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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资源比较优势竞争转向创新要素优势竞争是区域竞争的新态势，以创新人才、创新技术和研发资金为主要内容的创

新要素自由流动，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与挑战。随着对创新规律认识的深化，创新要素的内涵不断完善丰富。目前

对创新要素的定义，有从要素论和系统论角度进行划分。要素论一般把创新要素分为人才要素、资金要素、平台要素、技术要

素、社会资本要素、制度及政策要素；系统论认为创新要素主要由产出科技成果的创新活动投入的资源即直接要素，包括技术、

资金、人才，以及提供支撑条件，间接推动创新活动的外部环境即间接要素，包括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宏观政策等。本文分析

了创新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区别及特征，分析了创新要素流动的机制并对目前主流的引力模型和推拉模型进行了归纳，对

影响创新要素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国内和国际视角对创新因素流动规律进行了总结。未来需要在创新要素流动形

成的流数据空间效应、技术转移测度及效应、创新要素配置效率 3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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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原本以资源比较优势竞争为特征的国际竞争逐渐被以创新要素优势竞争

为特征所替代。从国际来看，各国为寻求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通过集聚高端创新要素的方式

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从国内来看，土地、矿产、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供应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在传统要

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

动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技术开发中各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即知识在创新主体之间的流动是创新过程

的关键所在［1］。Myrdal［2］认为发达地区存在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作用，人均工资、收入、利润水平等要素报酬

普遍高于落后地区，这就导致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技术和资源等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产生回流效应（Back‑
wash Effect）。在全球创新创业进入高度密集活跃期背景下，世界进入以创新要素全球范围内流动为特征的

开发创新时代［3］。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要素流动大多聚焦于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基于此，本文从创新要素概

念内涵着手，聚焦于创新要素的区域流动规律及流动机理，以期为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及高效利用提供理论

依据和政策支撑。

一、创新要素定义及测度

创新要素（innovation elements）与研发要素（R&D elements）、创新资源（innovation resources）、科技资源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等概念在一些文献中通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如 OECD［4］认为创新相关

的资源和能力的组合构成了创新要素。许庆瑞［5］认为对创新活动发挥直接作用产出科研成果的投入资源，

以及作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撑条件的要素共同构成了创新要素，主要包括人才、研发资金、技术、政策、制度等。

目前主要从要素论和系统论角度对创新要素内涵进行界定，区域创新体系（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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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和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给理解创新要素提供了很好的角度。1992年英国 Cardiff大学的

Cooke［6］教授最早提出 RIS概念，认为 RIS由主体要素、功能要素、环境要素构成，其中 RIS的主体要素包括区

域内的企业、大学、研发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RIS的功能要素包括区域内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环境要素包括体制、机制、政府或法制调控、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条件等。Warnke
等［7］认为创新系统框架需要涵盖广泛的新参与者和机构，如创新中介、公益创投、社会资本和关系资本等。

要素论中研究者一般把创新要素分为人才要素、资金要素、平台要素、技术要素、社会资本要素、制度及政策

要素，并构建了各要素的具体指标（表 1）。

表 1 创新要素评价指标汇总表

要素类别

人才要素

平台要素

技术要素

创新环境

制度及政策要素

评价指标

R&D人员全时当量

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

R&D人员

科技活动人员数

R&D经费投入强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R&D经费内部支出

R&D经费内部支出中企业资金

有关科技活动单位数

有 R&D活动的企业数

科技机构数

高等院校数

拥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

引进技术经费支出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专利申请受理量

专利申请授权量

万人拥有发明专利数

技术市场成交额

拥有科技成果数

百人口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移动电话用户数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产品市场占有率

市场化程度

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百万人口拥有的有效商标注册量

公众基本科学素养

进出口总额占 GDP比重

实际利用外资额占资产总额比重

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

科技经费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

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

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

政府决策透明度

商业环境

参考文献

吴优等［8］，宋文月等［9］，林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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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大英等［11］，冯南平等［17］，钟智［20］，陈搏［21］

许大英等［11］，钟智［20］，陈搏［21］

池仁勇等［16］，冯南平等［17］，Inekwe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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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搏［21］，Yim［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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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萍［10］，李军军等［12］，李昂［13］，Zhao［24］
吴优等［8］，钟智［20］，陈搏［21］

叶小岭等［15］

林萍［10］，许大英等［11］，钟智［20］，陈搏［21］

吴优等［8］，陈搏［21］，
林萍［10］，李军军等［12］，陈搏［21］

李昂［13］，叶小岭等［15］，陈搏［21］

林萍［10］，许大英等［11］，李昂［13］，叶小岭等［15］

陈搏［21］

吴优等［8］，陈搏［21］

吴优等［8］，李军军等［12］，李昂［13］，Lee等［25］

吴优等［8］，钟智［20］，陈搏［21］

钟智［20］

宋文月等［9］，李昂［13］

林萍［10］，陈搏［21］

李军军等［12］，李昂［13］

宋文月等［9］，陈搏［21］

李李昂［13］，钟智［20］，陈搏［21］，Exposito和 Sanchis‑Llopis［26］
吴优等［8］，叶小岭等［15］，陈搏［21］

钟智［20］，Lee等［25］

叶小岭等［15］，陈搏［21］，Chursin等［27］

林萍［10］，李昂［13］，叶小岭等［15］，钟智［20］

吴优等［8］，宋文月等［9］，陈搏［21］，Isaksen等［28］

叶小岭等［15］

李昂［13］，Deogirikar［29］
申静等［30］

从创新系统、创新网络向考虑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之家相互作用形成的创新生态系统，是对创新要素内

涵认识的深化（表 2）。根据WEF（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年度报告，认为创新生态系

统的要素包括：可进入的市场、人力资本、融资及企业资金来源、导师顾问支持系统、监管框架和基础设施、教

育和培训、重点大学的催化作用、文化支持［31］。在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一般认为创新要素主要由产出科技

成果的创新活动投入的资源即直接要素，包括技术、资金、人才，以及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撑条件的外部创新环

境即间接要素，包括基础设施、宏观政策、社会环境等共同构成。制度及政策要素的有效供给是研究创新要

素的一个重要方面。Storper［32］认为区域性制度、规则和惯例等强调行为主体在区域中为促进创新而形成的

复杂网络关系，它们是促使创新产生的根源。除了研发资金、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区域创新活动

外，创新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社会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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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要素的概念具有动态性、演进

性特点，其内涵随着对创新规律的认识

而不断深化。第一个阶段是基于著名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A.Shumpet‑
er）的创新概念，强调生产要素、生产条

件、机会。创新的结果是进入以前没有

过的市场或者开辟新的市场，强调创新

的市场应用的过程。因此这个阶段，创

新要素是生产要素、生产条件、机会三

者的有机结合，其中机会是市场信息和

技术信息的组合，创新者是捕捉创新机

会把新发明引入生产过程的企业家或

发明家。第二个阶段强调创新要素的

多主体阶段，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研究机构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制

度创新的主体，中介服务机构是服务支

持 的 主 体 。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的创新集群（innovative cluster）
认为创新是由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风

险投资机构、中介服务组织等要素相互

作用的结果，因此创新要素的主体是多

元的［38］。第三个阶段基于创新生态系

统视角，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通过创新主体之间以及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形成共生

竞合、动态演化的开发系统。Cooke等［39］将创新要素分为与技术创新直接有关联的直接要素以及与创新相

关的间接要素，直接要素包括高校、研究所、技术转让机构、顾问机构、技能开发组织、公共和私人资助组织

等；间接因素是创新的外部环境，包括税收、直接补贴、公共教育和培训设施、公共研发机构、基础设施、资金

支持、法规、标准等。

创新要素与传统的生产要素有着显著的区别，一般的生产要素具有损耗性、边际收益递减的特性。创新

要素是传统生产要素的革新和升级，是生产要素的高级形式，因而与生产要素相比具有独特性，即创新要素

具有再生性、正外部性、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40］。创新要素中各类资源其特点不同，其中人才是最具活力的

要素。知识资源很多依附在人的身上，高素质、创新性人才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技术是最核心的要素，

颠覆性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够重构区域竞争新格局，实现区域赶超和跨越。现代资源观认为信息资源是最具

时代特征的要素，是创新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创新要素流动机制

一般认为创新要素是从边际贡献率低的区域向边际贡献率高的区域流动。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源于稀

缺的创新要素追逐自身价值最大化目标。负载技术和创新知识的创新要素在区际间的流动，通过“知识溢

出”“知识扩散”“技术转移”等途径能够带动创新技术与创新知识在区域间扩散与传播。创新要素在市场作

用规律下流动有利于区域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创新知识、技术与经济发展间的最优匹配，从而提高区域

生产率。创新地理学家 Feldman［41］认为，知识的空间集聚有利于信息搜寻、交流，增强搜寻强度和任务合作。

Oinas［42］认为知识的创新可以看作是近距离和远距离互动“结合”的一个结果。创新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可

以通过区域间创新主体研发合作、研发创新网络形成，从而促进技术进步［43］。本地网络的太接近、专一化和

僵硬，通过创新要素流动形成跨区域知识流动形成的“管道”，使创新者走出本地集群的惯例［44］。

对创新要素空间流动规律进行测度方面，主要是依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和物理学中的引力模型。

影响创新要素在空间地域上流动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主要因素有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期望边

表 2 基于系统论的创新要素评价指标

要素类别

直接要素

间接要素

评价指标

创新投入

创新环境

基础设施

制度环境

市场环境

创新文化

评价指标

每万人 R&D人员全时当量

R&D经费占 GDP比重

基础研究人员人均经费

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

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所占比重

经济活动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

人均 GDP
信息化指数

科技拨款占财政拨款的比重

享受加计扣除减免税企业所占比重

信息通信技术（ICT）
普通基础设施

生态可持续性

政治环境

监管环境

商业环境

信贷（易于获得信贷、给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在
GDP中的占比、小额信贷总量在 GDP中的占比）

投资（易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市值在 GDP中的占
比、所交易股票总值在 GDP中的占比、风险投资
交易/十亿购买力平价美元 GDP）
贸易、竞争和市场规模（适用税率加权平均百分
比、本地竞争强度、国内市场规模，十亿购买力
平价美元）

社会资本（信任调查值等认知维度、民间组织密
度等结构维度、自愿免费献血率、社会总保费）

声誉资本

参考文献

国家统计局社科
文司“中国创新指
数（CII）研究”课

题组［34］

国家统计局社科
文司“中国创新指
数（CII）研究”课

题组［34］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9［35］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9［35］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9［35］

杨宇和沈坤荣［36］

Ou 和 Hsu［37］

144



郝汉舟等：创新要素流动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际创新要素收入，地区与邻近区域创新要素集聚空间关联程度、政府研发支持、经济发展水平、传统优势产业

等方面［45］。Bogue［46］的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pushand pull factors）的理论基础是驱力理论和期待价值理论，

认为人们希望通过流动就业改善生活条件是最根本的原因。Lee［47］完善了推拉理论，认为迁出地不利因素

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导致人口的迁移，影响因素包括距离、政治和制度上的阻碍等。重力模型是

Zipf［48］在借鉴物理学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得出的，他认为两地之间迁移的人口与两地各自的人口规模成

正比，而与两地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在创新要素流动中涉及人才引力，人才引力一般从区域经济水平、区域薪酬水平、区域生活环境、区域社

会环境、区域企业规模与实力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彭邓华［49］以“双非”指标即非本地高校、非本地生源占

区域就业毕业生的比重作为人才吸引力，证实毕业生薪酬水平、区域企业规律、区域生态环境是影响我国高

校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动的关键因素。刘和东［50］用各地区研发人员占全国 30个省市总数的百分比表示创新

要素集聚，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国内市场规模，建立面板协整模型，研究结果揭示了人才“孔雀东南

飞”的现象。

在 R&D流动量测度方面，一般是结合引力模型的相对测度方法，将一个区域对其他区域的 R&D流动量

汇总求和得到区域总的 R&D流动量。不同类型的创新要素流动对创新绩效作用不相同，省级间 R&D资本

流动对创新效率提升作用显著，而 R&D人员流动对创新效率提升作用不显著［51‑52］；R&D人员和 R&D资本区

际流动会对流入地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积极作用［53］。

在推拉理论实证方面，徐清［54］在分析我国劳动力要素流动问题时依据“推拉”理论进行了整体样本与分

样本的实证研究，王娟娟等［55］也运用此方法构建了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动力系统模型。马荷花和王

小军［56］结合重力模型和推拉理论，构建了迁出省份的供给函数和迁入省份的需求函数，在构建的模型中包

含了人均收入比、迁移成本（两地之间的最短铁路距离）、迁入和迁出省份的人口数以及地理自然环境因素

等，常见的测算 R&D流动量模型见表 3。
表 3 测度 R&D流动模型

类型

R&D人员
流动量测
度模型

R&D资本
流动量测
度模型

R&D技术
流动量测
度模型

计算说明

pflij = lnMi × lnKj × R-2ij

FPij = lnpei × lnwagej × R-2ij

lnMij = α0 + α1 ln ( yj /yi ) + α2 lnPi + α3 lnPj +
α4 lndij + α5Z ( ⋅ )

cflij = lnNi × lnNj × R-2ij

FCij = lncp × lnratej × R-2ij

UTTC = w1U 1 + w2U 2
PS = IN/ ( IN + FPR )
TS = 1 - TJC/JCT

lnTechi，t = β1 lnTechi，t - 1 +
β2∑

j = 0

t lnXi，t - j + εi，t

INN t = α1 ITTt + α0 + νt

变量说明

pflij为从 i省流动到 j省的 R&D人员流动量；Mi表示 i省的 R&D人员；
Ki是 j省的人均 GDP值，表征 j省的吸引力；Rij是两地区省会城市之间
的距离

FPij为从 i省流动到 j省的 R&D人员流动量；pei为 i省的 R&D人员全
时当量；wagej是 j省的平均工资；Rij是两地区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

Mij为从 i省流动到 j省的人口迁移量；Pi和 Pj分别是 i省和 j省的人口
数；yi /yj是迁入地和迁出地人均收入的比值；Dij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
Z（·）表示地理自然环境因素、语系虚拟变量等

cflij为从 i省流动到 j省的 R&D资本流动量；Ni和 Nj是 i省和 j省的 R&D
资本存量；Rij是两地区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

FCij为 i省流动到 j省的 R&D资本量；cpi为 i省的 R&D资本存量；ratej
是 j省的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率水平；Rij是两地区省会城市之间的
距离

U1、U2是分别用专利转移衡量的创新技术集聚指数和创新技术扩散
指数；w1和 w2为贡献系数

PS、IN、FPR分别为专利自我满足率，国内居民登记的专利数和外国
在木国申请授权的专利数。TS、TJC、JCT分别为技术自我满足率、技
术进出口差额、进出口总额

Tech为某一省份从国外吸收的技术、分别用引进技术合同额和外商
对华直接投资数量来代替外；解释变量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技术
吸收能力、R&D存量、进出口贸易额、制度创新与吸引力、人均 GDP
等

INNt为 t年的创新水平；ITTt为 t年的国际技术转让，分别通过 FDI占
GDP比重、高科技进口比重、与与欧盟、美国、中国（印度）合作创新的
企业数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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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要素流动规律

较早对创新要素整体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研究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刘世锦

等［61］发现在 2010年全国 35%的高等学校、40%的科研机构、50%的科研人员、60%的研发经费、70%的发明

专利授权和高技术企业，75%的技术交易集中在 20%的省份，认为我国创新要素集聚效应日益明显。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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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等［62］运用引力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趋势面等方法，发现我国创新要素在空间上有显著的“东南高、

西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和时间维度上“东高、西低、北降、南升”的变动趋势。尚德萍［63］认为创新资源在我

国空间布局上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北降、南升”的趋势，且长期存在不均衡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

展水平、国家的政策导向和传统优势产业的影响等。刘飞和王欣亮［64］认为全国总体水平上资本创新要素相

对配置不足，东、中、西部各类创新要素存在错配状况，东部地区劳动创新要素配置相对过剩，中部地区产业

创新要素相对缺乏，西部地区资本、劳动创新要素都存在短缺现象。胡建团［65］发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中心城市以及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城市群中资本创新要素投入己初具空间规模，而高水平人力资本要素

时空集聚效应较弱。

从创新要素国际流动趋势来看，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出现重大调整，2013年东南亚地区国家、北美地区国

家、欧洲地区国家研发经费占全球总研发经费比重分别为 40%、29%、22%，研发格局将由以欧美为中心向北

美、东亚、欧盟三足鼎立的方向加速发展［66］。从技术转移的角度看主要呈现以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产业转

移重组的方式进行。跨国技术转移分布极不平衡，绝大多数的技术贸易都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

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贸易额占世界技术贸易总额的 80%以上，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贸

易仅占世界技术贸易总额的 10%，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贸易额则不足 10%［67］。

四、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尽管学者对创新要素的空间流动集聚的机制及其规律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创

新要素集聚流动对生产率、绩效和经济增长等相关方面的作用。从目前研究来看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①创

新环境是创新活动开展的支撑条件，也是牵引创新要素流动的重要方面。在创新要素流动/集聚情况下，生

态环境质量作为区域比较优势的基本因素，对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发挥何种作用、对创新绩效存在何种影响

研究还不完善，对两者的耦合机制相互作用规律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②在创新要素资源配置过程中，通过

设置市场壁垒、产业壁垒等行政手段来集聚创新资源会导致缺乏竞争。在创新要素集聚流动过程中，行政手

段配置创新要素导致的创新效率下降的实证不足。③从动态的角度测度创新要素形成的“城市流”方法和手

段不多。目前测度创新要素流动主要是关于 R&D人员、R&D资金方面的流动，关于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在区

域间的流动测度理论研究还不深入，缺乏较完善的方法和监测指标体系。

基于以上所存在的不足，下列问题尚需开展深入研究：①加强创新要素在区域间流动形成的流空间研

究，特别是关注由创新要素在城市间流动形成的 OD流数据的挖掘利用。②创新要素流动中技术转移既包

括有形的技术转移，如高技术产品贸易、产业转移等，也包括无形的技术转移，如专利许可等，此外还可以通

过学术访问、合作研究等科学交流方式。加强区域间“硬技术”转移和“软技术”转移的监测指标体系构建及

其效应评估。③深入研究创新要素不合理配置下的研发悖论测度及其对创新效率影响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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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Flow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Elements

Hao Hanzhou1，2，Liu Yanwen1，3，Shen Qiongjie1，Zuo Keyi1，Cai Siqian1
（1.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ollege，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ning 437100，Hubei，China；

2.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 of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Xianning 437100，Hubei，China；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From resource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mpetition to innovation factor advantage competition is a new trend of regional com ‑
petition. The free flow of innovation elements with innovative talents，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R&D funds as the main content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inno‑
vation，the connotation of innovative elements is constantly improved. At present，the definition of innovation elements is divi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al theory and system theory. The factor theory generally divides the innovation elements into talent elements，
capital elements，platform elements，technical elements，social capital elements，systems and policy elements. System theory believes
that the elements of innovation are mainly the direct elements of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at produ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including technology，capital，talents，and providing supporting conditions to indirectly promote the external environ‑
ment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namely，indirect factors，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environment，macro policies，etc. The arti‑
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innovation elements and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actors，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element flow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mainstream gravity model and push‑pull model，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flow of innovation factors，from domest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summarizes the flow of innovation fac‑
tors. In the future，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n‑depth research in three aspects：the spatial effect of stream data formed by the flow of
innovation factors，the measurement and effects of technology transfer，and the efficiency of innovation element allocation.
Keywords：innovative elements；flow；influencing factors；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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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融资租赁行业风险的阶段性特征
——来自不完全合同与演化博弈的解释

崔佳宁 1，史燕平 2

（1.北京联合大学 商务学院，北京 100025；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本文通过不完全合同与演化博弈理论对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过程中的波动以及当前的不稳定状态进行了解释。研究

表明，从长期看，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中的剧烈波动源于参与方的不断变动；而从短期看，现阶段我国融资租赁业的不稳定源

于竞争结构与交易方式的不合理。因此在政策层面上，统一监管与出台《融资租赁法》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融资租赁；不完全合同；演化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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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年 9月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8号）》与《关于促

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9号）》以来，我国融资租赁业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两份文件首先肯定了我国融资租赁业在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促进经济结构

调整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我国融资租赁业存在渗透率低、监管不完善、法律不健全等诸多问

题，最终指明了我国融资租赁业必须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大方向。两份文件

从建议、监管、反馈等多方面进行指示，足见中央对融资租赁业健康发展的高度重视。

然而时隔 5年，我国融资租赁业是否已经行进在上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是值得研究的。

根据中国租赁联盟、天津滨海融资租赁研究院组织编写的《2019中国租赁业发展报告》内容显示，虽然

我国融资租赁业目前在总体规模、资金来源、业务范围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整个行业的发展仍存在一定的

问题与风险，比如业务模式缺乏差异、配套产业发展缓慢、行业发展空置率高等，这些问题均影响我国融资租

赁业的健康发展。此外，从 2020年 1月银保监会官网发布的《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

稿）》也看出监管部门对上述问题的极大关注，尤其是融资租赁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可见上述问题仍使

我国融资业处于边发展边完善、在摸索中逐步服务实体经济的初级阶段。

而参照发达国家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历程，其业务模式、竞争手段、经营方法均能完成从简单阶段逐步到

成熟阶段的发展，最终使得融资租赁业的渗透率不断提高、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逐渐增强。但为何我国融

资租赁业经历了近 40年的发展，期间几经波折却仍然停留在简单的初级阶段，始终未能走向健康发展并在

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阶段，融资租赁如何健康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利

用不完全合同与演化博弈理论对我国融资租赁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特征与当前不合理局面的形成做出解释，

并以此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做出的进一步探索在于：第一，尝试构建了一个分析我国融资租赁业从长期到短

期不同发展特征的理论框架，从不完全合同的角度解释了我国融资租赁近 40年的发展中经历“欠租‑洗牌‑井
喷‑乱象”等频繁波动的制度性原因；第二，利用演化博弈理论说明当前行业乱象根源于信息不对称而非参与

方的利益矛盾，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最后，本文的结论也从融资租赁业发展的角度印证了我国

金融结构具有银行主导特性的事实。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

国外文献对融资租赁行业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会计处理、资产质量、报表真实度、特种设备租赁风险

等方面［1‑5］。这些研究着重探讨融资租赁交易过程中某一要素或变量的变动及其产生的风险，较少涉及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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