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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进入公共政策设计的视野。基

于国外公共政策领域的助推经验，国内行为实验经济学研究对于经

济学理论和公共政策设计应用的影响也与日俱增。行为实验经济学

主张在政策和机制设计中采取温和家长主义的助推方法，主张以小

拨大，改善决策构架，在提升多数人福利的同时，不对理性决策者

增加过多成本，这为公共政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段。目前，

行为实验在政策设计的具体应用与评估中已经发挥了不少重要作用。

针对公共政策设计这一主题中的促进合作的机制实验、器官捐赠中

的助推机制、行为合约的政策启示、收入分配的实验、健康消费的

助推机制等不同侧重点，人大国发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于 11 月 15

日举办了讨论会，组织多位行为实验经济学者进行了研讨。本文对

会议内容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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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的公共政策设计方案采用立法、规定等手段强迫人们按照一

定的方式行动，成本高昂，且在现实实施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较大的阻

力。近年来，行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走入政策设计的视野。

行为实验经济学主张在政策和机制设计中采取温和家长主义的助推

方法，主张以小拨大，改善决策构架，在提升多数人福利的同时，不

对理性决策者增加过多成本，因此将心理约束机制引入规则制定，运

用助推手段可以提高彼此的信任度，从而提高政策实施效率。2010

年英国内阁办公室成立了行为透视团队，又称之为助推小组。其运用

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提升政策效果，帮助政府节省了

20 倍以上的费用。2013 年到 2017 年，行为透视团队在经济增长、劳

动力市场、健康、教育、能源、社区、消费等领域进行颇有建树的介

入。2015 年美国总统发布行政命令——运用行为科学透视来更好服务

美国人民——开始在联邦政府项目中运用行为科学知识。根据行政命

令，在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成立社会和行为科学团队，提供咨询服

务。目前国内公共政策领域相应的行为实验经济学的应用正在起步。

2018 年 11 月 15 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劳动力市场

研究中心举办了“行为实验在政策设计中的应用”研讨会。会议由中

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湘红教授主持，会议邀请了浙江财经大学经济

学院叶航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李建标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杜宁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代志新助理教授、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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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经济学院孙文凯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郑捷副教授等多位

行为实验经济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围绕行为实验政策设计这一主题，

专家学者们从促进合作的机制实验、器官捐赠中的助推机制、行为合

约的政策启示、收入分配的实验、健康消费的助推机制等不同的侧重

点进行了报告，最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劳动

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教授总结。 

二、道德和信息在公共政策机制设计中的作用 

（一）道德偏好在合作型政策机制设计中的作用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航认为政策设计的合理假设需要

考虑人性道德偏好，在促进合作的政策机制实验中充分发挥人善良特

质的积极作用。 

首先，叶航教授通过举例幼儿园家长迟接小孩实验和核废料填埋

搬迁山村实验来指出在实验中人性自私的基本假设会挤出人性道德

偏好，因此完全按照人性自利假设的政策设计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

效果。其次，叶航教授以无偿献血、无偿器官捐献、主动给行人让道

以及共享单车为例，强调在实验设计中应注重思考如何激发人的道德

偏好，调动人的同情共感以及道德责任感。第三，叶航教授介绍了其

团队目前研究的信任博弈实验，该实验包含了匿名博弈、非匿名博弈、

完全信息博弈、可修正的信息博弈四个阶段，特别是在第四阶段给予

参与者修正不良记录的机会。结果发现合作中的背叛者若被给予修正

机会，会表现出极强的愧疚感，进而更加珍惜声誉，增加信任促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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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叶航教授强调，好的政策设计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出人的善良特质

对于政策效果的积极作用。 

（二）信息在行为实验政策设计中的作用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郑捷认为大众信息传递可以降低知识

水平不平等性。 

信息可以帮助人们做决策，但决策者在做决策时也许会过多考虑

来自他人的信息。郑捷教授指出实验所要分析的两个层面：一个层面

是固定问题，对每一个问题而言，有没有信息对这个问题本身回答是

否有变化；第二个层面是，每个实验组被试不一样，基于被试分析，

按照成绩排序，将成绩比较差的被试在不同的实验组内相互比较，即

知识水平较高和较低的情况下，考察在有信息和没有信息下的异质性。

郑捷教授表示，从结果来看，对于容易的问题来说，信息确实是可以

提升绩效，但对于难的问题信息可能会降低绩效。对所有人来说，总

成绩可以通过得到信息来得以提升，但是那些相对知识水平低的人提

升更多，知识水平较高的人提升比较少。大众信息传递，可以让知识

水平不平等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较高知识水平而提高平均知识

水平。  

三、行为实验在公共政策设计中的几个应用案例 

（一）促进合作型政策机制实验在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建标认为誓言作为一种事前承诺机制有

利于促进器官捐赠的激励效果，能够显著提高器官捐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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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言是以宣誓的方式作出的公开性承诺。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承

诺理论，一些研究认为誓言作为一种事前承诺机制，会对个体产生较

高的道德约束力，从而影响他们后续的决策行为，比如，誓言能够诱

导出人们的真实偏好，增加人们的合作和诚实行为。 

李建标教授指出，誓言不仅是作为一种事前承诺机制，还是一个

有利于促进器官捐赠的激励机制，能够显著提高器官捐赠率。誓言具

有公开性和仪式性，宣誓人宣读誓言时必须在有见证人的公开场合，

并且需要遵循特定的礼仪和姿势。所以，誓言不仅可以提高宣誓人的

承诺履行度，还会让宣誓人感受到强烈的庄严感和仪式感。因此，誓

言对个体的器官捐赠行为有激励作用。李建标教授通过引入一个新的

器官捐赠激励机制，实验检验了有宣誓与无宣誓情境下的捐赠率，结

果发现在没有制度经验时，被试在推定同意规则下的捐赠率更高，但

是在成本和收益结构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从推定不同意默认规则转变

为推定同意默认规则不能提高器官捐赠率水平。因此，誓言作为一个

全新的器官捐赠助推机制，为政策制定者设计器官捐赠助推机制提供

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行为合约设计在承诺、格式化评价和小微信贷等方面的应

用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宁华认为合理的行为合约设计更

有利于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杜宁华教授表示，现实市场交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方面，

交易中的细节往往无法通过合约进行表述；另一方面，即便在合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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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易细节进行了约定，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很难约束监督。而以市场

参与者的自利偏好为出发点、以物质激励为基础的传统合约设计往往

需要在合约中提供详细的交易细节，同时忽视合约的法律监管成本。

因此如何设计更为合理的行为合约需要很好的思考。杜宁华教授介绍

了其团队近几年在行为合约设计方面展开的研究工作：首先是研究了

承诺作为一种行为约束机制，由雇员提出对自身努力水平进行考核承

诺后，对其行为约束力最强，提供努力水平最高，实现结果也最大。

其次，研究了格式化评价在合约机制中的作用。雇主对雇员的事后评

价是一种不直接带来物质后果的行为机制，在特定工资水平下表扬对

于员工选择高努力水平有影响。最后是将行为合约机制应用于小微信

贷，自然实地实验结果表明正向期待信息与负向结果信息均能显著提

高小微信贷还款比例，但是告知对方负面后果的方式仅能在短期内降

低债务超期时间长度。 

（三）行为实验政策设计在公共品服务方面的应用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财政金融学院助理教授代志新认为绝对值下

的框架效应更利于提高公共品贡献水平。 

虽然关于收入分配的异质性影响的研究已有众多，但鲜有研究检

验对于相对比例值与绝对量下分配的框架效应的影响，因此代志新博

士等人研究了在组间异质性和收入异质性下一个线性公共品博弈中

框架效应以及愿意贡献的最低贡献水平。代志新博士指出，首先，随

着高收入增加，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都会贡献的更多，表明人在公共

品领域中是有条件的合作的；另外，绝对值下的框架效应使得贡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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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相对比例值下的水平；最后，最低贡献水平作为确保公共品中

的个人贡献量的政策手段，设置最低贡献水平缩小了这种差异。 

（四）行为实验政策设计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应用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孙文凯认为，在最后通牒实验

框架下绝对值和相对比例等不同的提议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

结果。 

在收入分配方面，经常出现不同主体之间互相讨价还价的现象，

例如雇主与雇员的谈判、合作者的分成等，但在现有研究中关于绝对

值和比例的讨论是被一视同仁的，鲜有研究比较两者的细微区别。因

此，孙文凯教授等人使用最后通牒实验，探讨不同的提议方式是否会

导致收入分配结果不同。孙文凯教授指出，首先，提议方式与禀赋高

低之间有交叉影响；另外，相对比例方式提高了在高禀赋条件下的平

均提议金额；最后，当禀赋水平低时，相对比例方式下接受者的最小

接受额会更低。这项研究从政策设计上对收入分配具有启发意义。 

（五）行为合约设计在健康消费方面的应用 

人大国发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湘红认为自我约束规则和同

伴约束规则能够显著改善自我控制问题。 

 从激励设计方面，劳动领域的研究通常考察在劳动场合怎么用

自我激励方式来提高工作效率，而鲜有文献探讨同伴合约和自我控制

合约的替代性如何。王湘红教授等人从行为实验经济学角度出发，以

跑步行为为例，设计与自我约束、同伴约束相关的承诺合约，研究非

理性偏误中的自我控制问题和同伴效应对健身行为的影响。实验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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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过程中有意识地招募了两类被试者，一类是带一个人一起参加实验，

成为熟人同伴；另一类是将单个报名者随机配对。因而分为两类——

熟人同伴和陌生人同伴。王湘红教授指出，相对于无约束控制组，约

束规则是有显著的效应；自我约束规则对一周的跑步次数、跑步总距

离和跑步总时间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同伴约束规则对有效打卡奖励金

额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自由选择合约对跑步表现没有显著的效应。

自我约束规则和同伴约束规则能够显著改善被试者的自我控制问题，

对跑步锻炼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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