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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存在的违规现象及蕴含的风险隐患 ,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剖析了农村金

融监管中的策略性行为。监管部门和农村金融机构构成博弈的参与方 ,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 ,通过相互博

弈形成稳定的纳什均衡解。运用比较静态方法进一步得出影响博弈均衡的诸多因素及作用方向。最后 ,

基于博弈分析结果提出实施有效监管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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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 ,我国农村社

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随着我国金

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在日

益深化 ,农村信用社正在向现代金融企业过渡 ,但长

期困扰其发展的风险、体制和机制等深层次矛盾和

问题还未从根本上解决。尤其是自 2006 年底 ,银监

会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鼓励和

支持发展适合农村信贷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金融

组织 ,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等新

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各地区广泛设立 ,这对加快建立

和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

农村金融体系 ,以及构建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

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组

织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由此引发的新情况和新

问题越来越复杂 ,再加上农村金融本身就具有高风

险的特点 ,因此 ,如何加强和改进农村金融监管、化

解风险隐患以及防范金融危机成为重大的现实问

题。

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过于分散 ,点多面广而

难以集中管理 ,而诸如地下钱庄、合会、标会等非正

规金融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之外 ,因此我国农村金

融监管中存在诸多问题 ,导致金融案件频繁发生。

比如 ,2008 年度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总数及百

万元以上案件数量中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占比分别

达 53 %和 52 % ,均过半数。从深层次来看 ,农村金

融案件频繁发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相关利益主体追

求私利而采取不当的策略性行为 ,即金融机构主要

负责人工作不尽职甚至失职 ,业务人员不合规操作

甚至违法犯罪 ,监管部门不尽责甚至走形式 ,导致农

村金融监管工作不深入、不彻底、不到位。因此 ,农

村金融可能成为今后诱发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因素。

基于此 ,本文以博弈论的方法深入探析农村金融监

管中的策略性行为 ,并提出实施有效监管的相关对

策。

1 　农村金融监管的博弈模型

农村金融监管本质上是政府对农村金融业的管

制行为 ,其目的在于降低因农村金融市场失灵所集

聚的金融风险 ,并且有助于降低由负外部效应、信息

不对称等所引发的市场失灵给金融交易的双方带来

的损失[ 1 ] 。一般而言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

金融监管有多个渠道 ———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金

融机构的内部控制、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以及社会

力量的公开监督等[2 ] ,其中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发

挥核心功能。本文主要剖析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外

部监管时所发生的博弈行为。

111 　模型构造

为了使构造的博弈模型符合农村金融监管中的

经济现实 ,首先设定以下 4 个条件 :

1)博弈的参加者为农村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

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贷款

公司等 ,监管部门主要指银监会设在县市级的监管

办。

2)博弈双方是完全理性的 ,符合“经济人”假设 ,

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其中 ,农村金融机构的利

益是各种业务收入 ,监管部门的利益是维护金融稳

定所获得的好处 ,比如社会信誉、领导人的升迁机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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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弈双方的利益相互对立 ,即是一种非合作

博弈。农村金融机构在有机可乘的情况下 ,总是试

图违规操作 ;而监管部门为净化农村金融市场、维护

金融稳定 ,则试图规制农村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

4)农村金融机构的策略集合是违规和不违规 ,

监管部门的策略集合是监管和不监管。

在以上基本假设之下 ,进一步设定博弈双方在

不同策略组合下的得益。设农村金融机构的正常收

入为 r ,违规时可获得额外收入 e ,违规时所带来的

社会损失为 a ,违规被查处后的罚款是其额外收入

的线性函数 f ( e) ,违规被查处后的收入为 r′(受信

誉降低的影响 , r′< r ) ,设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为

c 。作为博弈方之一的农村金融机构 ,如果选择违

规策略 ,在违规时监管部门没有监管 ,则农村金融机

构的得益为 r + e ;如果在违规时监管部门施加监

管 ,则农村金融机构的得益为 r′- f ( e) 。若农村金

融机构选择不违规策略 ,则无论监管部门是否监管 ,

其得益皆为 r 。博弈方监管部门如果选择监管策

略 ,且农村金融机构违规 ,则监管部门的得益为 e +

f ( e) - a - c ;若农村金融机构不违规 ,则监管部门

的得益为 - c 。监管部门如果选择不监管策略 ,而

农村金融机构违规 ,则监管部门的得益为 - a ;若农

村金融机构不违规 ,则监管部门的得益为 0。由此

可构造博弈双方的得益矩阵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村金融监管博弈得益矩阵

农村金融机构

违规 不违规

监管部门
监 管 e + f ( e) - a - c , r′- f ( e) - c , r

不监管 - a , r + e 0 , r

112 　模型求解

由图 1 可知 ,当博弈开始时 ,若监管部门实施监

管 ,则农村金融机构不违规 ;给定农村金融机构不违

规 ,则监管部门不监管 ;给定监管部门不监管 ,则农

村金融机构违规 ;给定农村金融机构违规 ,则监管部

门实施监管 (因为此时监管的得益通常大于违规的

损失 ,即 e + f ( e) - a - c > - a ) 。因此 ,该博弈不存

在纯策略纳什均衡。根据纳什定理 ,该博弈一定存

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3 ] 。设监管部门的得益矩阵为

s ,农村金融机构的得益矩阵为 t ,则 :

s =
e + f ( e) - a - c - c

- a 0
;

t =
r′- f ( e) r

r + e r
。

设博弈双方的混合策略分别为λ= ( p ,1 - p) ,

π = ( q ,1 - q) 。其中 , p 为监管部门选择监管时的

概率 , 1 - p 为选择不监管的概率 ; q 为农村金融机

构选择违规时的概率 , 1 - q 为选择不违规时的概

率。那么 ,监管部门的期望得益为 :

u1 (λ,π) =λ×s ×πT = p ×[ q( e + f ( e) ) - c]

- aq 。 (1)

对式 (1)求关于 p的导数 ,得到最优化的一阶条

件 :

q = c/ [ e + f ( e) ] 。 (2)

因此 ,要使监管部门的得益最大化 ,则监管部门

对农村金融机构违规概率 q的最优反应函数为 :

p =

1

0 ≤p ≤1

0

　

当 q > c/ [ e + f (e) ]

当 q = c/ [ e + f (e) ]。

当 q < c/ [ e + f (e) ]

(3)

而农村金融机构的期望得益为 :

u2 (λ,π) =λ×t ×πT = q ×[ p ( r′- f ( e) - r -

e) + e] + r 。 (4)

对式 (4)求关于 q的导数 ,得到最优化的一阶条

件 :

p = e/ [ r + e + f ( e) - r′] 。 (5)

因此 ,要使农村金融机构的得益最大化 ,则农村

金融机构对监管部门实施监管概率 p的最优反应函

数为 :

q =

1

0 ≤q ≤1

0

　

当 p < e/ [ r + e + f ( e) - r′]

当 p = e/ [ r + e + f ( e) - r′]。

当 p > e/ [ r + e + f ( e) - r′]

(6)

如果将博弈双方的反应函数 (3)和 (6)划在一张

坐标图上 ,就得到图 1。可以看到 ,两博弈方的反应

函数相交于点 ( e/ [ r + e + f ( e) - r′] , c/ [ e +

f ( e) ]) , 且这是惟一的交点。这就是说 ,在此博弈

中 ,只有 p = e/ [ r + e + f ( e) - r′] 和 q = c/ [ e +

f ( e) ] 是相互对对方最佳反应的混合策略概率分

布 ,这正是本博弈惟一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图 1 　农村金融监管博弈反应函数坐标图

由此可知 ,在博弈均衡下 ,监管部门将以 e/ [ r

+ e + f ( e) - r′] 的概率选择监管 ,以 1 - { e/ [ r + e +

f ( e) - r′]} = [ r + f ( e) - r′]/ [ r + e + f ( e)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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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选择不监管 ; 农村金融机构将以 c/ [ e +

f ( e) ] 的概率选择违规 ,以 1 - { c/ [ e + f ( e) ]} 的概

率选择不违规。即监管部门的混合策略为λ =

( e/ [ r + e + f ( e) - r′] , [ r + f ( e) - r′]/ [ r + e + f ( e)

- r′]) ,农村金融机构的混合策略为π = ( c/ [ e +

f ( e) ] ,1 - { c/ [ e + f ( e) ]} ) 。此时 ,监管部门的期

望得益 u1 (λ,π) = - ac/ [ e + f ( e) ] ,农村金融机构

的期望得益 u2 (λ,π) = r 。

2 　博弈模型的扩展分析

211 　博弈均衡的稳定性

采用图解的方法对农村金融监管的博弈问题作

进一步的扩展分析 ,以确定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概率

分布的稳定性。首先讨论监管部门选择监管与不监

管两种策略的概率的确定。图 2 中横轴表示监管部

门实施监管的概率 p ,其分布在 0～1 之间 ,选择不

监管的概率则为 1 - p 。纵轴则表示对应于监管部

门监管的不同概率 ,农村金融机构选择违规策略的

期望得益。当 p = 0 时 ,农村金融机构违规的期望

得益 u2 = r + e ;当 p = 1 时 , u2 = r′- f ( e) 。图 2

中从点 (0 , r + e ) 到 (1 , r′- f ( e) ) 连线的纵坐标

值 ,就是在横坐标对应的监管部门选择不同监管概

率时 ,农村金融机构选择违规的期望得益 p[ r′-

f ( e) ] + (1 - p) ( r + e) 。

图 2 　监管部门的混合策略

假设监管部门选择监管的概率 p > e/ [ r + e +

f ( e) - r′] ,此时农村金融机构违规的期望得益小

于 r ,因此肯定选择不违规 ,而监管部门监管不会得

到任何好处 ,反而付出监管成本 c 。因此 ,对于监管

部门来说选择大于 e/ [ r + e + f ( e) - r′] 的监管概率

是不可取的。反之 ,假设 p < e/ [ r + e + f ( e) - r′]

,则农村金融机构违规的期望得益大于 r ,因此农村

金融机构违规是合理的 ,此时监管部门即使提高一

些监管概率 ,只要不大于 e/ [ r + e + f ( e) - r′] ,农村

金融机构都会选择违规 ,而监管部门只要选择监管

就必定有收益 ,而且监管概率越大 ,收益越大。在得

益的驱使下 ,监管部门会逐步提高监管概率 ,直至

e/ [ r + e + f ( e) - r′] 。因此 ,监管部门选择监管概

率 e/ [ r + e + f ( e) - r′] 是稳定和平衡的 ,此时农村

金融机构选择违规与不违规的期望得益皆为 r ,即

农村金融机构没有可乘之机。所以 ,监管部门的混

合策略概率分布λ = ( e/ [ r + e + f ( e) - r′] , [ r +

f ( e) - r′]/ [ r + e + f ( e) - r′]) 是稳定和收敛的。

同理 ,农村金融机构选择违规和不违规的混合

策略概率分布的稳定性 ,也可以图解方法予以分析。

如图 3 所示 ,农村金融机构选择违规的概率 c/ [ e +

f ( e) ] 对博弈双方是稳定和平衡的 ,此时监管部门

选择监管与不监管的期望得益皆为 - ac/ [ e +

f ( e) ]。因此 ,农村金融机构的混合策略概率分布π

= ( c/ [ e + f ( e) ] ,1 - { c/ [ e + f ( e) ]} ) 是稳定和收敛

的。

图 3 　农村金融机构的混合策略

总之 ,在监管部门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博弈中 ,

监管部门分别以概率 e/ [ r + e + f ( e) - r′] 和 [ r +

f ( e) - r′]/ [ r + e + f ( e) - r′] 随机选择监管与不监

管 ,农村金融机构分别以概率 c/ [ e + f ( e) ] 和 1 -

( c/ [ e + f ( e) ]) 随机选择违规与不违规时 ,双方都

不能通过改变概率以改善自己的期望得益 ,因此构

成惟一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且该均衡稳定而收敛。

212 　博弈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 ,当 p = e/ [ r + e + f ( e) - r′] ,

q = c/ [ e + f ( e) ] 时 ,农村金融监管博弈双方进入稳

定的均衡状态。可以得知 ,监管部门监管的概率取

决于三个因素 :农村金融机构选择违规时的额外收

益 e ;监管部门对农村金融机构违规的罚款 f ( e) ;

农村金融机构违规被查处后声誉下降而导致的收入

损失Δr = r - r′。在 e 不变的情况下 ,农村金融机

构违规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监管部门实施监管

的成本 c ;监管部门对农村金融机构违规的罚款

f ( e) 。

1)由 5 p/ 5e = ( r - r′) / [ r + e + f ( e) - r′]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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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可知 ,农村金融机构违规所得的额外收益越多 ,监

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越大。因为违规收入越多 ,

说明农村金融市场越混乱 ,农村金融机构越有可能

采取违规的策略性行为 ,则监管部门施加监管的动

力越大。反之 ,违规收入越小 ,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

概率越小。

2)由 5 p/ 5 f = - e/ [ r + e + f ( e) - r′]2 < 0 可

知 ,农村金融机构因违规而受到的罚款越大 ,监管部

门实施监管的概率越小。因为罚款越多 ,说明农村

金融机构违规的成本增加 ,违规行为必然降低 ,则监

管部门也无需实施频繁的监管。反之 ,罚款越少 ,违

规行为必然增加 ,则监管部门需要相应提高监管概

率。

3)由 5 p/ 5Δr = - e/ [ r + e + f ( e) - r′]2 < 0 可

知 ,农村金融机构违规被查处后收入损失越大 ,监管

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越小。因为损失越大 ,说明行

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功能越强 ,农村金融机构违规

行为必然减少 ,则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相应降低。

反之 ,损失越小 ,违规行为必然增加 ,则监管部门越

需要提高监管概率。

4)由 5q/ 5c = 1/ [ e + f ( e) ] > 0 可知 ,监管部门

实施监管的成本越大 ,农村金融机构违规的概率越

大。因为监管成本越大 ,必然引致监管部门实施监

管的积极性不足 ,农村金融机构违规的概率相应提

高。反之 ,监管成本越小 ,监管部门越有积极性实施

监管 ,其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减少。

5)由 5q/ 5 f = - c/ [ e + f ( e) ]2 < 0 可知 ,农村金

融机构因违规而受到的罚款越多 ,其违规的概率就

越大。因为罚款越多 ,说明监管部门对农村金融机

构违规惩罚力度越大 ,那么违规行为必然减少。反

之 ,罚款越少 ,农村金融机构越有动力采取违规行

为 ,则违规概率相应增加。

因此 ,当 e 、f ( e) 、Δr 和 c 变化时 ,就会形成新

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博弈的均衡解将由一种稳定

状态进入另一种稳定状态。比如 ,降低农村金融机

构的违规收入 e 、提高违规罚款 f ( e) 、增加农村金

融机构违规被查处后收入损失Δr 或减少监管部门

实施监管的成本 c ,则形成新的纳什均衡 ,并且监管

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将降为 p′,而农村金融机构选

择违规的概率将降为 q′,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作为国家整体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部

分 ,其独特的产业素质和经营特质决定了农村金融

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因此 ,对农村金融实

施强有力的监管便成为维护农村金融体系有效运行

的重要保障。在农村金融监管过程中 ,监管部门和

农村金融机构构成博弈的参与方 ,在各自利益的驱

使下 ,二者之间存在大量的策略性行为 ,通过相互博

弈形成稳定的纳什均衡解 ,本文运用比较静态方法

得出影响博弈均衡的诸多因素及其作用方向。基于

分析结果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1)推进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调整和放宽农

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 ,发展多种所有制、不同

规模的金融组织 ,培育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主体 ,

降低农村金融的垄断程度 ,以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

氛围。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制度和规则 ,

以减少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的获利空间。完善农村金

融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 ,打造农村金融机构公平竞

争的诚信环境 ,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规

制违规行为 ,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违规收入。

2)加大农村金融机构违规的惩罚力度。对通过

展期、借新还旧 ,通过大规模增加贷款和提高中长期

贷款比率 ,通过调账、提供假担保假抵押等方式进行

违规操作的农村金融机构 ,监管部门必须责令纠正

并严肃处理。同时 ,抓好农村金融机构的案件治理

工作 ,做到有专人负责、有制度保证、有具体措施 ,管

好库 (箱)或印鉴密押 ,做到与客户对账经常化、员工

和干部轮岗轮调制度化。一经发现违规行为 ,即严

惩不贷 ,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违规的成本。

3)强化行业自律和社会力量的监督功能。以同

业公会为组织载体 ,充分发挥农村金融行业的自律

功能[4 ] 。比如 ,通过建立贷款审批小组 ,严防行业信

贷风险 ;通过健全行业内控机制 ,严防各类案件风

险 ;通过制定财务管理制度 ,严防行业财务风险。同

时 ,强化社会力量的监督功能。对于违反行业规范

的农村金融机构 ,在查处后要及时、动态地向社会披

露 ,使其在社会公众中的声誉受损 ,从而增加农村金

融机构违规被查处后的收入损失。

4)提升农村金融监管的技术水平。推进农村金

融监管的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建设 ,构建高效畅

通的监管技术平台。建立农村金融监管信息中心 ,

运用计算机等先进设备开发监管信息系统。加强农

村金融的电子化建设 ,以便取代落后的、手工操作的

监管工具。加快农村金融监管的网络建设 ,创造条

件实现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金融机构间的联网 ,实

现监管网络化。这样就可以有效降低农村金融监管

成本 ,并提高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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