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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模型的建立和对模型求解得到的激励方案最优条件，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科技

人才管理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科技臂盘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制定科学的

激励方案，对人才行为选挣加以约柬．根据人才行为观测结果实施奖惩，并从激威和约柬中

实现管理效用最大化．对模型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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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search felloWS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conditions iS discussed．The tasks for administrators are to work OUt a practically

encouragement project that could effectively restrain the behavior choosing of tal—

ents，and reward or discipline the talents through the outcome of their behavior

choosing．The application problems of the model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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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科技管理机制进一步得到优化。科技管理运行系统

中，如何实现对人才资源的有效管理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进而实现管理效用

最大化，已成了科技管理工作者关注的焦点。但科技人才管理具有典型的非对称信息特征。聘

用前具有事前能力表现的完全信息，聘用后的行为选择和能力发挥则具有不完全的信息特征。

任一科技人才能否根据管理者的期望作出行为选择，管理者是无法知道的，只能观测到其工

作结果。而影响科技人才工作结果的因素除其本身行为选择和工作能力发挥以外，还有来tl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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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环境的外生随机因素的影响。科技叁才是如何工作的，其行为本身和随机因素影响状态究竟

如何，管理者无法观测得到。所以，人才能否按照管理者的预期选择行动使工作效率达到理想

目标是不确定的。科技管理工作者必须要对人才的行为选择加以约束，从人才行动的观测结果

中来实施奖惩，实现最佳管理效果．使人尽其才管理效用最优。本文拟从科技人才管理模型建

立人手，对该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期探索科技人才资源的有效管理。

2信息不对称下的科技人才管理模型的建立

假定X表示某专业领域相同研究或技术开发方向上的科技人才(简称人才)在接受工作

后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集合，z∈X表示一个特定行动，为工作努力水平的一维变量。令Y为

不受人才和管理者控制的外生随机因素变量。n是Y的取值范围，Y在n上的分布函数和密度

函数分别是F(y)和，(y)．且Y是连续变量。当我们把连续变量Y离散化为有限个可能值时，

／(j，)为分布概率。当人才选择行动z，外生变量Y实现，z与Y共同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

p(x，y)和一个归管理部门所有的产出口(z，y)。若给定Y，人才工作越努力，v(x，y)值越大，但

努力的边际效率递减。较高的y代表较有利的随机变量出现。所以，”是z的严格递增凹函数，

是Y的严格增函数。令”表示人才工作产出，是唯一可观察的变量，则科技管理者的任务就是

设计一套具有强约束力和有激励作用的管理方案g(“)，根据观测到的对人才实施奖惩。

从科技管理的实际要求和管理学基本原则上来看，方案g(”)应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根

据文献[1，2]有关“道德风险模型建立”理论，结合文献[3]以及关于科技人才管理的特点，

go)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假设管理者和人才的冯纽曼效用函数分别为w(口一go))和u(g∞))一cfx)，c(z)为

科技人才的成本函数；"’(·)>0，"tO”(·)≤0，“’(·)>o，“”(·)≤0，f’(·)>0，，(·)>0．表明

管理者和人才都是风险规避者或风险中性者，且人才努力的负边际效率是递增的。则管理者和
1． 1

人才双方的冲突来自假设兰>0和一>0。兰>0意味着管理者希望人才工作多努力．而c’>～ ～

0意味着人才希望自己工作少努力。所以．如果管理者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人才则不会象管

理者希望那样努力。这是在设计go)时所必须要给予考虑的主要特征之一。

(2)假设管理者和人才双方对分布函数F(y)，研究或技术开发的产出v(x，y)及效用函数

“(·)一c(·)和训(·)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于v(x，，)，管理者能观测到Y即可知道z，观测到z即
r

可知，。则科技管理者的期望效用函数应为1w(v(x，y)一g(口(z，y)))f(y)dy。欲使期望效用
J

函数最大化，管理者必须对产出的可能目标和激励方案g(。)作出选择。说明激励方案g(。)应

具备系列多样性可选择特征。

(3)科技管理工作者要想使自己的管理效用最大化，但又面l临2种来自人才的行为约束。

一种是理性约束。即人才工作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其拒绝工作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

而人才拒绝工作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由他面临的其他选择机会决定，一般称之为保留效

用。则该约束可表述成
r —

Iu(g(v(x，y)))／(y)dy—c(x)≥“．
J

另一种约束叫激励相容约束。即管理者的激励效用不能小于人才任一行为选择后的效

用。由于管理者不能观测到人才的行动z和外生随机因素影响Y，在任一具有管理约束规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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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窖(。)下，人才总是选择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r，管理者希望的卫只能通过人才的效

用最大化行为实现。亦即．当z是管理者希望的行动，z。∈X是人才可能选择的任一行动，当

且仅当下式成立时，人才才会选择z，即：
r r

I“(g(口(工，j，)))f(y)dy—c(工)≥lu(g(v(卫。，y)))f(y)dy～c(z。)，V’z∈x．

所以管理激励方案g(”)还必须能够具备满足人才行为选择的理性约束要求和激励相容

约束要求的特征。换句话说就是激励方案的设计一定要考虑人才的可能行为选择，而决不能仅

仅是管理者的一厢情愿。

综合以上分析，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科技人才管理模型可以用文献[1]中的方法表述如

下：

maxI删(口(z，，)一goo，，)))f(y)dy

r

满足Iu(g(v(x，y)))f(y)dy—co)≥“，

r r

lu(g(v(x，y)))f(y)dy—c(z)≥Iu(g(v(x‘，y)))f(y)dy～c(z‘)，V z‘∈x，

即科技管理者对人才的使用和管理的任务就是，依据管理要求，选择决定研究或技术开发产出

目标和激励方案g(。)，使人才管理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同时满足人才的理性约束和激励相容

约束。

应用该模型法实施科技人才管理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要科学认识研究和技术开

发工作的产出v(x，了)。对于不同研究和技术开发方向上的产出，要确定出一整套成熟的、合理

的、并且是能够取得一致共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第二是对于任一激励方案，只有当它满

足科技人才的激励相容约束时，才是可实施的方案。第三是在科技人才系统中不同的人才能力

特征不同．管理者应根据可视的信息如学历、职称和科研成果及其他有关能力方面的历史评价

等，将系统中人才能力的高低加以区分以完善g(v)的设计。第四，同一专业方向上的不同人才

的工作产出除了受自身能力大小和特有的外生因素变量影响外，还受到一定的共同因素的影

响，如科研和技术开发的硬件设施及政策环境等。为了剔除更多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更加密切奖惩与个人努力的关系以调动更大的积极性，在确定go)时，要依据文献[7]的方法

作进一步判断。即假设除v以外，若管理者能够不费成本地观测到另一个变量z，使，一，(u，z)，

：为与环境因素有关的外生随机变量。若。与工和Y有关，即z—z(x，y)，则当z能提供的有关

I-和，的信息不全部包含在口中时，z对占(口)会产生影响，此时s(v，z)应作为比g(u)更优的激

励方案加以确定。

3 信息不对称下激励方案的最优条件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科技人才管理模型的求解，可根据文献E4]利用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

法求得。

给定y的分布函数F(y)，对应的z存在一个口的分布函数并通过口(上，y)从F(y)中导出。

一般情况下可以假定。=工十Y，即人才的自身努力z和随机影响因素变量，共同决定r研究

或技术开发的产出”。若y服从均值为z方差为a2的正态分布。表明人才努力水平决定产出方

差。若根据文献[5]，用型专％群=^和P。，上)为分别给定卫下”的条件分布函数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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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函数，且表明当人才选定了行动z就类似掣选择了分布函数型善群；^。对。取期
望后．可将模型改写如下：

maxlw(v—g(口))P(口，x)dv

满足I“(F(u))P(口，x)dv—c(z)≥五，

j“(g(口))p(v，x)dv—c(z)≥I“(g(_))户(口，z。)dr—c(z’)，V z’∈x．

根据文献[3]的理论可推知，在激励相容条件中，对于任何给定激威方案，只要大于“2i”，

人才的行为选择总是z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再结合文献[5]，下列条件即可满足，即：

Iu(g(口))以(口，x)dv—c’o)，

则上述模型可进一步转化成下列形式：

maxfw(v一耳o))Po，x)dv

满足 l“(耳o))P(v，x)dv～c(z)≥五，

lu(g(口))＆(仉x)dv；一(z)，V工∈x，

设^>0和P>0分别为个人理性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应用拉格朗日法解上

述规划后即可得出人才管理激励方案的最优条件如下：

乌云铲一a+一错．
该条件就是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对人才实旌激励、制定激励方案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该条

件中产宕若骞代表了激励相容约束的作用，害是似然率，表达产出。中人才行动z的信息。当
管理者不能观察人才的行动时，为使人才积极努力工作，人才必须要承担一定被惩罚的风险。

因为在管理者不能观察人才行动的非对抟信息条件下，管理者和人才都能达到效用最优是不

可能的。所以，如果保证譬对v是单调递增的，则人才工作越努力，科研或技术开发工作产出高

的概率就越大。go)严格随。增加而增加。较高产出作为较高努力的一个信息．对管理者制定

激励方案将具有较大的操作意义。

4 结语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科技人才管理模型集中体现了人才管理效用最优化目标的追求和

尊重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应用该模型实施科技人才管理，对西部区

域人才管理更具有现实意义。首先，模型对管理者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作为科技管理者，不

仅要了解人才管理的系统运行目标，而且要努力去研究影响人才能力和工作积极性发挥的因

素。既从系统管理优化自身考虑，又从激励人才积极性发挥需要出发，制订科学的人才激励方

案，降低或减少管理随意性。其次，对盘活现有人才资源，优化人才配置具有积极作用。模型中

对耳(v)的引进，说明了影响人才工作产出结果中随机因素变量的作用，从侧面又恰当地强调

了人才系统的开放性。管理者如果不能实现人才的有效激励以满足个人的理性约束和激励相

容约束，人才流失就不可能避免。同时，管理者对激励方案go)的制订和选择本身就是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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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制优化的一个重要检验过程，可使管理者进一步认识差距和继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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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大的变化。目前做可行性研究报告所采用的经济指标一般源于当地计划部门提供的资料，

而不再另做预测。而交通量的增长一般还受周边地区经济形势及当地路网结构的影响，因此，

在计算弹性系数C时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最后，还要考虑在一定时期内该地区交通量可能

会出现饱和状态而降低增长的幅度。

2．3夏时调整费率标准

在确定收费费率标准涉及的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就是交通量。收费额和交通量变化出现

不同步点时，费率标准即应调整。当某一时间段交通量的增长已超过了收费额增长的幅度，就

要及时相应调整收费费率。同时还要进行公路建设项目的后评估工作，不断完善交通量预测方

法。

3结语

高速公路作为当今社会的一种复杂的劳动产品，已经具备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利用

银行贷款、引进外资、发行高速公路投资债券等多种筹资方式建路，就应提供一份真实可信

的工程预测报告，让投资者认识到项目的可行性。因此，预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要准确，才能

合理地制定收费标准，同时还要在项目建成后进行评估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交

通量预测和调整收费率，让投资者在政府允许的收费年限内还清贷款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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