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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信息

一、中国解决南海争端的政策变量推导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用信号传递博弈中的垄断限价模型[1]来推

导中国解决南海争端的政策变量。现假定有两个阶段，中国和侵占者

两个参与人。在第一阶段，中国选择政策变量p1;在第二阶段，侵占

者决定是否侵占。中国维护国家利益有两个潜在类型：高成本或低成

本；高成本（H）的概率为u（H），低成本的概率为1- u（H）。如果

中国选择政策变量p1，它的短期国家利益为Mθ
1（p1），θ=H，L。我

们用pθm表示类型θ的政策变量，Mθ
1 = Mθ

1（pθm）表示最大短期国

家利益，其中pH
m > pL

m, MH
1 < ML

1 。假定Mθ
1（p1）是严格凹函数。用

Dθ1和Dθ2分别代表当中国为类型θ时中国和侵占者在第二阶段得到的

国家利益。假定DH
2 > 0 > DL

2,用δ代表共同的贴现因子。

只有当下列条件满足时，高成本中国才不会选择低成本中国的均

衡政策变量pL
1：MH

1 +δDH
1 ≥ MH

1（pL
1）+δMH

1；只有当下列条件成

立时，pL
1才是低成本中国的均衡政策变量： ML

1（pL
1）+δML

1 ≥ ML
1 

+δDL
1。

在均衡状态下，导致了中国政府“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现

阶段南海争端解决政策的提出和实施。

二、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国南海政策效果分析
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2]的分析中，用政策的动态一致性，来建模

分析中国政府现阶段“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政策实施效果。中

国的单阶段效用函数如下：M(π,y) = -cπ2-(y-ky’)2,c>0,k>1，π是武

装卫权的概率，y’是现实资源流失率下均衡的国家利益，y是实际得

到的国家利益。k>1的假设解释为中国寻求将南海国家利益提高到高

于现实资源流失率下的水平。

国家利益与武装卫权的概率的关系由含有武装卫权预期的菲力

普斯曲线[3]决定：y = y’+β(π-πe), β>0，这里，πe是侵占国预期

的武装卫权的概率。中国的短期最优武装卫权概率为：π* = (c+β2)-1 

β[βπe+(k-1)y’]。均衡的武装卫权的概率为：πe=π*=c-1β(k-1)

y’。中国的短期效用水平为：Ms=-(k-1)2 y’2(1+c-1β2)。如果中国能

保证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中国的效用水平为：Mp=-(k-1)2 

y’2。

假定中国许诺实行零武装卫权概率的南海外交政策，并且，侵

占国相信了中国的许诺。给定πe=0，中国的最优武装卫权概率为： 

πe(π*=0)=(c+β2)-1β[(k-1)y’]，对应于这个武装卫权概率的中国效

用水平是：Mf=-[1-β2 (c+β2)-1 (k-1) y’]2 。在此模型中，中国政府由

于无法使侵占国相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而被动。

三、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国南海政策效果分析
在不完全信息动态有限次重复博弈情况下，应用声誉模型[4]来分

析中国南海政策。假定侵占国认为中国有两种类型：热爱和平崛起中

国（简称和平中国），或喜欢武力扩张中国（简称武力中国）。中国

政府的单阶段效用函数：W=-π2/2+b(π-πe)，π是实际武装卫权的概

率，πe是侵占国预期的武装卫权概率；b是中国类型。在单阶段博弈

中，武力中国最优武装卫权概率是πe=b=1，效用水平是W=1/2。

我们考虑两个阶段（T-1和T）模型的解。在T阶段，武力中国的

效用水平是：WT=-π2
T/2+(πT+πe

T)=-1/2+[1-(-pT)]=pT-1/2。

现考虑T-1阶段的南海政策选择。令δ为中国的贴现因子。纯战

略中武力中国的总效用：WT-1(1)+ δWT(1)= 1/2-πe
T-1-δ/2，如果满足

pT-1≥1/2δ，意味着：πT-1=0优于πT-1=1。

混合战略均衡要求xT-1= yT-1，将pT=1/2δ代入贝叶斯法则得到：

yT-1= xT-1=(2δ-1) pT-1/（1- pT-1）。如果pT-1>1/2δ，在均衡的情况下，

武力中国T-1阶段的效用是：W(0)= -πe
T-1= 0。如果p0≥1/2δ，精炼贝

叶斯均衡（混同均衡）得到和平中国的总效用水平为：∑T
t=0δ

tWt = 

0+0+⋯+0+0=0；武力中国的总效用水平为：∑T
t=0δ

tWt =δ
T(p0-1/2)。

精炼贝叶斯均衡（分离均衡）得到和平中国的效用水平是0；武

力中国的效用水平是：∑T
t=0δ

tWt = p0  - （1-δT ）/2（1-δ）。对武力

中国来说，在p0<1/2δ情况下的效用水平远远小于在p0≥1/2δ情况下的

效用水平。

得到结论：如果侵占国有关中国类型信息是不完全的，经过有限

次重复博弈，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政策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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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博弈模型导出了中国南海政策，并对政策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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