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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晋升激励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地区异质性、外部冲击和统 

计质量问题，激励机制面临着较高的绩效噪声，收益递增、锦标赛激励效应传递放大机制和政治 

组织内生于委托人自身行动的任务特点进一步增强了绩效噪声，进而产生激励成本增加、激励 

效率损失、激励扭曲加大、宏观决策困难和特定情况下“激励失灵”问题，其可持续性正在下降。 

改革激励机制并最终让市场激励机制发挥作用，是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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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渐进式改革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央政府主 

导和控制下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从某种意义上 

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在于通过政治 

晋升激励刺激各级官员“为增长而竞争”̈ ]。周 

黎安将这一激励机制概括为政治晋升锦标赛 j。 

尽管政治晋升激励机制或政治晋升锦标赛在推动 

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经济学家发 

现，由于政治组织多任务属性与单一维度激励之 

间所存在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一机制引致了一 

系列激励扭曲问题 ，如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 

大、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以及增长方式 

转型困难等 ，4 J。 

本文关注政治晋升激励机制的可持续问题。 

因为对于像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来讲 ，它的目标 

任务始终是多维度的，由组织多任务属性引致的 

激励扭曲问题难以避免，通过“面多加水，水多加 

面”的“相机抉择”办法，阶段性地选择主要任务， 

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激励扭曲。因此，相对多任 

务条件下激励扭曲问题，激励机制的持续性问题 

是机制设计的核心问题，也是未来中国改革顺利 

进行的关键。 

我们发现，由于地区异质性、外部冲击和统计 

质量问题，中国的政治晋升锦标赛面临相当严重 

的绩效噪声问题，这些绩效噪声会通过收益递增 

效应、锦标赛激励效应传递放大机制不断扩大，政 

治组织内生于委托人自身行动的任务特点也会加 

重绩效噪声，这加大了激励成本，降低了激励效 

率，形成了激励扭曲，加重了宏观决策困难，更为 

严重的是，政治组织任务内生性特点还会导致 

“激励失灵”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激励机制的可 

持续性正在下降。因此，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进 
一 步深入，激励机制也需要进一步转型。 

一

、绩效噪声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的可 

持续性 

晋升在层级制组织中激励其成员为企业或组 

织的目标而努力起着关键性作用，然而由于信息 

问题，依据组织成员的绝对绩效并决定其在组织 

中的地位非常困难。得益于Lazear和 Rosen的开 

创性研究，经济学家发现，通过比较代理人相互之 

间的相对绩效决定晋升的锦标赛制度是一种强有 

力的激励机制 。这一机制既可以减少绩效评 

估中全局扰动的影响，便于低成本实施，同时可以 

通过引致组织成员之间的竞争来减少代理人隐蔽 

行动的影响。 

在一个标准的晋升锦标赛模型中，均衡状态 

代理人的生产性努力水平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效用差距、绩效噪声和努力的成本系数。效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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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指的是代理人得到晋升所增加的效用，如因晋 

升而带来的收入的增加、地位的提高以及其它与 

晋升职位相关的收益。绩效噪声是指外生于代理 

人努力的影响代理人业绩的不可测度的自然因 

素，它通常被表示为独立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 

努力的成本系数指的是代理人达到给定绩效所需 

要付出的努力程度，它通常与代理人 自身的能力 

有关。 

在上述三个因素中，如果代理人是同质的即 

努力的成本系数相同，给定一定的绩效噪声，效用 

差距越大，即代理人获得晋升的收益越高，代理人 

参与晋升竞争的积极性越高，均衡时代理人的努 

力水平越高；效用差距越小，均衡时代理人的努力 

水平越低。因此，组织中的破格提拔往往能给予 

官员非常大的激励。给定绩效噪声和效用差距， 

代理人努力成本系数的差异越小，不同代理人均 

衡时努力水平的差异就越小。 

绩效噪声对代理人均衡努力水平的影响最为 

关键。绩效噪声越小，代理人的努力与相对绩效 

的排名的相关程度越高，委托人更能够准确地评 

估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晋升的激励效应就最大。 

因此，当代理人面临多任务时，会通常选择绩效噪 

声、努力的成本系数相对较小的任务付出更多的 

努力，对其它绩效噪声较高或努力的成本系数较 

大的任务不努力或付出较小的努力，这就是激励 

扭曲的问题。随着绩效噪声的增加，代理人的努 

力与业绩相关程度降低，给定效用差距的激励效 

应将会下降。因此，如果要维持对代理人的激励， 

委托人就必须提高效用差距，给予代理人更大的 

晋升收益。然而，一个组织的晋升效用差距总是 

有界的，所以，如果绩效噪声足够大或者随着晋升 

锦标赛的进行而不断扩大，政治晋升锦标赛将不 

可持续。 

二、中国政治晋升锦标赛中的绩效噪声 

1．源自地区异质性的绩效噪声 

地区异质性是中国政治晋升锦标赛绩效噪声 

的第一个重要来源。很容易理解，与那些先天发 

展条件较差的地区相 比，先天发展条件较好的地 

区，其政府官员取得同样的发展绩效，付出的努力 

会相对较低。对于先天发展环境较差的政府官员 

来说 ，为了取得与发展条件较好地区相同的绩效， 

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源自地区异质性所 

产生的绩效噪声会产生所谓的极化效应，即在面 

临相同的政治激励下，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官员 

会把财政收入更多地用于生产性支出而非消费性 

支出以期在竞争中胜出，条件较差预期晋升无望 

的官员会把财政收入更多地用于在职消费。。 。 

2．源自外部冲击的绩效噪声 

绩效噪声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外部冲击。晋 

升锦标赛产生激励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代理人 

面临的冲击是共同的，或者差异较小，这样通过比 

较代理人之间绩效的相对排名就可以评估他们的 

努力水平。但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于 

各地的自然禀赋、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很难保 

证在面临相同的外部冲击时，其影响是共同的或 

者是没有差异的。 

外部冲击对地方政府官员相对绩效的影响主 

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来 自国外。一个典 

型的例子是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尽管各地都受到冲击，但外向度较高的省份如广 

东，受到的冲击更大。2009年一季度，广东的工 

业增加值增速仅 0．9％，远低于全国5．8％的平均 

增速。第二个方面来 自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由 

于各地的经济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央 

政府宏观调控对各个地区的冲击并不是均质的。 

张晶对 1978—2004年期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在东部和中西部两个样本地区的作用进行了实证 

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确实存在区域不 

对称效应，特别是货币政策 J。 

3．源自统计质量的绩效噪声 

事实上，即使不考虑政治组织的多任务、地区 

差异和外部冲击非均质性的影响，中国现有的统 

计体系也不能提供准确的反映地方政府绩效的统 

计数据，这构成相对绩效噪声的第三个重要来源。 

以GDP核算为例。中国的 GDP核算采取分级核 

算体系，由国家和地方分别核算，国家统计局负责 

对各省数据进行审核，而由于存在增加相对绩效 

噪声的激励，各地所统计的 GDP数据并不准确 ， 

在很多时候存在较大的“水分”。比如，2004年进 

行的第一次经济普查对 200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进行了调整，全国31个省(市、区)有 19个上调， 

12个下调。 

三、绩效噪声的放大机制 

如果绩效噪声并不随政治晋升锦标赛的进行 

而放大，那么只要激励是有效的，机制本身并不存 

在可持续性问题。然而，由于收益递增、多级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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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行政体制下锦标赛激励放大机制和政治组织 

任务内生于委托人 自身行动的特点，绩效噪声会 

不断放大。 

1．收益递增机制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局部存 

在着所谓的收益递增效应。在经济增长存在收益 

递增效应的情况下，上级政府很难区分地方的经 

济增长绩效是由收益递增机制造成的，还是官员 

努力的结果，相对绩效排名有可能不再成为评估 

官员努力水平的有效统计量。这时，如果统计数 

据无法被操纵的话，落后地区的官员有可能理性 

选择不努力策略，先进地区的官员也会降低努力 

水平，晋升锦标赛将难以产生应有的激励效应。 

然而，由于中国的统计制度并不健全，数据操 

纵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落 

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官员除选择不努力策略外，对 

数字“注水”是另一个可以选择的提高其相对绩 

效排名的最优策略。先进地区的官员预期到落后 

地区的政府官员操纵统计数据的策略性行动，并 

且这样的行动因为统计制度的原因而无法得到真 

正的严厉惩罚，为确保他们在晋升竞争中获胜 ，选 

择与落后地区同样的策略，即操纵统计数据也成 

为先进地区官员的理性选择。至此，绩效噪声通 

过收益递增机制和官员的策略性行动而不断得到 

放大。 

2．多级同构性的行政体制下锦标赛激励放大 

机制 

中国行政体制由中央、省、市(地区)、县和乡 

镇五级政府构成，行政管理体制在不同层次上的 

同构性使得晋升锦标赛得以普遍推行，同时也使 

得锦标赛的激励效果逐层放大 』。以 GDP为基 

础的锦标赛竞争为例，政府官员在辖区内进行 

GDP锦标赛，下级官员会在其下一级推行同样的 

锦标赛竞争，如此一层一层地往下推进。为了在 

竞争中获胜，下级政府需要制定出高于上级政府 

的增长指标，才能提高在同级竞争中获得晋升的 

可能性。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央颁布一个 

经济增长 目标，下级政府就会竞相提出更高的增 

长指标 ，而且行政级别越低的地方官员提出的指 

标越高。因此，在晋升激励一层一级地传导并放 

大到基层组织的同时，各种来源的绩效噪声也会 

同步放大。越处于底层的组织，其相对绩效包含 

的噪声也越高。 

3．内生于委托 、白jj“动的任务机制 

与来自国外的冲击不同的，由国家宏观经济 

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冲击，不但加大了绩效噪声，增 

加激励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冲击使得相对绩效在 

激励系统中成为一个与委托人行动相关的内生变 

量。这就造成了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在特定阶 

段、特别是在实施紧缩政策期间遇到相当大的绩 

效噪声问题。我们看到，一方面，冲击对各地的影 

响是非均质的，上级政府很难区分地方政府的绩 

效是由政策冲击造成的，还是政府官员努力的结 

果；而在另一方面，实施紧缩政策客观上对地方政 

府的绩效构成负面冲击，而激励机制又给予了正 

向的激励，这时绩效噪声会随着宏观政策的力度 

加大而不断放大，中央政府在实施政治晋升锦标 

赛将处于“两难”境地，因而在理论上由于这种内 

生性所导致的激励难题是很难通过激励系统本身 

加以解决。 

四、中国政治晋升激励的可持续性 

尽管绩效噪声及其放大机制给上级政府实施 

政治晋升锦标赛带来诸多困难，但上级政府通过 

增加下级官员策略性行动的成本和一些隐性制度 

安排，使得政治晋升锦标赛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 

内继续存在并产生较大的激励效应。应该指出的 

是，高绩效噪声下围绕晋升激励机制的博弈行动 

已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其面临着较大的成本 

与效率损失，使得这一激励机制的可持续性正在 

不断下降。 

第一，不断增大的激励成本。周黎安认为，提 

拔锦标赛的优胜者到更高的职位并不花费委托人 

的额外资源 J。我们认为，这只是绩效噪声外生 

给定情况下的特例。由于中国的政治晋升锦标赛 

存在着诸多来源的绩效噪声和放大机制，在难以 

对下级绩效作出正确评估的情况下，上级政府不 

得不通过一些正式或隐性的制度安排，增加额外 

的资源来保持政治晋升对下级官员的激励，进而 

使激励成本不断增大。比如广为诟病的干部“能 

上不能下”制度。作为一种官场潜规则，“能上不 

能下”发挥着类似于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的作 

用，因为在上级政府无法确定相对绩效排名靠后 

是否与官员不努力相关的情况下，通过干部“能 

上不能下”这样的隐性制度安排，保 留了没有得 

到晋升官员下一轮继续参与晋升竞争的机会，进 

而保留了他们在下一轮竞争中付出努力获得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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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励，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极化效应的 

发生 。 

第二，激励效率损失。由于地区异质性、外部 

冲击和统计质量的影响，上级政府经常无法将官 

员异质性与其它影响官员绩效的因素区分开来， 

通过隐性制度安排在减少极化效应的同时，对能 

力较高且工作努力的官员的积极性形成了挫伤， 

这就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效率损失问题。更为严重 

的问题是，由于官员绩效可能内生于上级行动的 

原因，一些明显存在较大过失的官员，也难以得到 

真正的惩罚并且大部分能够“复出”甚至得到进 
一 步重用，进而形成“唯上”的官场风气。在上级 

作出错误决策的情况下，这会导致效率损失的成 

倍扩大。 

第三，激励扭曲问题。已有的文献详细讨论 

了政治组织多任务下的激励扭曲问题，我们完全 

同意他们的分析，但除了由多任务所带来的问题 

外，由政府官员策略性行动所产生的扭曲问题也 

不容忽视。在高绩效噪声的环境下，上级政府理 

性地将不断寻求噪声相对较低的相对绩效指标对 

下级官员进行考核，但是，由于新的指标并不能做 

到与原有指标完全相关，上级政府这样的策略性 

行动就有可能成为扭曲性激励新的来源。比如， 
一 段时期，一些地区将用电量指标作为考核下级 

政府绩效的重要参考指标，与 GDP或财政收入增 

长相比，它是一个很难为地方政府操纵并与经济 

增长存在较大相关性的指标，但这一指标的缺陷 

是明显的，因为它会引致下级政府更多发展一些 

高能耗的产业，而这些产业未必就是这些地区具 

有比较优势、更能推动经济增长的产业。 

第四，宏观决策困难。在一个高绩效噪声环 

境下的政治晋升锦标赛 ，下级官员具有加大绩效 

噪声的激励，这种策略性行动会导致经济系统的 

信息混乱、失真乃至发出错误的信号。事实上，中 

国经济经常会出现宏观与微观形势相背离的情 

况，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有时宏观数据 

如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表现良好，但在微 

观领域却出现大量企业经营困难乃至出现大规模 

的倒闭潮现象。显然，经济系统信息混乱严重干 

扰了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增加 

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这是目前学术界对 

于中国宏观调控有效性产生争议的重要原因。 

第五，是内生于委托人 自身行动的任务所面 

临着激励难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常 

处于一种“过热”的状况，这显然是与政治晋升激 

励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有关。为什么晋升激励 

机制在通过紧缩政策减少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这一 

问题上显得办法不多呢?答案在于一些内生于委 

托人 自身行动的任务会面临着“两难”的激励问 

题。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在于如何在现有的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下解决推动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以推进技术进步为 

例，由于技术进步未必能在短期内带来生产率的 

同步提高，这使得上级很难对下级政府的增长转 

型绩效作出科学评估。因此，解决内生委托人 自 

身行动的任务所面临着“激励失灵”问题，是政治 

晋升锦标赛在未来能否持续的关键。 

五、相关政策建议 

政治晋升锦标赛作为一个推动经济增长的重 

要激励机制，目前由于多种来源的绩效噪声及其 

放大机制，其可持续性正在下降。尽管如此，要从 

根本上减少对晋升锦标赛模式的依赖尚待时 日， 

因此，必须对现有的政绩评价体系作出改革。首 

先，严格统计纪律、改革统计制度，最大程度地提 

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第二，要下决心 

实行真正的干部问责制，给晋升博弈中官员一个 

可信承诺，减少其策略性行动的发生，进而提高晋 

升锦标赛的激励效率。第三，借鉴西方国家用选 

民投票来决定官员任免的机制，一方面解决目前 

激励机制所存在的“重增长、轻民生”等扭 曲问 

题，另一方面减少上级政府在官员绩效评估中不 

对称信息的影响，提高激励水平。第四，规范各级 

政府的行为，避免出现内生于委托人 自身行动的 

任务，减少“激励失灵”现象的出现。 

上述思路只能代表对现有晋升激励机制的一 

种局部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晋升激励 

机制的可持续性问题。因此，未来的改革方向应 

该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通过晋升激励解 

决政府领域各种突出问题的同时，让市场这个最 

基本的激励机制发挥作用，推动中国在新的起点 

上实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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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fin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sources of performance noise，including regional heterogeneity
，
external impact，and sta． 

tistieal quality．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strengthening mechanisms of perform ance noise
，
and several strategic actions 

for promotion among governments in a high perform ance noise environment
， which brought about serious problsfns，including 

more incentive costs，higher loss of efficiency and incentive distortion
， more difficulty in macro decision—making．and incentives 

failure in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These problems above are influenced the sustainab ility of political promotion tournament in 

China．So to reform  the incentive system and bring the market，which is a fundamental incentive mechanism
， into play，is the 

path to future reform ． 

Keywords：promotion tournament，sustainability
，
perform ance noise，promotion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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