稳定均衡状态。精准

扶贫要求能够尽可能地提升瞄准的精度,期待作

为瞄准对象的贫困户能够有效应对扶贫瞄准绩效

的真正理念,能够有效执行各类扶贫政策。而这

个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贫困户之间能够产生协同

经济效应的前提之上的。良好的竞争与协同行为

是保证强大的协同经济效应顺利实现的根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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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竞争和协同行为总是不断演化的。摆在我

们面前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是:在扶贫瞄准的

过程中,贫困户的竞争和协同行为到底是如何演

化的? 演化的路径和稳定状态是什么? 政府的财

政补贴如何影响行为演化的路径和稳定状态? 政

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干预贫困户行为的演化路径

和稳定状态? 本文拟从演化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上

述问题。

二、研究假设

(一)博弈参与人假设

扶贫瞄准系统中牵涉到许多参与人,包括瞄

准的主体(各级扶贫办)、客体和企业等。在整个

扶贫瞄准中,各个参与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并
采取策略性行为。鉴于本文考察的主要是贫困户

的行为选择对扶贫瞄准绩效的影响情况,为了简

单起见,我们假设扶贫瞄准的参与人只包括两个

大类 的 群 体。 第 一 个 群 体 是 良 性 贫 困 群 体

(virtuouspovertygroup),第二个群体是恶性贫

困群体(malignantpovertygroup)。良性贫困群

体是指在国家实施扶贫瞄准的过程中,能够比较

客观公正地展示自己的贫困状态,在接受到扶贫

资源后能够配合扶贫瞄准的政策,激发自己的脱

贫积极性,真正将扶贫资源用到实处,力争产生良

好的扶贫瞄准绩效的一个群体。显然,该群体不

会有意去掩藏不利的信息,在扶贫瞄准过程中,产
生道德风险的概率比较小。恶性贫困群体是指在

国家实施扶贫瞄准的过程中,不能够客观公正地

展示自己的贫困状态,在接受到扶贫资源后采取

各种措施和手段阻挠扶贫瞄准政策的实施,对扶

贫瞄准持消极态势,不能够真正将扶贫资源用到

实处,从而最终导致整个扶贫瞄准绩效十分低下

的一个群体。显然,该群体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
掩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在扶贫瞄准过程中,产生

道德风险的概率非常大。
(二)策略假设

假设恶性贫困群体和良性贫困群体都只有两

个策略可以选择:竞争(competition)和协同(syn-
ergism)。竞争在这里体现的具体含义是,一个群

体中(如恶性贫困群体)的一个个体(如恶棍 A)与
另一个群体(如良性贫困群体)的一个个体(如良

民B)存在某种利益冲突而采取一些排斥性的行

为。例如,恶棍 A和良民B都想获得扶贫金融贷

款,但受到贷款数量或名额的限制,不可能两者都

获得贷款。此时,恶棍 A 和良民B的关系是典型

的竞争关系。协同在这里体现的具体含义是,恶
棍 A与良民 B存在某种一致性利益而采取某类

一致性行为。如果某个个体一意孤行,采取某些

“天理难容”的手段去对待整个扶贫瞄准过程,那
他的行为很可能会受到整个集体的反对,从而导

致该行动者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失去合作伙伴,
最终不能获得应有的利益。举例来说,恶棍 A 凭

借自己的各种势力,强行攫取各种本应该由良性

贫困群体获得的扶贫资源。攫取资源后,并没有

将扶贫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导致整个扶贫瞄

准绩效十分低下。一旦瞄准绩效低下,国家扶贫

机构就可能会考虑对拨付的扶贫资源的流向进行

彻查,导致两败俱伤结果产生。
(三)收益假设

假设iv 和im 分别为良性贫困群体和恶性贫

困群体中某个贫困户(即良性贫困户或恶性贫困

户)采取竞争策略时的预期收益,该收益的大小是

扶贫瞄准绩效的函数。Z 为扶贫瞄准绩效的协同

经济效应预期收益(以下简称协同收益),协同经

济效应是指参与协同的经济主体在协同竞争系统

中所获得的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所无法实现的额外

价值[3]。在这里,协同收益为良性贫困户和恶性

贫困户均采取协同策略时给整个贫困对象群体带

来的扶贫瞄准绩效协同效果,表现为某种超额经

济价值。Zv和Zm 分别为良性贫困户和恶性贫困

户在协同策略下获得的扶贫协同收益,显然应该

有Zv+Zm=Z。αv和αm 分别为良性贫困户和恶

性贫困户对扶贫瞄准协同收益的分享系数,两者

反映的是良性贫困户或恶性贫困户在整个扶贫瞄

准过程中获得的协同收益比重。显然,应该有αv
+αm=1,且有Zv=αvZ和Zm=αmZ成立。在获

取扶贫瞄准协同收益的同时,协同主体必须承担

一定的成本,即协同成本。协同成本可能来自于

高度协同导致的产业结构单一化风险,也可能来

自于协同过程中出现的信息沟通等成本。 用βv
和βm 分别表示良性贫困户和恶性贫困户的协同

成本分担系数,用C表示协同总成本,Cv和Cm 分

别表示良性贫困户和恶性贫困户各自分担的协同

成本,则有βv+βm=1,Cv+Cm=C,Cv=βvC和

Cm=βmC 成立。
(四)比例假设

每次博弈都是由良性贫困群体中的一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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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恶性贫困户中的一个个体展开的,并不是所有

的良性贫困户都选择协同策略,在所有良性贫困

户中,选择协同策略的比例为m,则选择竞争策略

的比例为(1-m)。在所有恶性贫困户中,选择协

同策略的比例为n,则选择竞争策略的比例为(1
-n)。

三、贫困户竞争与协同行为的演

化博弈模型构建

马慧[4]、李煜华[5]、张伟[6]和张国兴[7]分别构

建了关于供需网络渠道、新兴产业集群、企业污染

排放和供应链管理的演化博弈模型。笔者借鉴各

位学者演化博弈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拟构建

一个贫困户竞争和协同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它

是一个关于良性贫困群体和恶性贫困群体策略行

为选择的演化条件、稳定性和路径等问题的博弈

模型。博弈的参与人为某个良性贫困户和某个恶

性贫困户。在博弈的每一个步骤中,信息不对称

的存在使每个贫困户在行为选择过程中都不可能

完全知道对方采取的行为策略,从而不可能做出

完全理性选择,而只能做有限理性选择。两者会

在每一个博弈步骤中,根据对方的成本和收益、自
己的成本和收益等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从调整中

不断改进自己的行为,最终达到一个可能的稳定

状态。从本质上说,这个稳定状态的实现过程既

是贫困户行为的演化博弈过程,也是行为协同机

制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据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

扶贫瞄准过程的贫困户竞争和协同行为演化博弈

模型。
(一)良性贫困户和恶性贫困户的得益矩阵

根据前面的收益假定,可以构建博弈参与人

的得益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博弈参与人得益矩阵

收益
恶性贫困户

协同 竞争

良性贫困户
协同 iv+αvZ-βvC,im+αmZ-βmC iv-βvC,im
竞争 iv,im -βmC iv,im

　　 每一个情况下的得益解释如下:

1.(竞争、竞争)组合

当良性贫困户和恶性贫困户都选择竞争策略

时,整个扶贫瞄准过程没有产生行为协同效应,没
有获得协同收益,但也无需为此付出协同成本,两
者获得的得益分别为iv 和im。

2.(协同、协同)组合

当良性贫困户和恶性贫困户都选择协同策略

时,整个扶贫瞄准过程产生了协同收益Z,但也付

出了协同成本C。良性贫困户获得的协同收益为

αvZ,付出的协同成本是βvC,获得的总收益是iv+
αvZ-βvC。恶性贫困户获得的协同收益为αmZ,
付出的协同成本是βmC,获得的总收益是im +
αmZ-βmC。

3.(竞争、协同)组合

当良性贫困户和恶性贫困户分别选择竞争和

协同策略时,整个扶贫瞄准过程并没有产生协同收

益,但恶性贫困户为此付出了协同成本βmC,良性

贫困户没有付出协同成本。此时,良性贫困户获得

的总收益是iv,恶性贫困户获得的总收益是im
-βmC。

4.(协同、竞争)组合

当良性贫困户和恶性贫困户分别选择协同和

竞争策略时,整个扶贫瞄准过程并没有产生协同收

益,但良性贫困户为此付出了协同成本βvC。恶性

贫困户没有付出协同成本。此时,良性贫困户获得

的总收益是iv-βvC,恶性贫困户获得的总收益

是im。
(二)良性贫困户和恶性贫困户的得益期望值

根据前面的得益矩阵和概率假设,可以得到两

类贫困户分别选择协同和竞争策略时的期望收益

和总体平均收益。

1.良性贫困户的收益

良性贫困户选择协同策略的期望收益是:

Evs=n×(iv+αvZ-βvC)+(1-n)×
(iv-βvC)=iv+nαvZ-βvC (1)

良性贫困户选择竞争策略的期望收益是:

Evc=n×iv+(1-n)×iv=iv (2)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良性贫困户的平均收益:

Ev=m×Evs+(1-m)×Evc=m×
(iv+nαvZ-βvC)+(1-m)×iv=
iv+mnαvZ-mβvC (3)

2.恶性贫困户的收益

恶性贫困户选择协同策略的期望收益是:

Ems=m×(im+αmZ-βmC)+(1-m)×
(im-βmC)=im+mαmZ-βm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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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贫困户选择竞争策略的期望收益是:

Emc=m×im+(1-m)×im=im (5)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恶性贫困户的平均收益:

Em=n×Ems+(1-n)×Emc=n×
(im+mαmZ-βmC)+(1-n)×im=
im+mnαmZ-nβmC (6)

(三)构建动态方程组

从本质上说,上述期望值的高低反应的是贫困

户采取协同或竞争行为的适应度。期望值越大,则
适应度越高。例如,良性贫困户选择协同策略的期

望值为iv+nαvZ-βvC,则该值越大,它越能够适

应协同策略,越能够采取协同策略。在扶贫瞄准过

程中,有限理性博弈的关键因素是良性贫困群体和

恶性贫困群体中采取协同或竞争策略者的比例的

动态变化速度,而该变化速度又取决于某类贫困户

采取协同或竞争策略的比例(即前文中的概率 m
和n的大小)和该策略的适应度(如Evs)超过平均

适应度(如Ev)的幅度[8]。按照演化博弈理论,并
根据前面的期望值大小,可以分别构建良性和恶性

贫困户的复制动态方程组[9]:

U(m)=
dm
dt =m(Evs-Ev)=

　　m(1-m)(nαvZ-βvC)

U(n)=
dn
dt=n(Ems-Em)=

　　n(1-n)(mαmZ-βmC)

ì

î

í

ü

þ

ý (7)

(四)构建雅克比矩阵,并求迹

复制动态方程的雅克比矩阵是:

J=
(1-2m)(nαvZ-βvC) m(1-m)αvZ

n(1-n)αmZ (1-2n)[mαmZ-βmC)]
é
ë

ù
û

(8)

根据雅克比矩阵,容易得到雅克比行列式及其

迹,如下所示:

|J|=(1-2m)(nαvZ-βvC)×(1-2n)
(mαmZ-βmC)-n(1-2n)αmZ×
m(1-2m)αvZ (9)

tr(J)=(1-2m)(nαvZ-βvC)+(1-2n)
(mαmZ-βmC) (10)

四、贫困户行为演化博弈的稳定

性条件和演化路径分析

(一)稳定性条件

在方程组(7)中,令U(m)=0和U(n)=0,可
以得到五个解,即五个均衡点:(0,0),(1,0),(1,

1),(0,1),(βmC/αmZ,βvC/αvZ)。 令 m∗ =

βmC/αmZ,n∗=βvC/αvZ,把上面的五个均衡点

分别命名为O,A,B,C,D。当然,均衡状态不一定

是稳定状态,为了保证贫困户行为的演化博弈能够

稳定进化,还必须要求两个复制动态表示式的二阶

导数小于0,即要求:

U'(m)=
dU(m)
dm = (1-2m)(nαvZ-βvC)<0

U'(n)=
dU(n)
dn = (1-2n)(mαmZ-βmC)<0

ì

î

í (11)

(二)稳定演化路径分析

可以根据m 和n是否分别大于m∗ 和n∗,并
联系稳定性条件,对演化路径分四种情况进行讨

论,讨论每一种情况下上述五个均衡点的性质(稳
定点、鞍点和不稳定点)(见表2)。在此基础上,画
出每个情况下贫困户协同或竞争的演化路径。

1.第一种情况:αvZ <βvC 且αmZ <βmC
此时,可以考察上述五个均衡点是不是稳定

点。首先考虑点O(0,0)。在该点处,m=0,且n=
0,βvC×βmC>0,且迹的值为-βvC-βmC<0。
根据演化博弈稳定性条件论,该均衡点(m =0,n=
0)是稳定点(ESS)。再考察点A(1,0),此时,m=
1且n=0,雅克比行列式的值βvC×(αmZ-βmC)

<0,但迹的值βvC+ (αmZ-βmC)不能确定符

号,该点是一个鞍点。按照同样的方法可以确定点

B(1,1),C(0,1),D(m∗,n∗)的行列式和迹的符

号,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此时的五个均衡

点中,只有点O(0,0)是稳定点(ESS),其他的点要

么是鞍点,要么是不稳定点。事实上,我们可以这

样寻求此时的ESS 点:稳定点必须要求复制动态

方程表达式的一阶导数等于0,且二阶导数小于

0。这样,我们只能取m=0和n=0。其他的取值

都不能同时满足上述稳定条件。这里体现的经济

学内涵是:无论是良性贫困户还是恶性贫困户,如
果他们采取协同策略时的预期收益都小于协同成

本,则最终的演化路径是点O(0,0),即最终都会采

取竞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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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四种不同情况下的稳定结果一览表

m =0,n=0 m =1,n=0 m =0,n=1 m =1,n=1 m =m∗,n=n∗

表达式
|J| βvC×βmC βvC×(αmZ

-βmC)
(αvZ-βvC)×

βmC
(αvZ-βvC)×
(αmZ-βmC)

-βmC
αmZ

(αmZ-βmC)×

βvC
αvZ

(αvZ-βvC)

tr(J) -βvC-βmC βvC+
(αmZ-βmC)

(αvZ-βvC)+
βmC

-(αvZ-βvC)-
(αmZ-βmC) 0

情况一:
αvZ <βvC,
αmZ <βmC

|J| + - - + -
tr(J) - 不确定 不确定 + 0
稳定点类型 ESS 鞍点 鞍点 不稳定 鞍点

情况二:
αvZ <βvC,
αmZ >βmC

|J| + + - - +
tr(J) -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0
稳定点类型 ESS 鞍点 鞍点 鞍点 鞍点

情况三:
αvZ >βvC,
αmZ <βmC

|J| + _ + _ +
tr(J) -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0
稳定点类型 ESS 鞍点 鞍点 鞍点 鞍点

情况四:
αvZ >βvC,
αmZ >βmC

|J| + + + + -
tr(J) - 不确定 不确定 - 0
稳定点类型 ESS 鞍点 鞍点 ESS 鞍点

　　 我们可以通过图形1将两类贫困户的行为演

化路径画出来。

图1　αvZ <βvC 且αmZ <βmC 时的动态演化路径图

2.第二类情况:αvZ <βvC 且αmZ >βmC
此时,考察点O(0,0)的性质。在点O 处,βvC

×βmC>0,且迹的值为-βvC-βmC<0,该点是

ESS 点。 其 次,我 们 确 定 点 A(1,0),B(1,1),

C(0,1),D(m∗,n∗)的行列式和迹的符号,如表

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此时的五个均衡点中,只
有点O(0,0)是稳定点(ESS),其他的点要么是鞍

点,要么是不稳定点。稳定点分析的结果表明,当
恶性贫困户采取协同策略的预期收益大于协同成

本,而良性贫困户采取协同策略的预期收益小于协

同成本的时候,最终的演化路径是点O(0,0),即两

类贫困户都会采取竞争策略。我们可以通过图形

2将两类贫困群体的行为演化路径画出来。

3.第三种情况:αvZ >βvC 且αmZ <βmC
当αvZ >βvC 且αmZ <βmC 时,即当m >

m∗=βmC/αmZ,n <n∗=βvC/αvZ 时,五个均

衡点O(0,0),A(1,0),B(1,1),C(0,1),D(m∗,

图2　 当αvZ <βvC 且αmZ >βmC 时的动态演化路径图

n∗)对应的行列式符号与迹的符号如表2所示,五
个点的性质为(ESS,鞍点,鞍点,鞍点,鞍点)。这

表明,只有点O(0,0)是稳定点。这意味着,当恶性

贫困户采取协同策略的预期收益大于协同成本,而
良性贫困户采取协同策略的预期收益小于协同成

本的时候,最终的演化路径是点O(0,0),即两类贫

困户都会采取竞争策略。我们可以通过图形3将

两类贫困群体的行为演化路径画出来。

图3　αvZ >βvC 且αmZ <βmC 时的动态演化路径图

4.第四种情况:αvZ >βvC 且αmZ >βmC
当αvZ >βvC 且αmZ>βmC,即当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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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mC/αmZ,n >n∗=βvC/αvZ时。五个均衡点

O(0,0),A(1,0),B(1,1),C(0,1),D(m∗,n∗)
对应的行列式符号与迹的符号如表2所示,五个点

的性质为(ESS,鞍点,鞍点,ESS,鞍点)。这表明,
点O(0,0)和点B(1,1)都是稳定点。这意味着,当
恶性贫困户和良性贫困户采取协同策略时的预期

收益都大于各自的协同成本的时候,最终的演化路

径是点O(0,0)或者点B(1,1),即两类贫困户都会

采取协同策略或都采取竞争策略。至于具体是选

择哪个均衡点,要视概率值落在哪个区域而定。图

形4画出了此时的演化路径趋势图,我们将均衡点

A、C 和D 连成的折线称为演化路径临界线。在临

界线的右上方,扶贫瞄准系统将收敛于点B(1,1),
即两类贫困户都将采取协同策略;在临界线的左下

方,扶贫瞄准系统将收敛于点O(0,0),即两类贫困

户都将采取竞争策略。这意味着,当两类贫困户采

取协同策略的预期收益都大于各自的协同成本时,
系统既可能演化到协同策略,也可能演化到竞争策

略。我们可以通过图形4将两类贫困群体的行为

演化路径画出来。

图4　αvZ >βvC 且αmZ >βmC 时的动态演化路径图

从上面的四种情况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它们

划分为两种大的类型。第一种大的类型是良性贫

困户和恶性贫困户中至少有一个群体选择协同策

略的预期收益小于它的协同成本,此时的演化方向

都是各自选择竞争策略。上面四种情况的第一、二
和三种小情况属于第一大类型,它们的ESS 点都

是O(0,0),即最终都会选择竞争策略。第四个小

情况对应的是第二大类型,此时无论是良性贫困户

还是恶性贫困户,两者的协同收益都大于协同成

本。 此 时 的 ESS 稳 定 点 有 两 个:O(0,0)和

B(1,1)。

四、影响贫困户行为演化路径的

因素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容易得知,扶贫瞄准系统中贫困

户行为演化的最终方向是点O(0,0)和B(1,1)。
从图形4可以看出,演化到点B(1,1)的概率取决

于多边形ABCD 面积的大小。该面积越大,表明

越有可能演化到点B(1,1),即越有可能演化到两

者都采取协同策略。用SABCD 表示多边形ABCD
的面积,则有表达式(12)出现:

SABCD =
1
2 1-βvC

αvZ
æ

è

ö

ø
+

1
2 1-βmC

αmZ
æ

è

ö

ø
=

1

-
(1-βv)C

2(1-αv)Z-βvC
2αvZ

(12)

下面我们来分析演化途径的影响因素。
(一)扶贫瞄准协同成本对演化路径的影响

将上面的面积函数对协同成本C 求出一阶偏

导数,可以得到:

∂SABCD

∂C =-
(1-βv)

2(1-αv)Z- βv
2αvZ <0 (13)

式(13)表明,多边形ABCD 的面积是协同成

本的单调递减函数。当协同成本增加的时候,多边

形ABCD 的面积减少,演化的路径越有可能向点

O(0,0)靠拢,越有可能走向相互竞争的结局,无法

获得扶贫瞄准的协同经济效应。当协同成本减少

的时候,多边形ABCD 的面积增加,演化的路径越

有可能向点B(1,1)靠拢,越有可能走向相互协同

的结局,可以获得协同经济效应。因此,为了获得

尽可能多的协同效应,应该尽量缩小扶贫瞄准过程

中的协同成本。
(二)扶贫瞄准协同成本分担系数对演化路径

的影响

成本分担系数βv 对演化路径的影响可以通过

求多边形ABCD 对βv 的一阶偏导数得出。

∂SABCD

∂βv
=

C
2Z

1
1-αv-

1
αv

æ

è

ö

ø
(14)

式(14)中,C >0,且Z >0。该偏导数的符号

依赖于表达式 1
(1-αv)-

1
αv

的大小。可以分两个

小情况来讨论。

1.当αv >0.5的时候

∂SABCD

∂βv
=

C
2Z

1
1-αv-

1
αv

æ

è

ö

ø
>0 (15)

此时,面积S是βv的单调增函数,表明S和βv
是同一个方向变化,即当βv增加的时候,面积S 也

增加,贫困户行为向点 B(1,1)演化的可能性增

加。它意味着,如果良性贫困户的预期收益分享比

例大于恶性贫困户分享的比例,那么,即使良性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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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户分担的成本比例增加,它也会采取协同的策

略,最终两者都向协同方向演化。

2.当αv <0.5的时候

∂SABCD

∂βv
=

C
2Z

1
1-αv-

1
αv

æ

è

ö

ø
<0 (16)

此时,面积S是βv的单调减函数,表明S和βv
是按照不同方向变化的,即当βv 增加的时候,面积

S 减少,贫困户行为向点B(1,1)演化的可能性减

少。它意味着,如果良性贫困户在扶贫瞄准绩效的

预期收益分享比例小于恶性贫困户分享的比例,那
么,当它分担的成本比例增加时,会倾向于更加采

取竞争的策略,最终向两者采取竞争策略的方向

演化。
(三)扶贫瞄准协同收益对演化路径的影响

协同收益Z 对演化路径的影响可以通过求多

边形ABCD 对Z 的一阶偏导数得出。

∂SABCD

∂Z =
(1-βv)C
2(1-αv)+βvC

2αv)
é

ë

ù

û

1
Z2 >0 (17)

该偏导数的值恒大于0,表明当协同收益越

大,越有可能将贫困户的策略引入协同的演化

方向。
(四)扶贫瞄准协同收益分享比例对演化路径

的影响

协同收益分担系数αv 对演化路径的影响可以

通过求多边形ABCD 对αv的一阶偏导数和二阶偏

导数得出。

∂SABCD

∂αv =
C
2Z

βv
αv2 -

(1-βv)
(1-αv)2

é

ë

ù

û
(18)

表达式(18)不能够断定正负符号,为了进一

步考察面积随αv 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可以进一步

求出二阶偏导数,如式(19)所示:

∂2SABCD

∂2αv =
C
2Z -

2βv
αv3 -

2(1-βv)
(1-αv)3

é

ë

ù

û
<0(19)

从式(19)可以看出,在区间[0,1]之间存在一

个特定的αv 值,使得多边形的面积达到极大值。
从经济学的含义来看,存在且只存在一个最佳的预

期收益分担系数使贫困户都采取协同策略,将演化

路径导入到点B(1,1)。

五、政府补贴对贫困户行为演化

的影响分析

在前面的演化路径稳定性分析中,我们知道,
当贫困户中任何一方在扶贫瞄准过程中所获得的

协同收益小于协同成本的时候,都会出现同一个结

果:向均衡点O(0,0)演化,即最终都会采取竞争策

略。这种结果使得扶贫机构不能有效实施精准扶

贫的政策,不能获得扶贫瞄准的协同经济效应。此

时,需要政府采取有关补贴措施引导贫困户行为,
使整个演化路径向点B(1,1)迈进,将贫困户的行

为引导到协同轨道中去。根据这个思想,接下来分

析政府补贴政策对贫困户策略演化路径的影响。
如果政府想引导贫困户进行协同,则可以对他

们进行一定数量的补贴。假设政府给贫困户给予

的补贴为Su(为了简单起见,假设给每个贫困户的

补贴数量相同)。
(一)政府补贴下得益矩阵的变化

在良性贫困户和恶性贫困户获得相同补贴的

情况下,两者的得益矩阵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表

1变化到表3,如下所示:
表3　 政府补贴后的贫困户得益矩阵

收益
恶性贫困户

协同 竞争

良性贫困户
协同 iv+αvZ-βvC+Su,im+αmZ-βmC+Su iv-βvC+Su,im
竞争 iv,im-βmC+Su iv,im

　　(二)贫困户在政府补贴下的得益期望值

根据新的得益矩阵和原来的概率假设,可以得到良性和恶性贫困户分别选择协同和竞争策略时的期

望收益和总体平均收益。

1.良性贫困户在政府补贴下的收益

良性贫困户选择协同策略的期望收益是:

Evs=n×(iv+αvZ-βvC+Su)+(1-n)×(iv-βvC+Su)=iv+nαvZ-βvC+Su (20)
良性贫困户选择竞争策略的期望收益仍然是:

Evc=n×iv+(1-n)×iv (21)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良性贫困户的平均收益:

Ev=m×Evs+(1-m)×Evc=m×(iv+nαvZ-βvC+Su)+(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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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iv+mnαvZ-mβvC+mSu (22)

2.恶性贫困户在政府补贴下的收益

恶性贫困户选择协同策略的期望收益是:

Ems=m×(im+αmZ-βmC+Su)+(1-m)×(im-βmC+Su)=
im+mαmZ-βmC+Su (23)

恶性贫困户选择竞争策略的期望收益仍然是:

Emc=m×im+(1-m)×im=im (24)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恶性贫困户的平均收益:

Em=n×Ems+(1-n)×Emc=n×(im+mαmZ-βmC+Su)+(1-n)×im=
im+mnαmZ-nβmC+nSu (25)

(三)构建在政府补贴下的动态方程组

根据前面的期望值大小,分别构建两类贫困户在政府补贴下的动态复制方程组(26):

dm
dt =m(Evs-Ev)=m(1-m)(nαvZ-βvC+Su)

dn
dt=n(Ems-Em)=n(1-n)(mαmZ-βmC+Su)

ì

î

í (26)

对上述复制动态方程组分别对m 和n 求导,即求出复制动态方程的二阶导数。演化稳定的条件是必

须要求二阶导数小于0,即要求下式成立:

U'(m)=
dU(m)
dm =(1-2m)(nαvZ-βvC+Su)<0

U'(n)=
dU(n)
dn =(1-2n)(mαmZ-βmC+Su)<0

ì

î

í (27)

(四)构建政府补贴下的雅克比矩阵

政府补贴下的复制动态方程的雅克比矩阵是:

J=
(1-2m)(nαvZ-βvC+Su) m(1-m)αvZ

n(1-n)αmZ (1-2n)[mαmZ-βmC+Su)]
é

ë

ù

û
(28)

根据雅克比矩阵,容易得到政府补贴下的矩阵的迹,如下所示:

tr(J)=(1-2m)(nαvZ-βvC+Su)+(1-2n)(mαmZ-βmC+Su) (29)

　　(五)政府补贴下贫困户行为演化路径分析

我们分四个情况讨论政府补贴下的扶贫瞄准

系统演化路径。

1.当Su >max{βvC,βmC}时

从动态方程组可以看出,如果Su>βvC,则方

程组中nαvZ-βvC+Su>0。令dm/dt=0,可以

得到良性贫困户的两个不动点m=0和m=1。根

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和稳定进化论的性质,容
易知道两个不动点中点m=0虽然符合一阶导数等

于0的条件,但不符合二阶导数小于0的条件。只

有m=1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因此m=1是最终的均

衡点。该过程可以通过下面的协同战略复制动态

相位图表示出来:

图5　 良性贫困户选择协同策略复制动态相位图

同样的理由,当Su >βmC 时,则方程组中

nαmZ-βmC+Su>0。令dn/dt=0,可以得到恶

性贫困户的两个不动点n=0和n=1,同样的道理

可以得知两个不动点中点n=1是最终的均衡点。
该过程可以通过下面的协同战略复制动态相位图

表示出来:
此时,容易看出,系统存在的四个均衡点O(0,

0)、A(1,0)、B(1,1)和C(0,1)中,只有点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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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恶性贫困户选择协同策略复制动态相位图

是稳定点(ESS)。它表明,只要政府给良性贫困户

和恶性贫困户的补贴超过各自的协同成本,就会导

致两者最终都采取协同策略。
2.当βvC <Su <βmC 时

由于βvC <Su,良性贫困户的情况如图形5所

示,但恶性贫困户的情况不是这么简单。由于Su<
βmC,则方程组中mαmZ-βmC+Su的值可以小于、
等于和大于0。令mαmZ-βmC+Su=0,解得:

ms∗ =βmC-Su
αmZ

(30)

当m >ms∗ 的时候,mαmZ-βmC+Su >
0。为了满足恶性贫困户复制动态方程二阶导数小

于0的进化稳定条件,必须要求n=1,不能取n=
0。可见在恶性贫困户的两个不动点n=1和n=0
中,n=1是它稳定演化的方向。也就是说,当政府

的补贴足够大的时候,可以让恶性贫困户采取协同

策略。当m=ms∗ 的时候,mαmZ-βmC+Su=
0。此时,所有的n 都是恶性贫困户进化稳定状

态。也就是说,当政府的补贴处在某个临界点的时

候,恶性贫困户可以采取协同策略,也可以采取竞

争策略。当m <ms∗ 的时候,mαmZ-βmC+Su
<0。为了满足恶性贫困户复制动态方程进化稳

定条件,必须要求n=0,不能取n=1。可见在恶性

贫困户的两个不动点n=1和n=0中,n=0成为它

稳定演化的方向。也就是说,当政府的补贴处在小

于某个临界点的时候,恶性贫困户可以会采取竞争

策略。
3.当βmC <Su <βvC 时

由于Su<βvC,恶性贫困户的情况如图形5所

示。但良性贫困户的情况不是这么简单。令nαnZ
-βnC+Su=0,解得:

ns∗ =βvC-Su
αvZ

(31)

按照与上述相同的思路和方法,容易得知:
第一,当n>ns∗ 的时候,nαvZ-βvC+Su>

0。m=1是它稳定演化的方向。也就是说,当政府

的补贴足够大的时候,良性贫困户会采取协同

策略。
第二,当n=ns∗ 的时候,nαvZ-βvC+Su=

0。此时,所有的 m 都是良性贫困户进化稳定状

态。也就是说,当政府的补贴处在某个临界点的时

候,良性贫困户可以采取协同策略,也可以采取竞

争策略。
第三,当n<ns∗ 的时候,nαvZ-βvC+Su<

0,m=0成为它稳定演化的方向。也就是说,当政

府的补贴处在小于某个临界点的时候,恶性贫困户

可以采取竞争策略。
4.当Su < min{βvC,βmC}时

由于Su-βvC<0,Su-βmC<0,所以补贴的

力度没有越过边界,与补贴前分析的结果是一样

的。ESS 点有两个,无论是良性贫困户还是恶性贫

困户,都有可能同时采取协同或者竞争策略。

六、结论和对策

(一)基本结论

1.扶贫瞄准过程中,良性和恶性贫困户会采取

协同与竞争两种策略。当其中任何一个贫困户的

扶贫协同收益小于协同成本的时候,稳定的结果是

两者都选择竞争。当两类贫困户的扶贫协同收益

都大于协同成本的时候,稳定的结果有两个:要么

全部选择协同,要么全部选择竞争。
2.在有两个稳定结果的情况下,最终的演变效

果取决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协同成本、协
同成本分担系数、协同收益及其分享比例。协同成

本越小,则两者越可能都采取协同策略;当每个贫

困户承担的协同成本分担系数与他的预期协同收

益分享比例大致相当的时候,越有可能都采取协同

策略;预期收益越大,越有可能都采取协同策略;存
在且只存在一个最佳的预期收益分担系数使良性

和恶性贫困户都采取协同策略。
3.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补贴

可以改变扶贫瞄准过程中两类贫困户的策略选择,
并改变最终的稳定状态。存在一个最佳的补贴临

界点,使两类贫困户都选择协同策略。
(二)主要对策

为了使扶贫瞄准过程尽量产生协同效应,政府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尽量减少扶贫瞄准中贫困户之间的协同

成本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减少协同成本:一是构建

扶贫信息网络平台。应该最大程度建立结构完整

和功能强大的信息平台,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

息成本。二是构建扶贫项目决策民主机制。应该

尽量使扶贫瞄准中的项目在阳光平台下进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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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减少黑箱操作导致的行政成本。三是加快农

村合作社建设的步伐。健全的农村合作社可以大

大减少贫困户之间因为“行动不一致”导致的决策

沉没成本。
2.尽量让各类贫困户承担的协同成本与承担

的协同收益相匹配

成本与收益相匹配既是贫困户行为演化模型

的基本结论,也是成本和收益对等原则的基本要

求。应建立“扶贫双边市场”板块,提升扶贫“交易

(匹配)效率”[10]。在扶贫瞄准过程中,为了促进贫

困户的成本与收益相匹配,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是要完善贫困户协同成本和协同收益的评估机

制。应该尽快融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协同成本和

协同收益进行市场化、专业化和独立化的评估。二

是要增强贫困户在扶贫瞄准过程中对协同成本和

协同收益进行评估的主体意识。营造良好的评估

环境,让贫困户进行扶贫瞄准项目的“参与式评

估”,提升贫困户的成本和收益意识。三是要增大

良性风险型贫困户在整个扶贫收益中分享的比例。
良性贫困户的道德风险小,在协同成本既定的情况

下,可以适当让愿意承担风险的良性贫困户分担略

大的收益比例。
3.应努力发挥政府补贴在扶贫瞄准协同经济

效应实现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政府财政补贴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

要使财政补贴的力度超过必要的限度。只有当补

贴力度的设定值超过协同成本的时候,两类贫困户

才能都选择协同策略。当然,不能认为对贫困户的

财政补贴力度越大越好,因为太高的财政补贴不但

会增大财政负担,而且容易出现“过度补贴”造成的

激励扭曲问题。二是对不同贫困户可以而且应该

实施差异化的财政补贴。每个甚至每类贫困户的

协同成本都不相同,只要我们将他们补贴后得到的

预期收益大于各自的协同成本,就可以引导贫困户

采取协同行为,因此,应该对每个甚至每类贫困户

的财政补贴实施差异化政策。要将财政补贴向扶

贫瞄准过程中协同成本大而分享的预期收益小的

贫困户身上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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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EvolutionaryGameofPoorHouseholds'Competitiveand
CoordinativeBehaviorsinPovertyAlleviationTar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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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rocessofpovertyalleviationtargetingisagameprocessinwhichthepoorhouseholdscom-
peteandcoordinatewitheachothercontinuously.Theresultofbehaviorevolutiondependsonthecon-
trastrelationshipbetweenthecoordinativebenefitandcostofthetwotypesofpoorhouseholds.Only
whenthecoordinativebenefitexceedscostshouldthegameturntocoordinativebehaviors.Thecoordina-
tivebenefitandcost,witheachsharecoefficient,arethekeyfactorsinfluencingtheevolutionofpoor
households'behaviors.Fiscalsubsidiesmaychangethepoorhouseholds'strategy,andthereisabestsub-
sidypointatwhichallpoorhouseholdschoosecoordinativebehaviors.Propermeasuresshouldbetaken
sothatthegameshouldevolveinacoordinativeway.
Key words: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ing;poor households'behaviors;coordination;competition;
evolutionary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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