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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管理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对制定一套有效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管理机制提

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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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

绩效管理机制的理论分析

一、研究假设

假设 1：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客观上存在通过控制

公共服务运营和利用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权来实施非公平交

易。公共服务部门与绩效监管部门都是风险中性的，绩效监管

部门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公共服务部门的目

标是通过非公平交易使自己考虑风险因素后的效用实现最大

化。

假设 2：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的程度是可以量

化的，用 e表示，e沂（0，肄），进行非公平交易的概率为 姿；同

时，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的程度越大，公共服务部门

的收益 r（e）越高，即：鄣r（e）/鄣e逸0。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

交易将造成社会福利的减少，这具体反映为公民利益受损、社

会资源配置失误、相关企业破产的概率加大、银行债权受保护

程度降低等。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造成的外部损失

用 l表示，鄣l/鄣e逸0。

假设 3：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造成的外部损失

的概率 p（e）随非公平交易的程度 e的增大而提高，即：鄣p（e）/

鄣e逸0。为了防止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绩效监管部

门对公共服务部门实行概率为 滋的监管。如果绩效监管部门

发现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则政府依据非公平交易

的程度 e对公共服务部门进行 M（e）的处罚，并将公共服务

部门的收益恢复至没有进行非公平交易（e=0）时的水平，此

时公共服务部门的收益由 r（e）降为 r（0）。同时，由于绩效监

管部门在监管公共服务部门时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

设监管的成本为 CM。

二、博弈分析

如果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以获取非法利润的概

率为 姿，那么绩效监管部门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实行

监管的概率为 滋。右上表列示了绩效监管部门与公共服务部

门的支付矩阵。绩效监管部门与公共服务部门的策略组合有

以下四种：（监管，进行非公平交易）、（监管，不进行非公平交

易）、（不监管，进行非公平交易）、（不监管，不进行非公平交

易）。

根据表中的支付矩阵，绩效监管部门的期望社会福利函

数为：

ES=滋姿［r（0）-CM-p（0）l］+滋（1-姿）［r（0）-CM-p（0）l］+

（1-滋）姿［r（e）-CM-p（e）l］+（1-滋）（1-姿）［r（0）-p（0）l］

公共服务部门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EM=滋姿［r（0）-M（e）］+滋（1-姿）r（0）+（1-滋）姿r（e）+（1-

滋）（1-姿）r（0）

绩效监管部门的期望社会福利 ES就监管概率 滋求导可

以得到绩效监管部门的反应函数：

鄣ES/鄣滋=姿［r（0）-CM-p（0）l］+（1-姿）［r（0）-CM-p（0）l］-

姿［r（e）-CM-p（e）l］-（1-姿）［r（0）-p（0）l］

公共服务部门的期望收益 EM就进行非公平交易的概率

姿求导可以得到公共服务部门的反应函数：

鄣EM/鄣姿=滋［r（0）-M（e）］-滋r（0）+（1-滋）r（e）-（1-滋）

r（0）

我们可以求得绩效监管部门最优的监管概率 滋鄢以及公

共服务部门最优的非公平交易概率 姿鄢。绩效监管部门最优

的监管概率 滋鄢的计算公式为：

滋鄢=［r（e）-r（0）］/［r（e）-r（0）+M（e）］

设荭r=r（e）-r（0），即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后的

收益增加额，则有：

滋鄢= 荭r
荭r+M（e）

（1）

公共服务部门最优的非公平交易概率 姿鄢的计算公式为：

姿鄢=
CM

［p（e）-p（0）］l-［r（e）-r（0）］

设荭l=［p（e）-p（0）］l，即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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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带来效率损失的增加额。一般可以合理假设荭l>荭仔，

因此上式可简化为：

姿鄢=
CM
荭l-荭r

（2）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公共服务部门是否选择进行

非公平交易和绩效监管部门是否选择监管的博弈中，纳什均

衡是存在的，纳什均衡解为：

滋鄢= 荭r
荭r+M（e）

姿鄢=
CM
荭l-荭r

也就是说，公共服务部门以
CM
荭l-荭r

的概率进行非公平

交易以获取非法利润，绩效监管部门以 荭r
荭r+M（e）

的概率进

行监管。

三、结论分析

第一，从式（1）可看出，当 M（e）>0时，滋鄢沂（0，1），即只

要存在对非公平交易行为的处罚，监管概率就一定小于 1。也

就是说只要有绩效评价、监管和处罚措施的存在，对公共服务

部门的监管就没有必要是全天候的。

第二，从式（1）可看出，M（e）越大，滋鄢越小，即对公共服

务部门的非公平交易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大时，公共服务部门

进行非公平交易的概率降低，绩效监管部门也就相应降低了

监管的概率，从而可以减少监管费用。

第三，式（1）可以变形为：滋鄢=1- M（e）
荭r+M（e）

。荭r越大，

滋鄢越大，即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后的收益增加时，

绩效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将相应提高。这是因为公共服务部

门进行非公平交易获得的收益增加将使其更多地进行非公平

交易，这会造成对社会福利掠夺的加剧，这时以社会福利最大

化为目标的绩效监管部门自然会加大监管力度以提高社会总

体福利。

第四，从式（2）可看出，荭r越大，姿鄢越大，即公共服务部

门进行非公平交易获得的违法收益越高，公共服务部门滥用

权力的概率就越大。

第五，从式（2）可看出，CM越大，姿鄢越大，即绩效监管部

门的监管成本越高，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的概率就

越大。这是因为公共服务部门看到监管成本较高的事实，知道

绩效监管部门实行全面监管的难度很大，因此更多地进行非

公平交易以获取高额的非法利润。

第六，从式（2）可看出，荭l-荭r越大，姿鄢越小，即公共服

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使社会福利的损失增大时，由于政府

会加大监管力度，从而减少了公共服务部门进行非公平交易

的机会。

四、相关建议

1. 创新公共服务提供的监督和管理机制。一是要加大政

府的监督和管理责任。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改革过程

中，必须加大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责任，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

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以及运用行政规划、行政指导

等管理方式，逐步建立统一、开放、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

监管机制。与此同时，要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机制，明确政府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共服务提供监管方面的责任，建立和

完善引咎辞职制度。二是要符合开放社会和履行公共服务提

供职能的要求，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

转变，注重公民参与，使公民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

提供行为。三是要建立健全公共服务提供的民主监督制度和

法律制度，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提供可靠的制度保

障。要将事前的预防性监督、事中的过程性监督和事后的追惩

性监督结合起来，加大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监督力度；要保证监

督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确保监督主体的监督活动不受监督客

体的直接控制和干扰。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

度，通过有效监督和健全的法律，使公共服务的提供始终在政

府的有效监管下进行，保证公共服务提供的及时和有效。

2. 改革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决策机制。首先，要建

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使多数人的意愿得以

体现。这就需要建立公共服务的民主表达机制，增大民众在地

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参与决策权。除了通过听证会、

公共服务项目开工前的公示等方式，还可以让能够反映民意

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决策。其次，要改革地方政府

公共服务的绩效考评机制，将社会发展指标等纳入地方政府

公共服务的绩效考评体系。要避免使单纯反映经济增长而不

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的指标占较大权重，将衡量是否公

平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绩效考

评体系。最后，要建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项目的科学决策机

制，对于拟开展的公共服务项目要进行充分论证，加强项目的

可行性分析，避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开展少数人

受益的公共服务项目而浪费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

3. 健全资金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应该将各级政府用于

公共服务提供的资金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从法律层面上保证

资金的足额到位，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

服务提供方面的财权和事权，并严格按照职责划分保证资金

的足额投入。同时还应加强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监督，公共服务

提供由“第三方”来实施，政府和农民充当监督者的角色，从而

改善政策实施的效果；采取具体措施如实行村务信息公开、政

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从而提高公共资源使用的

透明度；积极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检查作用，确保公

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加大审计的监督作用，及时查处各项违

规、违纪行为，将公共资源的使用置于严格的社会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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