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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西海固地区生态建设中的博弈问题分析

王亚娟, 刘小鹏
(宁夏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 生态问题已是制约贫困落后地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根据博弈论, 探讨了宁夏西海

固地区生态保护与重建中各经济利益主体的不同行为动机。结果表明,由于各博弈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

对待公共产品(生态环境)的偏见以及自身行为的短期化, 导致了目前生态保护与重建低效的局部性窘境。

据此, 提出了要致力于建立符合各博弈主体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协同合作机制,以真正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

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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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ame Problems in Eco-construction Process

of Xihaigu Region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WANG Ya-juan, LIU Xiao-peng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 ingx ia Univ er sity , Yinchuan 750021, Ningx ia H ui A utonomous Reg ion, China)

Abstract: Eco-pr oblem is the main o bstacle w hich rest ri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of the reg ional eco no -

my in poo r areas. Based on the g ame theory , dif ferent behavior o f each economic body is analysized in the

pr ocess of eco -pro tect ion and reconst ruct ion in Xihaig u region of Ningx ia Hui Autonomo us Region. It is

po inted out that the inef ficiency o f the eco -pro tect ion and reco nstr uction is induced by short-term behavior

and inter est confl ict am ong economic interest bodies. Further more, in o rder to realize r eally the w in-w in type

of eco-co nstr uctio n and econom ic development , harm ony mechanism sho uld be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 ith

ever y econo mic interest bo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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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工业

文明所带来的高增长和随之产生的生态破坏的深度

原因以及缓解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超负荷压力的测

度方法,取得了实质性成效。近些年来,博弈论在分析

解决社会、经济以及环境问题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博

弈论( Game Theory ) [ 1]的基本观点是决策主体的行

为选择受到其它决策主体的影响,同时其行为会影响

其它主体的决策行为。该理论摆脱了传统微观经济学

从价格、成本、收入方面静态的考察经济活动的局限,

从而更现实地解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决策主体的

行为动机问题。近些年来, 该理论受到了普遍关注和

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博弈论的一

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

整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宁夏西海固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经济发

展缓慢, 人地矛盾突出[ 2]。协调区域人口、资源、环境

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任务相当急迫。然而, 由于长期

以来形成的各个博弈主体的利益冲突和在对待公共

产品(生态环境)的偏见以及自身行为的短期化, 导致

目前生态保护和生态重建低效的局部性“窘境”, 即

“公地悲剧”。决策层和学术界对造成这种“窘境”的根

源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

观点和解决途径。

本文根据作者对宁夏西海固地区 8县的实地考

察以及同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访谈

资料,按照博弈论的分析框架, 对进行生态保护和生

态重建中政府之间、政府与农户之间、农户之间等不

同经济主体因不同经济目标而产生的不同经济行为

加以实证研究以期为优化相关政策和协调各经济主

体利益提供准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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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建设中各经济主体行为的博弈

分析

　　宁夏西海固地区进行生态保护与生态重建任务

艰巨,关系复杂,参与方很多,按照其行为与目标的相

似性可以概括为 4个主要方面。

2. 1　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博弈论观点指出, 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是一

种委托代理关系。上级政府注重的是生态环境建设目

标的实现,地方政府则是如何把上级政府的投入花出

去以及根据上级政府的政策采取自己的行动。很明

显,这是一种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 即精练贝叶斯

均衡。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是根据观察上级政府的政

策信息,作出自己的行动策略。

从双方的博弈支付矩阵(图 1)可以看出,地方政

府有 2种策略可供选择,即积极或消极地采取生态保

护和生态重建,上级政府也有 2种选择,即积极投入

资金和严格监督或少投入和监督不严格。上级政府如

果选择大量投入, 地方政府采用消极实施比积极实施

效果要好,这是因为:第一, 地方政府已进行了严格的

成本与效益核算。由于每届政府任期有限,而生态保

护与生态重建的成效好坏至少需要 5 a ,因此,地方政

府官员考虑到自身政绩需要和满足上,不可能把大量

精力投入到投入大,见效慢,政绩少的环节去,但同时

他会尽可能多的去争取上级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方

面的投资,在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下挪做它用以获得生

态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双胜利”。这也正是目前存在所

谓的“真干虚报”、“虚干虚报”的原因[ 3]。

地方政府

积极实施 消级实施

大量投入

上级政府
监管严格

少量投入

3, 2 - 2, 3

- 1, - 2 - 2, - 11

监管不严格

图 1　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

另外, 在上级政府检查环境保护项目时, 评估组

与地方政府往往具有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 因此,由

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制度约束,对保护和重建项目成果

进行最终评价时, 其结论是“生态建设成绩突出,水土

流失依然严重”。前者说明投入是有成效的,而后者说

明还需继续投入。第二,地方政府清楚,进行生态环境

建设必须要有上级政府地大力支持。生态环境建设是

一项庞大的工程,耗资巨大,不可能由地方政府来承

担。而对于上级政府, 无论地方政府是积极还是消极

都得投入一定的资金。因此,上级政府就不得不运用

混合策略去督促地方政府积极实施,而非投入或不投

入的纯策略,否则所期望的建设目标将难以实现。

2. 2　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工作是由地方政府具体实

施的。地方政府是地区利益的代言人和实现地区利益

的主体, 要推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这样周期较长的

工作,就必然损失即期期望。

假定有 A, B 2个地方政府,他们都有 2种选择,

积极投入环境建设时的收益为 N 1, N 2, 消极投入的

收益为 R1 , R2 ,则其支付矩阵如图 2。积极投入,预期

环境建设目标都有可能完成并改善了人居环境, 但是

其投资的长远性远远大于短期的直接收益, 即 R 1 >

N 1, R 2 > N 2。同时,一地方政府积极投入, 另一地区

不投入同样会受益。这当中存在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

弈, 因为只要一地方政府做出单边支付,其它地区便

会得到零成本收入。因此,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实

施, 纳氏均衡为(消极,消极)。在这个“囚徒困境”的案

例中,各地区都选择了自己的利益,就只能停留在“零

和博弈”之中。

这种博弈的实质使双方都知道应该怎样做, 但由

于信息对称,加剧了双方的猜忌, 更为重要的是双方

没有意识到合作比对抗有更多的收益。从合作博弈的

观点看,在发生矛盾时应有一种利他主义思想,合作

是最佳策略,否则两败俱伤。这也就是目前在地区利

益的驱使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恶性循环突出外在

不经济性的深部原因。

地方政府 A

积极实施 消级实施

地方政府 B
积极投入

消极投入

N 1, N 2 N 1, R2

R1, N 2 R 1, R2

图 2　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

2. 3　农户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西海固地区属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相当多的农户

仍需要政府的帮扶救济。农户要积极配合政府进行生

态环境建设,进行退耕还牧还林还草,必须能够从中

获得的收益大于耕作所得,有粮可吃, 有钱可花, 补偿

能够及时到位, 同时剩余劳动力又能够得到合理安

置。而目前的实际是该地区工业基础薄弱, 经济发展

缓慢,根本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农户最终的选择就

是广种薄收,粗放经营。如果农户对生态建设认识不

够, 以及政府相关救济不能到位, 就会采取消极态度,

肯定不会主动投入资金建设生态环境,加之政府若对

此抱强制政策,势必激化干群关系。另外,由于长期处

于半封闭状态的西海固地区的农户,思想守旧,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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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扶贫资源时,相当部分人宁可要扶贫也不会主

动脱贫,这是因为主动脱贫的成本远远高于贫困受

扶,因此农户同样采取消极态度。

另外, 作为贫困地区, 西海固地方政府的收入主

要是从农业税、林业税和林副特产税中取得, 如果没

有上级政府的支援, 本身都自身难保, 更何况再投入

巨资去扶持农户。因此,这一博弈同样陷入了“囚徒困

境”的地步(图 3)。

地方政府

积极投入 消级投入

农户
积极保护

消极保护

5, 5 4, 6

6, 4, 2, 2

图 3　农户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矩阵

2. 4　农户之间的博弈

假设有甲乙 2个农户, 他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态

度有 2种,即积极保护和消极保护。双方都采取消极

的态度收益均为 0, 而积极保护时需付出代价 M , 双

方都积极保护, 每户分别支付 M / 2,增加的收益为总

福利Q 的 1/ n,即 Q/ n。在双方博弈中, 不管哪一方采

取积极态度还是消极态度, 另一方均会采取消极态

度,这是因为 Q/ n - T < 0, 这是一种占优策略(图

4)。因此,纳氏均衡为(消极,消极) , 即双方均不会主

动采取行动积极地参与并实施生态保护与重建工作。

农户甲

积极态度 消级态度

农户乙
积极态度

消极态度

Q/ n - T / 2, Q / n - T / 2 Q/ n - T , Q/ n

Q/ n, Q / n - T 0, 0

图 4　农户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

3　结论与建议

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应是协调共处的

帕累托状态,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各经济利益主体

在目标期望上的巨大差异,同时在政府主导模式下,

必然导致这种权益性博弈是个长期推进过程,亦即是

目前生态保护与重建低效的局部性“窘境”,即“公地

悲剧”产生的根深原因。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 并进一步考虑区域具体情

况,能否实现国家生态保护与重建目标,促进区域人

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就在于建立

符合各博弈主体利益目标, 以市场经济规则为激励约

束各利益主体行为的合作协调机制。( 1) 不断加强生

态保护与重建政策执行的监管力度,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 上级政府应积极选择以经济激励而非行政激励作

为主要的激励机制, 改善现有的制度(其纳氏均衡为

(消极,消极) )。( 2) 由于生态环境的生态功能和社会

功能是外溢的,是公共产品,在市场上无法实现其自

身的价值,一直处于无偿的状态。因此,在传统的经济

增长制度设计的评价体系中,环境公益效能的价值常

被忽视, 从而造成环境经营上的失误, 导致资源破坏,

生态平衡失调和环境日益恶化[ 4]。因此,在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中应使经济增长指标中包含更多的环境经

济价值成分,使得各个经济利益主体从中有利可图,

真正建立起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发展思

想。( 3) 进行生态保护与重建必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政策,而同时要保持地方经济的增长,增加地方财政

收入,就必须进行有效的产业结构调整。因此,政府必

须及时制订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分享和补

偿合作机制,最终给各经济成员带来由于合作获得的

收益远远大于不合作时获得的收益,调动各方合作参

与的积极性。( 4) 建立有效的农业投入机制。西海固

地区属贫困少数民族地区, 区域性贫困问题相当突

出。长期以来, 国家对该区域进行了巨大扶贫投入,但

效果不佳,原因一是扶贫款项到了地方政府成了财政

补贴;二是扶贫款项的直接收益者是富人而非广大贫

困农户。上述原因的直接后果就是地方政府大大减少

了对生态建设方面的投入,以及贫困农户在缺乏资金

支持情况下, 继续开荒广种,无法跳出“贫困陷阱”的

局面。因此,当前必须重新审视农业投资政策,建立直

接为贫困农户提供长期的投资激励机制
[ 5]

,实现政府

与农户、政府与贫困农户、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转移,

变非合作博弈向平等权利主体下的合作博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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