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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传统村落建设
融资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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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许多传统村落得不到财政资金来进行保护建设的问题普遍存在，而以村⁃民联合体作为融

资主体，通过向社会进行融资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但是，村落村民在融资过程中与投资方的经济利益目标

的不一致以及双方信息的不完美、不完全，会给融资带来诸多的问题．运用博弈论中不完全并且不完美信息的

动态博弈模型，讨论双方发生融资行为的内在机理，即阻碍村⁃民联合体进行融资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传统

村落的产出收益信息的私人属性．给出三个建议：克服信息不对称、完善规范传统村落建设行为、提升保障福利

消除村民负效益，以期为传统村落保护建设中如何融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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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 ２０１２ 年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和财政

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

的指导意见》中，将传统村落定义为拥有物质形态

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

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华，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全国大多数

的传统村落都面临着生存危机，如何进一步地保

护、传承、开发这些村落，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

题［１］ ．在此形势下，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底，河南省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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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个传统村落分四批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同时，全国各地也在积极地筹建自己的传统村落名

录［２］ ．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河南省共分五批将 ８２９
个传统村落选入“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而信阳

有 １０４ 个传统村落入选（其中 ２２ 个入选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这些入选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都得到

了中央财政的补助，而被河南省选入财政补助范围

的只有 １２ 个村落．这意味着剩下的绝大多数传统

村落虽然有着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却得

不到相应财政支持来进行保护与开发建设［３，４］ ．
由此可见，现阶段仍然存在许多传统村落没有

可靠的资金来源，来维持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建设．
当然，不排除存在着某些经济状况较为不错的传统

村落可以通过自有的资金来保护与建设自身．但是

仍然有着为数不少的传统村落在得不到资金的情

况下，其对本村的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保护发展一

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从而导致村落的衰落．伴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空心村”现象日

益加剧，传统村落不断衰落［５］，在财政补助不可能

普及所有传统村落的当下，积极地通过引入其他资

本参与到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建设中来已经成

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６⁃８］ ．

１　 传统村落建设融资中的博弈定位

在得不到充足财政支持的情况，传统村落为了

继续发展下去，就不得不展开“自救”行动．所以文

章将以当地乡政府为主导，通过联合村民的方式所

形成的新型融资方作为融资主体（以下简称：村⁃民
联合体）．将社会上的各类银行或者投资企业作为

资金的提供方，来构成文章讨论的融资行为的双

方．
在村⁃民联合体进行融资过程中，由于投资方

和村⁃民联合体都是有着不同利益目标的经济主

体，双方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各自利益

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取决于双方的行为．所以，村⁃
民联合体与投资者所产生的经济行为是一个典型

的博弈过程［９，１０］ ．
１．１　 投资者与村⁃民联合体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

在村⁃民联合体提出融资申请时，投资方可以

对传统村落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详细的实

地考察来获取有关的信息，通过调查了解传统村落

中管理人员或者居民的真实管理经营水平、对传统

村落建设的热情和效率等具体情况，但是存在传统

村落的居民合伙瞒骗投资方的可能性．所以，投资

方对传统村落的各种信息的判断并不是非常的准

确．与此同时，投资方的相关信息会被有关部门所

公开而且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导致了村⁃民
联合体往往可以准确地知晓投资方的相关信息．由
上述分析可知，可以将投资方与村⁃民联合体之间

的博弈看作为不完全信息博弈．
１．２　 投资者与村⁃民联合体之间的不完美信息博弈

在村⁃民联合体试图融资的过程中，一般而言，
村⁃民联合体为了提高获得融资的可能性，往往会

在融资之前以及期间表现出积极建设的样子，如：
完善的规划、翔实的市场调研等．而对于投资一方

而言，仅仅通过村⁃民联合体在融资过程中所展现

的行为、动作，并不能有效地判断融资方保护建设

传统村落的决心、效率以及能力．换句话说，首先行

动表达出强烈融资需求的村⁃民联合体向投资一方

所展示出的一系列行为并不能代表这是村⁃民联合

体在得到相应融资以后一定会履行的真实行为，后
行动的投资一方并不完全清楚．由此可以得出，在
村⁃民联合体和投资方之间的博弈是不完美信息博

弈．
１．３　 投资者与村⁃民联合体之间的动态博弈

在村⁃民联合体决定对村落实施保护与建设

后，由于得不到政府方面相应的补助，则需要进行

相应的融资．而融资首先需要提出申请并提供融资

项目的基本信息，在此之后则由投资方对拟投资的

项目进行相应的调查以及评估，接下来便是有意愿

对其进行的投资一方会与村⁃民联合体进行谈判决

定是否予以投资，最终确定投资的方式等．在这一

系列的过程中，双方都会在一方进行完一个行为之

后，接受对方的行动并判断，进而确定自己下一步

的行为，反馈给对方．因此，融资过程存在着明显的

先后顺序并存在多次决策的过程，即此博弈为动态

博弈．
综上所述，投资方与融资方之间的博弈是不完

全并且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

２　 传统村落建设中的博弈分析

２．１　 基本假设

文章讨论的传统村落是存在需要保护并可以

进行商业开发建设的村落，但其没有得到政府财政

上的支持以及村落本身并不具有足够的资金用于

自身的建设，需要对外融资来满足自身的发展．村
政府与村中的居民组成的融资联合体有着关于本

传统村落的各类资源和产出能力的独有信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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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传统村落的收益并不能明确地被预测出来：所
能得到的信息只有现在村落的产出收益 ｙ，并且产

出收益要么高，要么低，记作 ｙＨ 和 ｙＬ（ｙＨ ＞ ｙＬ ＞
０） ．需要融资金额为 Ｇ，可获得的收益率为 Ｒ，投资

方用 Ｇ 去投资其他项目的回报率为 ｒ（Ｒ ＞ ｒ） ．
２．２　 建立模型

首先，自然决定村落的收益情况，ｙＨ 的概率为

ｐ．其次， 村⁃民联合体 会给予投资方以一定的投资

回报率 ｓ（０ ＜ ｓ ＜ １） ．最后，投资者在得到 村⁃民 联

合体给出的 ｓ 后决定是否对传统村落进行投资［１１］ ．
双方在博弈中的收益矩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投融资双方收益矩阵

Ｔａｂ． １　 Ｒｅｔｕｒ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融资方
投资方

投资 不投资

高收益 （ｙＨ ＋ ＧＲ）（１ － ｓ），（ｙＨ ＋ ＧＲ） ｓ ｙＨ，Ｇｒ

低收益 （ｙＬ ＋ ＧＲ）（１ － ｓ），（ｙＬ ＋ ＧＲ） ｓ ｙＬ，Ｇｒ

２．３　 博弈分析

首先考虑投资方在得知投资回报率 ｓ 以后，推
断出 ｙ 为高收益的概率为 ｑ．要让投资方选择投资，
则必须满足：

ｓ［ｑｙＨ ＋ （１ － ｑ）ｙＬ ＋ ＧＲ］ ≥ Ｇｒ． （１）
对于村⁃民联合体来说， 是否对传统村落进行

建设取决于：

ｓ ≤ ＧＲ
ｙ ＋ ＧＲ

． （２）

在混同精炼贝叶斯均衡中，投资方在得到投资

回报率的信息后推断 ｙ 为高收益的概率为 ｑ，当且

仅当 ｑ 与自然选择的 ｐ 是一样时，投资方才会选择

投资．而且由式（２） 可以得出 ｙ 在高收益的情况下

比低收益的情况下更难以满足．所以联立式（１） 和

式（２） 得出：
Ｇｒ

ｐｙＨ ＋ （１ － ｐ）ｙＬ ＋ ＧＲ
≤ ＧＲ

ｙＨ ＋ ＧＲ
． （３）

由式（１） 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当 ｐ ＝ ｑ 时，
如果 ｐ 足够接近于 １，则 ｓ ≥ Ｇｒ ／ （ｙＨ ＋ ＧＲ）；如果 ｐ
足够接近于 ０，则 ｓ ≥ Ｇｒ ／ （ｙＬ ＋ ＧＲ） ．因为 ｙＨ ＞ ｙＬ，
所以不难看出，如果投资方认为村落的收益是高

的，那么他们会接受更小的投资回报率 ｓ；反之，如
果投资方认为村落的收益是低的，那么他们必然期

望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才愿意进行投资．综上所述，

高收益的村落为了得到融资不得不给出同低收益

的村落一样的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而较高的投资回

报率往往使得村落难以承受，进而放弃建设；与此

同时，低收益的村落使用更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回报

率得到需要的资金，但也增加了建设后的运营与管

理上的风险，这并不利于传统村落的良性持续发

展．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改变精炼贝叶斯纳什均

衡的基本途径在于如何缓解投资方与 村⁃民 联合

体之间在融资博弈中的非对称信息的程度，而此博

弈的不对称信息主要是由于村落的产出收益造成

的．

３　 村落产出收益分析

３．１　 基本假设

假设村⁃民联合体 的产出收益［１２］ 由其产出函

数 π ｉ ＝ ｅｉ ＋ ｘｉ 来定（ ｉ 等于 １ 和 ２，表示村落的不同

类型），其中 ｅｉ 为村落管理水平和村民的努力程

度，ｘｉ 为其他不确定影响因素．其他不确定影响因

素之间相互独立且满足密度函数为 ｆ（ｘ） 的概率分

布．当村落有着丰富资源并且村干部和村民都积极

建设村落时，村落的产出收益为 ｙＨ，反之为 ｙＬ ． 同
时在村⁃民联合体 生产的时候，ｇ（ｅ） 表示生产带来

的负效益（ｇ′（ｅ） ＞ ０，ｇ″（ｅ） ＞ ０） ．
３．２　 博弈建模、分析

假定村⁃民联合体 在观察到 ｙＨ、ｙＬ 后选择他们

的产出函数 π ｉ ．如果 π ｉ（ｅ∗） 是第二阶段的纳什均

衡，则必须使得期望收益减去负效益带来的净收益

最大，即 ｅ∗ 满足：
Ｍａｘ ｚ ＝ ｙＨｐ｛πｉ（ｅｉ） ＞ πｉ（ｅ∗ｊ ）｝ ＋
　 　 ｙＬｐ｛πｉ（ｅｉ）≤πｉ（ｅ∗ｊ ）｝ － ｇ（ｅｉ）＝
　 　 （ｙＨ － ｙＬ）ｐ｛π ｉ（ｅｉ） ＞ π ｉ（ｅ∗ｊ ）｝ ＋
　 　 ｙＬ － ｇ（ｅｉ） ． （４）

式（４） 的一阶最优条件为：

（ｙＨ － ｙＬ）
∂ｐ｛π ｉ（ｅｉ） ＞ π ｉ（ｅ∗ｊ ）｝

∂ｅｉ
－ ｇ′（ｅｉ） ＝ ０．

（５）
根据贝叶斯法则：
　 　 ｐ｛π ｉ（ｅｉ） ＞ π ｉ（ｅ∗ｊ ）｝ ＝ ｐ｛ｘｉ ＞ ｅ∗ｊ ＋ ｘ ｊ － ｅｉ｝ ＝

　 　 ∫
ｘｉ
ｐ｛ｘｉ ＞ ｅ∗ｊ ＋ ｘ ｊ － ｅｉ ｘｉ｝ ｆ（ｘｉ）ｄｘｉ ＝

　 　 ∫
ｘｉ
（１ － Ｆ（ｅ∗ｊ ＋ ｘ ｊ － ｅｉ）） ｆ（ｘｉ）ｄｘ． （６）

将式（６） 代入式（５） 中可得：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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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Ｈ － ｙＬ）∫
ｘｉ
ｆ（ｅ∗ｊ ＋ ｘ ｊ － ｅｉ） ｆ（ｘｉ）ｄｘｉ －

　 　 ｇ′（ｅｉ） ＝ ０． （７）
在对称的纳什均衡中，可以得出：

（ｙＨ － ｙＬ）∫
ｘｉ
ｆ （ｘｉ） ２ｄｘｉ － ｇ′（ｅｉ） ＝ ０． （８）

下面分析第一阶段，假设 村⁃民 联合体除去建

设村落这一选择以外，选择其他工作而获得的收益

为 Ｖ．因为在对称的纳什均衡中每种类型获得高收

益的概率都为 １ ／ ２， 如果村⁃民联合体 想要进行传

统村落的建设，则必须满足：
１ ／ ２（ｙＨ － ｙＬ） － ｇ（ｅ∗） ≥ Ｖ． （９）

为了方便分析，假设 Ｖ 无限的小，则式（９） 中的等

号成立：
１ ／ ２（ｙＨ － ｙＬ） － ｇ（ｅ∗） ＝ Ｖ． （１０）

为了使得式 （９） 成立， 村⁃民 联合体必须 ｙＨ －
ｇ（ｅ∗） 或者 ｙＬ － ｇ（ｅ∗） 足够的大．从而得出最优的

一阶条件 ｇ′（ｅ∗） ＝ １，将其代入式（８） 得：

（ｙＨ － ｙＬ）∫
ｘｉ
ｆ２ （ｘｉ）ｄｘｉ ＝ １． （１１）

联立式（１０） 和式（１１），解出 ｙＨ 和 ｙＬ：

ｙＨ ＝ Ｖ ＋ ｇ（ｅ∗） ＋ １ ／ ２∫
ｘｉ
ｆ （ｘｉ） ２ｄｘｉ，

ｙＬ ＝ Ｖ ＋ ｇ（ｅ∗） － １ ／ ２∫
ｘｉ
ｆ （ｘｉ） ２ｄｘｉ ． （１２）

从求出的 ｙＨ 和 ｙＬ 可以看出，产出收益与机会

成本、生产带来的负效益以及其他不确定影响因素

有关．从式（７） 可知，要想使得 ｙＨ 和 ｙＬ 的区别越明

显，就必须不断加强村落管理水平和村民的努力程

度，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其他因素带来的影响．而
伴随着村落管理水平和村民努力程度的不断提高，
这也导致生产带来的负效益不断增加，从而使得传

统村落建设过程中总体成本的增加，最终会阻碍到

村落管理水平和村民努力程度持续提高．

４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上述村⁃民联合体与投资方的融资博弈

进行建模分析可知，阻碍村⁃民联合体进行融资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传统村落的产出收益信息的私人

属性给投资方的决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于产出

收益较高的村落来说，承诺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会造

成其交易成本的提升，而交易成本的提升则会直接

影响村⁃民联合体对于村落开发建设的积极性．而
在另一方面，产出收益较低的村落会以承诺较高的

投资回报率来吸引投资方的注意，这不单影响了高

产出收益村落的发展，同时也会增加自己在融资

后，建设运营期中的风险．在此基础上，通过假设产

出收益的产出函数，以分析对其起主要影响的因

素，并结合分析结果给出如下建议．
４．１　 克服信息不对称

在全国各地都纷纷建立本地的传统村落名录

的时候，对于传统村落的建档就显得有些滞后．在
完成各地的传统村落确立名录并建档以后，政府还

应该对各地传统村落进行联网管理 （信息化建

设），这可以极大地方便投资一方参与到传统村落

的建设开发中来，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融资一方

与投资一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作为投资一

方，在接收到融资一方的融资请求时，也必须具备

对既有信息的识别能力，所以投资企业在内部需要

不断完善对专业人员的培养，提升人员的综合素

质，尽量规避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４．２　 完善规范传统村落建设行为

从村落产出收益分析中可以看出，区别产出收

益高低的因素主要来自其他不确定的影响因素．为
了避免其他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一套规范的传

统村落保护开发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传统

村落建设过程中各种权责以及利益分配的规定立

法，以确保传统村落可以平稳地发展．除了立法的

保障，对于不同地域的传统村落在其自身需求发展

的同时，政府应有具体的规划，确保区域内的传统

村落可以与城镇协同发展，使得传统村落的发展搭

上城市发展的便车，与城镇的发展相辅相成，而不

是自己盲目的发展．具体可以通过专家学者的实地

调查研究，来确定是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为主的建

设，还是发展其他产业为主的建设．
４．３　 提升保障福利消除村民负效益

随着传统村落的不断深入建设，一定离不开村

民集体的共同努力，而不断的努力必然导致负效益

的产生，从而影响传统村落建设的积极性，因此，传
统村落的基本保障需要得到改善．与此同时，通过

宣传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激励村民的积

极性，另一方面运用现代化的知识技术降低村民集

体因为努力而带来的负效益．对于一些宝贵的物质

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广泛地在社会上

进行宣传，增强村民集体的荣誉感与归属感，以达

到降低负效益的效果．

３４３

王颂，唐鹏晨．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传统村落建设融资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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