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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博弈的视角 ,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 ,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

政府能够识别企业研发行为“真伪”的甄别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

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成本 ,起到激励企业投资于研发活动的效果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政府应该

加强对企业“伪研发”行为的稽查和处罚力度 ,以提高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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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技术创新的外部性 (externality) 通常是指一个

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

效应 ,而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货币或市场交易反映

出来[ 1 ] 。创新溢出的正外部效应可能导致的竞争性

企业实力的增加 ,一定程度上有损企业的创新积极

性 ,从而导致技术创新蜕变为一种“等待博弈”,即企

业不求自主创新 ,唯求“搭便车”坐享其成[2 ,3 ] 。因

此 ,通过政府补贴改变进行研发活动的企业的预期

支付 ,就成为政府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重要手段

之一。根据 WTO 的有关规定 ,发展中国家在加入

WTO 后 ,政府部门不能再从进口替代 (国产化) 的角

度对国内企业给予补贴 ,但研发性补贴作为不可起诉

补贴可以继续实行[4 ] 。为此 ,在遵守 WTO 的有关规

定的前提下 ,运用研发性补贴以有效提高我国企业的

竞争力 ,成为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我国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企业

研发活动的外部性、企业间的研发博弈以及政府的

最佳 (或次佳)补贴策略等问题[529 ] ,而对企业是否利

用虚假研发信息来获取政府研发补贴的企业“伪研

发”行为则少有关注。由于政府目前对于这种企业

“伪研发”行为尚没有十分清晰的界定和处罚措施 ,

因此如果此行为泛滥 ,则可能导致与此相关的政府

财政政策失效。

从政府的视角分析 ,2006 年以前 ,我国企业在享

受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时 ,对企业当年的技术开

发费的限定为 :企业当年的技术开发费必须比上年实

际增长 10 %(含 10 %)以上 ;而财税[ 2006 ]88 号文则

取消了此限制 ,改为按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的

50 %进行加计扣除 ;而 2008 年以后实施“两税合并”

的企业所得税法也提高了对于企业研发的税收优惠

方面的激励。因此 ,提高政府补贴政策的有效性 ,从

而做到未雨绸缪 ,实现成熟规范、公平竞争的税收法

制环境 ,以进一步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是我们关

注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通

过对企业研发与政府补贴之间的博弈行为进行分

析 ,构建了一个政府能够识别企业研发“真伪”行为

的甄别机制 ,通过引入政府稽查和处罚变量 ,讨论了

在最小化行政成本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政府对企业

“伪研发”行为的甄别。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 :1) 阐

释了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的作用机理 ;2) 建立

了一个基于信息不对称下提高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有

效性的分析模型。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首先通过引入稽查和处

罚变量 ,对信息不对称下企业研发与政府之间的博

弈现状进行分析 ;然后 ,讨论如何实现政府最小化管

制成本下的政府最佳甄别机制的建立问题 ;最后归

纳结论。

2 　信息不对称下企业研发与政府补贴
的博弈分析

　　为了简化证明同时又不失一般性 ,本文假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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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①基于竞争的需要 ,所有企业都有进行研发的积

极性 ; ②不考虑企业研发资金的来源 ,企业有能力进

行研发投入 ; ③政府对企业的研发活动补贴是定额

补贴 ; ④如果政府进行稽查 ,稽查是完全有效的 ; ⑤

政府研发补贴是一种事后补贴 ,即补贴发生在企业

研发活动后。

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企业研发与政府补贴的博弈

分析描述如下 :企业了解政府的研发补贴政策 ,即企

业只要有研发活动 ,便可获得补贴 ;政府拥有关于企

业研发情况的充分信息 ,即政府可以无成本或以较

低成本获得企业的研发信息。政策制定者预期的理

想状态为 :由于“伪研发”企业得不到政策研发补贴 ,

因此企业将没有采取“伪研发”行为的积极性 ,而真

正从事研发的企业会得到政府补贴 ,从而获得激励。

命题 1 :当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研发信息对称时 ,

企业将没有采取“伪研发”行为的积极性 ,政府的激

励政策是有效的。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由于政府不能完全识

别企业研发活动的真伪 ,此时 ,如果缺乏有效的甄别

机制 ,企业将有积极性通过“伪研发”活动获得政府

补贴。

211 　政府不进行稽查的企业研发决策

假设 R 为企业未开展研发活动时的经营收益 , R

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并获得成功时的经营收益 , x 为

企业研发投入 , S 为政府的研发性补贴 , r1 为企业研

发活动取得成功的概率 , t 为企业所得税税率。图 1 是

不考虑政府稽查时企业的决策行为。如图 1 所示 ,当

政府不进行稽查时 , 企业的研发决策有 4 种情境 :企

业开展研发活动 ,细分为研发成功、研发失败 ;企业不

开展研发活动 ,细分为伪装开展研发活动、真实披露

没有开展研发活动。我们所要关注的是 :1)在政府不

进行稽查时 ,企业是否会出现“伪研发”行为 ;2) 满足

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促使企业进行“真实研发”。

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 ,显然 , R (1 - t) > R (1 -

t) + S 成立。

对于上述第二个问题 ,即政府补贴政策达到激励

企业进行真正研发的目的 ,只有在满足条件 r1 [ ( R -

x) (1 - t) + S - x ] - (1 - r1 ) [ ( R - x) (1 - t) + S -

x ] > R(1 - t) + S 时 , 即
(1 - t) r1ΔR

2 - t
≥ x (ΔR =

R - R )时 ,企业才会开展真实研发活动。

命题 2 :当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研发信息不对

称时 :1)政府不对企业研发活动的真伪进行甄别 ,所

有未进行研发活动的企业都有积极性向政府提出研

发补贴申请 ,因为此时企业可以通过提供虚假信息

获得额外的收益 ;2)政府可能发现补贴被滥用 ,而真

正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获得补贴的难度增加 ,从而

使该补贴政策所能带来的激励效用降低 ,导致补贴

政策失灵。

图 1 　不考虑政府稽查的企业研发决策树

212 　引入政府稽查的企业研发决策

假设政府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补贴政策的有效

性 ,即引入惩罚额度 P 和稽查概率 r2 ,进一步假定

政府稽查的成功率是 100 % ,即政府总是可以通过

稽查掌握企业研发活动的真实情况。

图 2 是在政府稽查条件下会出现的几种情况。

如图 2 所示 ,政府会在补贴前按概率 r2 对企业研发

活动的真伪进行稽查 ,并对“伪研发”企业进行总额

为 P 的惩罚。此时 ,企业研发决策有以下 5 种情

境 :企业进行研发 ,细分为研发成功、研发失败 ;企业

虚假研发但受到稽查 ;企业虚假研发但没有受到稽

查 ;没有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真实披露研发信息。

在这里 ,本文假设进行真实研发但没有成功的企业

总是能够传递相关的信息 (通过发送特殊信号来显

示自己研发的真实性) ,使得政府能够知道其开展了

真实的研发活动。基于此 ,我们所要关注的是 :1)在

政府进行稽查的情况下 ,企业是否会进行“伪研发”

决策 ;2)在考虑政府研发补贴以及政府稽查的情况

下 ,什么条件才能够促使企业具有进行“真实研发”

的积极性。

图 2 　考虑政府稽查的企业研发决策树

显然 ,要阻止没有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的“仿研

发”行为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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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 - t) ≥ (1 - r1 ) [ ( R - x) (1 - t) + S ] +

r1 [ R (1 - t) - P] 。 (1)

另一方面 ,为了使政府的研发性补贴达到预期

效果 ,还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

r1 [ ( R - x) (1 - t) + S - x ] + r1 [ ( R - x) (1 -

t) + S - x ] > R (1 - t) 。 (2)

可得 :

S > (1 - t) r1ΔR + (2 - t) x

S < P +
x + (1 - t) r1ΔR

r2
- (1 - t) x

。

综上 ,只有当政府的补贴力度满足上述条件时 ,

政府的研发补贴政策才是有效的。上述条件为企业

研发活动的激励约束条件。

命题 3 : ①研发补贴的多少除了与政府所希望

的激励效果有关外 ,还必须满足式 (1)和式 (2) ; ②与

政府没有采取任何事前限制的情况相比 ,政府的改

进措施引入了 r2 和 P 两个变量 ,于是 ,在保持相同

的激励力度 (即 S 不变) 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合理地

设定两者的大小 ,使政府的行政成本最小。

3 　最佳企业研发甄别机制的建立

既然企业的研发活动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

管制者应当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在不削弱

激励效果的前提下最小化管制成本。

设政府稽查每家企业的成本为 c ,企业进行“伪

研发”的概率为 r3 ,共有 n家企业向政府申请研发补

贴 ,则政府稽查总成本为 C( r2 , P) 。显然 ,
5 C
5 r2

> 0 ,

5 C
5 P

< 0 ,因此不妨设 C( r2 , P) = n ×c ×r2 - n ×P

×r3 ×r2 , 则政府面临的规划问题如下 :

(P) min C( r2 , P) = n ×c ×r2 - n ×P ×r3 ×r2

s1 t : (1 - t) r1ΔR + (2 - t) x < P +

x + (1 - t) r1ΔR
r2

- (1 - t) x。

设 :

L ( r2 , p ,λ) = n ×c ×r2 - n ×P ×r3 ×r2 +

λ×[ (1 - t) r2ΔR + (2 - t) x - P -
x + (1 - t) r1ΔR

r2

+ (1 - t) x ] 。

由拉格朗日方法可得 :

λ≠0 ,

r3
2 =

r3 M + r3 (2 - t) x + r3 (1 - t) x
c

,

P3 = r3 M + r3 (2 - t) x + r3 (1 - t) x -

r3 ( x + M) c
r3 M + r3 (2 - t) x + r3 (1 - t) x

。

其中 , M = (1 - t) r1ΔR 。

命题 4 :在同样的补贴力度条件下 ,当政府对申

请研发补贴的企业表示 ,企业将以 r3
2 的概率被抽查

到 ,且一旦发现其研发活动不真实或不符合补贴政

策条件的要求 ,将会被处以额度为 P3 的罚款时 , 政

府研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意味着实现了政府最小化

管制成本下激励企业投资研发的效果。

4 　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在

信息对称的情况下 ,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可降低企业

研发活动的成本 ,起到激励企业投资于研发活动的

效果 ;其次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当政府出台一

项补贴政策时 ,由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

除了可能导致补贴政策失效外 ,还可能导致补贴资

源的浪费 ,因此政府必须同时采取相应的甄别机制 ,

使企业没有积极性或认识到败德行为风险过高而不

去实施 ;最后 ,政府可从稽查概率和惩罚力度上着手

来设计相应的甄别机制 ,从而使管制成本最小化。

现实情况中可能还存在以下情况 : ①政府无法

通过稽查来获得企业研发活动的有关真实信息 ,或

因信息不充分以至于无法认定企业的研发活动是否

符合相关政策要求 ; ②政府稽查的有效性往往和稽

查的效果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所面临的行政成

本是稽查效果 r2 的因变量 ,而政府和企业在决策时

所面临的环境也将更为复杂。此外 ,作为科研活动

投入者的企业又常常会和作为科研活动主要承担者

的科研机构相结合 ,在这种情况下 ,科研机构的加入

会使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过程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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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at t he main determinant s of consumer brand loyalty to portal websites include consumer satisfaction to website’s core service as well as 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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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 he analysis on game between t he enterprise and t he government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effectiveness of t he policy on gov2
ernment R &D subsidy under information asymmet ry ,and proposes an information2discriminating mechanism. The result shows t hat , under in2
formation symmet ry ,t he government could reduce cost s of R &D by offering subsidies effectively to encourage t he enterprise to invest in R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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