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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演化博弈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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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政府信息条例》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类型，在客观分析不同类型

下的信息主体的成本收益前提下，构建政府部门群体之间，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等两类博弈模型，运用复制动态和演

化稳定策略对此进行动态演化分析，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优化政府信息公开提供科学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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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自由的思想由来已久，经过300余年的

演变和发展，已在各国信息立法的理论和实践中

得到验证，国内外学者从影响因素、政策执行、

用户需求、绩效评价和社会参与等方面论述了政

府信息公开作为行政行为的外在特征，从法律适

用、法律比较和法律完善等方面阐述了政府信息

公开作为法律制度的内在要求 [1]。政府信息是一

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有效界定政府信息范围是处

理信息行为的理论需要，政府信息来源于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在制度约束的框架内，不同的信

息主体为了获取潜在的利益价值而进行着潜在的

博弈行为。其中蕴含的主要博弈观点有：（1）利

益博弈，政府信息是公共产品，凝结公众利益，

公众欲了解和监督公共权力，必然要打开政府部

门关闭的私利之门，为了防止利益减损和流失，

政府部门在公众和第三方（包括媒体）之间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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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直至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 [2]；（2）制度博

弈，政府信息公开作为一种制度，是一个不断变

迁的动态过程，涉及信息主体、变迁的方式和效

率等问题，制度是在协调主体行为的过程中产生

和变迁的，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基于协调

信息主体的利益关系而制定的，其动力和阻力均

源于信息需求主体，而信息的内在价值直接决定

了主体的动机；（3）行为博弈，政府部门（及其官

员）和公众是信息公开活动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

者，为了获取政府信息为付诸有限理性的行动，

在“公众申请＋政府回应”的情况下，韩志明从

制度与行为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公众和政府作出策

略性行动的发生机理，以及两者的信息博弈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产生的可能性影响 [3]。程艳

从信息寻租的内涵及其发生机理出发，基于寻租

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信息寻

租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4]。

随着社会信息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推进，

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法治的重要内

容，备受公众的关注，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

度是必然趋势。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自然

也不例外。世界主要国家的信息公开法规基本上

趋于成熟，我国的相关法规刚实施不久，还有许

多需要完善和创新的地方，对相关理论进行深入

探讨，有助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创新和主体行为的

优化。从主体关系看，政府信息公开是在法律法

规的约束之下，不同信息主体（主要包括政府、

公众和媒体）之间的博弈，只不过各大主体在博

弈中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同罢了，在考量各自成

本收益的基础上，做出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决定。

对信息公开中的主体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对促进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利、

健全对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制度、提高

政府效能和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2 演化博弈理论概述

传统博弈理论在分析具体的博弈过程时，

要求所有参与人均具有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在非对称信息下参与人要拥有完美

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并且要求参与人相互信任对

方的理性选择，这样的超高要求的假设严重影响

了分析结果的可信度。演化博弈论是指在有限理

性（boundedly rationality）条件下，基于进化博弈

动态思想，并以动态学方法来研究群体为求达到

平衡过程中的策略调整、趋势及稳定性的冲突分

析和决策理论。融合了达尔文（Darwin）的生物

进化论和拉马克（Lamarck）的遗传基因理论的基

本思想。其核心思想是将群体代替个人作为参与

人，用群体中选择不同纯策略的个体比例来代替

参与人的混合策略。其核心概念包含“演化稳定

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和“复

制动态方程”（replicator dynamics equation）。演

化稳定性为广泛的人类互动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意

义的稳健性检验，且每次只针对一个变异的稳健

性检验，要求是任何尝试某种别的策略的群体的

境况都不如维持现状的群体。该方法关注的是某

个大总体中的对称配对博弈，尤其是该方法不研

究一次发生在两个以上个体间的博弈，而且它的

标准隐含着博弈中的收益与总体中策略类型之间

的紧密联系 [5]。

演化博弈理论吸收了系统论的观点，认为

群体行为策略的调整是一个动态系统的演化过

程，泰勒（Taylor）和乔克（Jonker）提出的模仿

者（replicator-dynamics）动态方程 [6]是演化博弈

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模型，复制动态描述的是

某一特定策略在一个由学习速度很慢的成员组

成的大群体随机配对的反复博弈过程，可以用

生物进化的复制动态来模拟，一般用微分方程

/dx dt x U US= -^ h表示，其中x为某个种群中采用

策略S的比例，US 为采用策略S的期望收益， U

为所有策略的平均收益，dx/dt为采用策略S的群

体数量所占比例随时间的变化率，演化稳定策略

的性质要求，一个稳定状态必须对微小扰动具有

稳健性，即作为演化稳定策略的点 x*。除了自身

达到均衡状态以外，还须具备这样的性质。如果

某些参与人由于偶然的错误偏离了它们，复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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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仍会使x回复到 x*，在数学上，则相当于要求

当干扰使x低于 x* 时， /dx dt F x 02= ^ h ，当干扰

使x高于 x* 时， /dx dt F x 01= ^ h 。也就是说，在

这些稳定状态处F x^ h的导数（切线的斜率）F xl^ h

必须小于0，此即动态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

理”，用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表示，那就是与

水平轴相交且交点处切线斜率为负的点，为相应

博弈复制动态的演化稳定策略 [7]。

3 政府部门群体内部之间的演化博弈

3.1 非对称博弈模型

为了简化分析，将政府部门抽象为两类，

规定A类的政府信息公开综合能力高于B类，假

设这两类政府部门的纯策略均有两种，一种是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另一种是不主动公开。考

虑2×2非合作重复博弈，假设在信息公开综合

能力不同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得到的外部收益为

, , ,r r r i 1 2i 1 22 = 。同时规定，一方不主动公开而

另一方主动公开时，后者可获得主动公开政府信

息得到的超额收益为e。若同时选择主动公开则

都不获得额外收益，由于政府信息具有潜在的价

值，主动公开的话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如泄露了

不宜公开的政府信息，或者提前公开，亦或是公

众从已公开的政府信息发现了漏洞等，政府部门

的原有利益可能带来的损失额度为 ,fi i为发生的

概率。如政府部门不主动公开的话，实质上等于

保护了内部利益，大小为n，同时会带来外部损

失，大小为 s。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综合成本为

, , ,c c c j 1 2j 1 22 = 且 e cj2 ，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得到的超额收益大于公开成本，那么两类政府部

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非对称博弈的支付矩阵如

表1所示。

有限理性博弈方的期望收益，不仅受到自身

条件的约束，还取决于其他博弈方的策略选择，

且是否知道存在纳什均衡是次要的，因为一次的

博弈结果可能是低效的，不一定能找到纳什均

衡，经过多次的反复博弈，比较其收益与平均收

益的差异，逐步地调整策略，其结果是，博弈方

中采用收益相对较高的策略的比例在上升。为了

便于分析，令 a r c f1 1 1 i= - - ， a r c f2 2 2 i= - - ，

b n s= - ，实质上，a1为政府部门主动公开所得

的净收益，而b为不主动公开所得的净收益，为

了体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社会价值，假定

0a bi 2 2 ， 1,2i = 。

3.2 政府部门群体之间的复制动态方程

现考虑在政府部门群体中随机配对进行博

弈，假设在A类政府部门位置博弈的群体中，采

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策略的概率为v，则采用

“不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比例为 v1 - ；假设在B

类政府部门位置的博弈方采用“主动公开”政府

信息策略的概率为w，那么采用“不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的比例为 w1 - 。由表1，在A类政府部

门和2位置对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行为的复制动态

方程分别为：

F v
dt
dv

v U U

v v U U

v v a e ew b

1

1

11 1

11 12

1

= = -

= - -

= - + - -

^ ^

^ ^

^ ^

h h

h h

h h

 
（1）

F w
dt
dw

w U U

w w U U

w w a e ev b

1

1

21 2

21 22

2

= = -

= - -

= - + - -

^ ^

^ ^

^ ^

h h

h h

h h

 
（2）

先对A类政府部门作一些分析，分别令F vl^ h、

F wl^ h为 dt
dv 和

dt
dw 的导函数，为由复制动态方程

（1）求出可能的3个稳定点： v 01 = ， v 12 = ，

w
a e b* 1

i
=

+ -
（阈值），如果w w*= ，那么所有

表1  政府部门之间非对称博弈的支付矩阵

B类政府部门

主动公开（w） 不主动公开（ w1 - ）

A类政府部门
主动公开（v） r c f1 1 i- - ， r c f2 2 i- - r c f e1 1 i- - + ，n s-

不主动公开（ v1 - ） n s- ， r c f e2 2 i- - + n s-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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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水平都是稳定状态；如果 w w*! ，则 v 01 = 和

v 12 = 是两个稳定状态，其中，w w*2 时，v 01 =

是ESS，而当 w w*1 时， v 12 = 是ESS，图1中

的3个相位分别对应着上述3类情形下的动态趋

势及稳定性。根据复制动态方程（2）也可解得：

当v
a e b* 2

i
=

+ -
时，所有w水平都是稳定状态；

当 v
a e b* 2

!
i

+ -
时，w 01 = 和w 12 = 是两个稳定

状态，其中， v v*2 ， w 01 = 是ESS， v v*1 ，

w 12 = 是ESS，因此，B类政府部门的的相位图

与图1类似。

从 图1可 发 现， 在 博 弈 方2位 置 的 政 府

部门选择主动公开的比例小于某一临界值

（w
a e b* 1

i
=

+ -
）时，在博弈方1位置的政府部

门选择主动公开的概率会逐渐增长到1，这一临

界值的大小与两类博弈方都选择主动公开策略时

B类政府部门选择主动公开的净收益a2和一方不

主动公开而另一方主动公开时后者所得的超额收

益e正相关，与两类博弈方都选择不主动公开时

的各方获得的净收益b和政府部门主动公开时发

生的额外损失i负相关，当博弈方2位置的政府

部门选择主动公开的比例大于这一数值时，在博

弈方1位置的政府部门选择主动公开的概率会逐

渐缩减到0。

3.3 政府部门群体之间的演化稳定策略

演化稳定策略是一种系统的均衡状态，但没

有描述出实现这种状态的轨迹，复制动态填补了

这一空白，它展示了主体在决策中如何通过模仿

学习，来寻找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分别令F v^ h和

F w^ h为0，可得系统的5个均衡点，即 ,0 0E1^ h、

,E 0 12^ h、 ,1 0E3^ h、 ,1 1E4^ h 和 ,E v w* *
5^ h。其中，

前4个为纯策略均衡点，E5为混合策略均衡点。

根据弗雷德曼（Friedman）（1991）提出的方法，

检验上述5个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其方法是检

验由方程（1）和方程（2）组成动态系统的雅可比

（Jacobian）矩阵（记为 J）的行列式detJ和迹 trJ的

符号，对于离散系统，若均衡点满足 0det J 2 ，

且 0trJ 1 ，则该均衡点具有稳定性；若 0det J 2 ， 

且 0trJ 2 ，则为不稳定点；若 0det J 1 ，且 trJ的

符号不确定，则为鞍点。

雅可比矩阵为：

J
v a e ew b

we w

ve v

w a e ev b

1 2

1 1

1 1

1 2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h h

h h

h h

h h
= G

 （3）

由矩阵（3）可得行列式和迹分别为：

det J v a e ew b w1 2 1 21= - + - - -^ ^ ^h h h

            a e ev b e v v w w1 12
2+ - - - - -^ ^ ^h h h

 （4）

trJ v a e ew b w1 2 1 21= - + - - + -^ ^ ^h h h

         trJ v a e ew b w1 2 1 21= - + - - + -^ ^ ^h h h a e ev b2 + - -^ h 
（5）

由方程（4）和方程（5）可知，det J和trJ的符

号取决于（a e bi + - ）及（a bi - ）的符号，其中，

当a e b 0i 1+ - 且a b 0i 2- 时，而这是不可能发

生的情形，因为a b ei 1 - 与a bi 2 是矛盾的。可

见，针对主动公开类型下的政府部门行为，具

体情况如表2所示，对应的复制动态相位图如图

2、图3、图4所示。

情况Ⅰ：当 a e b 0i 2+ - 且 a b 0i 2- ，即

a bi 2 时，即在政府部门主动公开所得的净收益

（ E1T ）大于不主动公开的净收益（ E2T ）情形下，

图1  政府部门群体复制动态相位图

1 1 

dt
dv

0 

dt
dv  

0 1 

dt
dv  

0 

(a)  w = w﹡ (c)  w＜w﹡  (b)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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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系统动态演化相位图如图2所示，可见，

不论初始状态位于区域E E E E1 2 3 4中的任何位置，

系统都将收敛于 ,E 1 14^ h，即只要 E E1 2T 2 T ，都能

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主动公开

获得的净收益大于不主动公开获得的净收益时，

无论政府部门最初的选择如何，最终的结果只能

是全部趋向于主动公开。因为 a r c fi i i i= - - ，

则 a e b r c f e bi i i i+ - = - - + - ，从数学公式上

看，若要增大ai，同时减小b，可以增加 ri，即增

加政府部门主动公开的外部收益，如获取公众对

该项工作的认同感以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形

象等，同时可以降低ci，即通过改进工作方法，

引入新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等手段不断降低政府

部门主动公开信息的综合成本，或者争取到财政

的专项资金的支持，实行转移支付来补贴开销，

再者，加大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审查力度，尽量

少的主动公开不成熟信息或者过程中信息，亦或

是缩减信息的层级，倾向于公开政策性、法规性

政府信息等，降低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所带来的潜

在风险（ fi ）。要使得b n s= - 变小，可从两方面

入手：一是，对公职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增强服

务意识，同时要加大督查力度，根治信息寻租等

所暗含的腐败行为，即减小这种群体的“圈内利

益”，实质上是增加了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二

是，加大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力度，将这种外部

压力转化为内部改革的动力，从内到外、从上到

表2  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分析结果

条件 均衡点 detJ符号 trJ符号 结论

情况Ⅰ
a e b 0i 2+ -

a b 0i 2-

,E 0 01 ^ h ＋ ＋ 不稳定

,E 0 12^ h － ? 鞍点

,E 1 03 ^ h － ? 鞍点

,E 1 14 ^ h ＋ － 稳定

情况Ⅱ
a e b 0i 2+ -

0a bi 1-

,E 0 01 ^ h ＋ ＋ 不稳定

,E 0 12^ h ＋ － 稳定

,E 1 03 ^ h ＋ － 稳定

,E 1 14 ^ h ＋ ＋ 不稳定

,E v w* *
5^ h － 0 鞍点

情况Ⅲ
0a e bi 1+ -

0a bi 1-

,E 0 01 ^ h ＋ － 稳定

,E 0 12^ h － ? 鞍点

,E 1 03 ^ h － ? 鞍点

,E 1 14 ^ h ＋ ＋ 不稳定

  图3  情况Ⅱ时的均衡点动态演化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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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表及里地增进行政的透明度，迈向阳光政

府。

情况Ⅱ：当 a e b 0i 2+ - 且 a b 0i 1- ，即

b e a bi1 1- 时，对应的系统动态演化相位图如

图3所示。此时系统的演化路径走向与支付矩阵

和初始状态均有关，由E1E4两个不稳定点和E5鞍

点连接的折线（E1E5E4）为系统收敛到A和B两个

不同状态的分界线。其中，A为E1E2E4E54个点构

成的区域，B为E1E3E4E54个点构成的区域，在折

线的左上方（A区域），系统将收敛于E2（不主动

公开，主动公开）；在折线的右下方，系统将收

敛于E3（主动公开，不主动公开）。

参数的变化对情况Ⅱ下的系统演化稳定均衡

结果有直接影响，如图3所示，动态系统最终收

敛于哪个状态，由区域A的面积SA和区域B的面

积 SB 的大小决定：当S SA B1 时，系统收敛于均衡

点 ,1 0^ h的概率大于均衡点 0,1^ h的概率；当S SA B2

时，系统收敛于均衡点 ,1 0^ h的概率小于均衡点

0,1^ h的概率；当 S SA B2 时，系统收敛于两个均

衡点的概率相同。对影响区域A的面积因素的分

析，可转化为数学公式的比较。

经计算可知，

S
e

r r c c e r c r c
2 2A

2 1 2 1 2 2 1 1

i
i

=
- - - +

=
- - - +^ ^ ^ ^h h h h

 （6）

由式（6）可知，SA是r2和c1的增函数，是r1和

c2的减函数。当B类政府部门的外部收益和A类政

府部门的综合成本越大，或A类政府部门的外部

收益和B类政府部门的综合成本越小，则A类政

府部门进行不主动公开而B类政府部门主动公开

的概率越大。从另一角度分析，当B类政府部门

主动公开所获的净收益越大而A类政府部门所获

的净收益越小时，净收益越大的一方将愈加倾向

于选择主动公开，即系统将最终收敛于 ,E 0 12^ h。

类似地，可分析SB（略）。

情 况 Ⅲ： 当 a e b 0i 1+ - ， 且 a b 0i 1- ，

即a e bi 1+ 时，对应的系统动态演化相位图如图

4所示。从图4可以看出，不论初始状态位于区域

E1E2E3E4中的任何位置，系统都将收敛于 ,E 0 01^ h。具

体而言，政府部门主动公开获得的净收益加上超

额收益的和仍小于不主动公开获得的净收益时，

即当 E Ee1 2T 2 T+ ，无论政府部门如何做出第

一选择，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全部趋向于不主动公

开，因为主动公开只会减少群体的总收益，为了

保护内部收益不损失，于是政府部门都选择“沉

默”。

4 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的演化博弈

4.1 非对称博弈模型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政府信

息公开主要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大类。

前文主要研究的是政府部门的主动公开行为。本

次非对称博弈有别于前文的政府部门群体间的博

弈分析，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将政府部门和公

众分别抽象为两个有限理性的群体进行博弈，在

涉及公众申请行为时，政府部门才做出公开或不

公开的决定，一般不考虑此时的主动公开行为。

二是，将政府部门的主动公开行为纳入整体性的

研究框架中。在公众不申请时，主动公开也会对

公众的信息利益产生影响，只不过力度和覆盖面

以及针对性不及依申请公开，此时的主动公开实

质上可以看成是政府部门对公众群体内所有成员

的普惠性信息赠与，公众是否吸纳该项政府信息

取决于是否关乎自身利益，或者说能否带来显著

的利益增幅，而这种信息福利对公众群体来说是

微乎其微的，且公众对此的反应也是微弱的，因

此，在具体分析中省略该值。在本次博弈中，公

众的纯策略为（申请，不申请），政府部门的纯策

略为（公开，不公开），由此可得对应的支付矩

阵①，如表3所示。

以公众申请信息公开为出发点，政府部门

的策略选择是（公开，不公开），无论公开与否

① 如果将某一常数项加入到支付矩阵A的某一列，对复制动态的结果没有影响，从政府部门主动公开的行为分析可知，若将支付矩阵

中加入本次博弈中的正常收益等常数，对动态系统的局部稳定性分析不会产生影响。本次博弈中加入P和G等常数是为了信息主体的活

动正向收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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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同时，根据《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三章第27条和第28条的规定，行

政机关可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行政事业性成

本费用，不得收取其他费用，若申请人确有经济

困难的，可减免相应费用，若申请人有阅读困难

或视听障碍的，行政机关应提供必要的帮助，而

这些都要计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总成本之中，而上

述两种情况是个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依申

请公开公众的规模成正比。如果政府部门选择不

公开，则要说明理由，而公众此时的选择可能是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至于发生的概率要取决于

收益与成本的大小。公开信息需要硬件和软件成

本，包括设立查询点和受理点、改良电脑和触摸

屏等设备、印刷宣传手册和培训资料、网站建设

和维护更新、专家咨询、审理过程中损耗等，为

了避免重复计算，统一将上述费用统称为专项费

用支出，记为 z，具体符号及含义见表4所示。

4.2 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的复制动态方程

为了便于分析，令a w k h1 = + + ，a z j2 i= + ，

a w c e3 m= + + ，a s f4 m= + ，于是政府部门与公

众之间的非对称博弈支付矩阵可以简化为表5。

公众群体中采取“申请”策略的比例a的复

表3  政府部门和公众博弈的支付矩阵

政府部门

公开（b） 不公开（1 b- ）

公众
申请（a） p v w k h+ - - - ，g r z ji+ - - p w c em- - - ，g s fm- -

不申请（1 a- ） p，g q- p，g

表4  政府部门与公众博弈的主要指标及参数含义

符号 定义 备注

g 政府部门运行的正常收益（不论公开与否） g 02

r 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外部收益，如公信力、形象、权威等 r 02

z 专项经费支出，包括各类涉及信息公开的必要费用或支出 z 02

ji 减免费用及帮扶支出，i为遇见这类群体的概率 j 02 ， ,0 1di ^ h

fm 政府部门应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费用支出，m为发生的概率 02m ， ,f 0 1d ^ h

em 公众选择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费用支出，m为发生的概率 同上

s 作出不公开决定需要支付的审理、回复等费用 s 02

x 不公开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如声誉下降、民主程度降低等 x 02

p 公众的正常收益（不受申请公开行为的影响） p 02

w 公众申请公开信息的误工成本、精力以及情绪等负面效果 w 02

k 公众申请公开信息的成本费用，即行政机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k 02

h 公众获得政府信息后吸纳应用的成本 h 02

c 公众申请公开信息没有成功所付出的成本 c 02

v 公众成功申请到某项信息所得的信息收益 v 02

q 主动公开政府部门将获得的净额外收益 q 02

a 公众针对政府信息选择申请策略的概率 a是时间t的函数

b 政府部门针对公众申请公开行为选择公开策略的概率 b是时间t的函数

注：c与w、k的差别在于，公众向政府部门申请公开某项信息，后者选择公开时，公众所付出的成本明显要大于公众没有成功申请到

该项信息时的付出，且c k1 。

表5  政府部门和公众博弈的简化支付矩阵

政府部门

公开（b） 不公开（1 b- ）

公众
申请（a） p v a1+ - ，g r a2+ - p a3- ，g a4-

不申请（1 a- ） p，g q-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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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态方程为：

F
dt
d

U U11 1a
a

a= = -^ ^h h

         v a a a1 1 3 3a a b= - - + -^ ^h h6 @ （7）

政府部门群体中采取“公开”策略的比例β

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
dt
d

U U21 2b
b

b= = -^ ^h h

         r a a q q1 2 4b b a= - - + + -^ ^h h6 @ （8）

首先讨论公众群体的演化稳定策略，F al^ h

为 F a^ h的导函数，根据复制动态方程（7），令

0F a =^ h ，可获得两个可能的稳定状态： 01a = ，

12a = 及
v a a

a*

1 3

3
b =

- +
，当 *b b= 时，无论a为

何值，在区间 ,0 16 @内的所有点都是演化稳定策

略，此时的 *b 其实就是在混合策略均衡状态下政

府部门选择“公开”策略的概率；若 *2b b ，则

0F 01 2l ^ h ， 0F 11 1l ^ h ，此时， 12a = 是ESS，即

公众采取“申请”策略；若 *1b b ，则 0F 01 1l ^ h ， 
0F 11 2l ^ h ，此时， 01a = 是ESS，即公众采取

“不申请”策略，在此情况下的演化博弈变动趋

势如相位图5所示。

从图5可发现，公众采取申请策略的比例大

于某一临界值（
v a a

a*

1 3

3
b =

- +
）时，政府部门选

择公开的概率会逐渐增长到1，反之则趋向于0，

这一临界值的大小与政府部门选择公开的成本a1

和选择不公开时的成本a3正相关；与公众成功申

请到某项信息所得的信息收益v负相关。

再讨论政府部门群体的演化稳定策略，

F bl^ h为F b^ h的导函数，根据复制动态方程（7），

令 0F b =^ h ，可获得两个可能的稳定状态：

01b = ， 12b = 以及阈值
v a a q

q*

2 4

a =
- + +

，当

*a a= 时，无论 b为何值，在区间 ,0 16 @内的所有

点都是演化稳定策略，此时的 *a 其实就是在混

合策略均衡状态下公众选择“申请”策略的概

率；若 *2a a ，则 0F 01 2l ^ h ， 0F 11 1l ^ h ，此时，

12b = 是ESS，即政府部门采取“公开”策略；若
*1a a ，则 0F 01 1l ^ h ， 0F 11 2l ^ h ，此时， 01b =

是ESS，即政府部门采取“不公开”策略，由以

上分析可知，在此情况下的政府部门路径变动趋

势类似于相位图5。

4.3 政府部门群体与公众群体的演化稳定策略

由以上演化博弈模型可知，政府部门与公

众之间的长期均衡结果存在多种情况，但最终系

统会收敛于哪个状态，与该博弈的支付矩阵密

切相关。由微分方程（7）和方程（8）联立一个二

维动态系统（I），根据前面的讨论可知，该系统

存在5个均衡点，分别为： ,E 0 01^ h、 ,E 0 12^ h、

,E 1 03^ h、 ,E 1 14^ h和 ,E * *
5 a b^ h，但复制动态究竟

会趋向于哪个均衡点，还需要分析系统的局部稳

定性，经分析可知，ESS稳定的条件与 v a1-^ h、

r a a2 4- +^ h的正负情况及其相互关系有关，可

见，共有2 2 4# = 种情况，如表6所示，对应的

复制动态相位图分别为图6至图9。

情况Ⅰ：当 v a 01 2- 且 r a a 02 4 2- + 时，

即公众成功申请到某项信息所得的信息收益大于

为此所付出的总成本，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外部

收益加上不公开的付出大于公开所支出的总费

用，相应的动态演化路径图6显示，该系统有两

个演化稳定策略，即 ,E 0 01^ h公众不申请，政府部

门不公开的状态和公众申请且收到政府部门的公

图5  公众群体复制动态相位图

1 1 

dt
dα

0 0 1 

dt
dα

0 

dt
dα

(c) β＞β(b) β＜β(a) β＝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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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分析结果

条件 均衡点 det J符号 trJ符号 结论

情况Ⅰ
v a 01 2-^ h

r a a 02 4 2- +^ h

,E 0 01 ^ h ＋ － ESS

,E 0 12^ h ＋ ＋ 不稳定

,E 1 03 ^ h ＋ ＋ 不稳定

,E 1 14 ^ h ＋ － ESS

,E v w* *
5^ h － 0 鞍点

情况Ⅱ
v a 01 2-^ h

0r a a2 4 1- +^ h

,E 0 01 ^ h ＋ － ESS

,E 0 12^ h ＋ ＋ 不稳定

,E 1 03 ^ h － ? 鞍点

,E 1 14 ^ h － ? 鞍点

情况Ⅲ
0v a1 1-^ h

0r a a2 4 1- +^ h

,E 0 01 ^ h ＋ － ESS

,E 0 12^ h － ? 鞍点

,E 1 03 ^ h － ? 鞍点

,E 1 14 ^ h ＋ ＋ 不稳定

情况Ⅳ
0v a1 1-^ h

r a a 02 4 2- +^ h

,E 0 01 ^ h ＋ － ESS

,E 0 12^ h － ? 鞍点

,E 1 03 ^ h ＋ ＋ 不稳定

,E 1 14 ^ h － ? 鞍点

图7  情况Ⅱ时的均衡点动态演化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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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情况Ⅳ时的均衡点动态演化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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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决定 ,E 1 14^ h。

下面对影响 ,E
v a a q

q

v a a
a

5
2 4 1 3

3

- + + - +
c m点

变动路径的具体因素作出分析，图6中由均衡点

E2、E3和鞍点E5联结的折线为系统收敛于不同状

态的分界线，区域 A E E E E1 3 5 2^ h收敛于 ,0 0E1^ h，

区域 B E E E E2 5 3 4^ h收敛于 ,1 1E4^ h，当E5 向左下方

移动时，区域B的面积就增大，系统收敛于E4的

概率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即公众最终采取申

请策略时，政府部门采取公开策略的可能性就越

大。

（1）参数a1、a2、a3、a4

由图6可知，当 a1、 a2 和 a3 减小， a4 增大

时，区域B的面积就会增大，即系统收敛于E4的

可能性就越大。此时，对公众而言，申请政府信

息公开的总费用减少（不论政府作何决定），且政

府部门作出公开决定支出的总费用减少，政府部

门作出不公开决定所消耗的总费用增加时，政府

部门最终采取公开策略的几率加大。

（2）参数v、q

v和q分别是公众成功申请到某项信息所得

的信息收益和主动公开政府部门将获得的净额外

收益。由图6可知，当v增大，q减小时，E5点就

会向左下方移动，此时区域B的面积在增长，也

即动态系统演化至E4的可能性在增大，反之，则

减小，即，公众采取申请策略时获得的信息收益

越大，政府部门主动公开所得净收益越小，政府

部门将在公众提出申请时才公开政府信息，而且

这种概率随着q值的减小而逐渐增大。

情况Ⅱ：当 v a 01 2- 且 r a a 02 4 1- + 时，

相应的动态演化路径图7显示，该系统只有一个

演化稳定策略，从任何初始状态出发系统都将收

敛于 ,E 0 01^ h，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政府信息公开

过程，政府部门和公众均未得到满意的结果。

情况Ⅲ：当 0v a1 1- 且 r a a 02 4 1- + 时，

相应的动态演化路径如图8显示，该系统只有一

个演化稳定策略，即 ,E 0 01^ h，这也是一个恶性循

环的博弈过程，不论两类群体采取何种策略，演

化路径均趋近于E1，在博弈的过程中，虽然政府

部门和公众都付出了劳动，但却得到双方都不满

意的结局。

情况Ⅳ：当 0v a1 1- 且 0r a a2 4 2- + 时，

相应的动态演化路径如图9显示，该系统只有一

个演化稳定策略，从任何初始状态出发系统都将

收敛于 ,E 0 01^ h，v a11 表明公众申请公开政府信

息所得的信息收益小于为之付出的劳动，公众申

请的热情会降低， r a a4 22+ 表明在公众提出申

请公开政府信息时，政府部门采取公开策略下赢

得的外部收益与采取不公开策略下的总成本之和

大于采取公开策略下的总成本，因此，通过长期

的模仿学习，最终会趋向于采取不公开策略。

5 建议

依据前文所做的演化博弈分析，政府信息公

开是一个资源转移和利益共享的过程，完善法规

并优化行为，需要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形成政

府部门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展开。

（1）规范发布机制，加大考评力度。从演化

博弈的分析来看，政府部门若要获得更高质量的

公众信任和对外形象，至少需要做到以下3点：

①加大主动公开的力度，减少政策性信息的发布

数量，从信息公开的数量向质量转变；②增加专

项财政资金投入，不断完善各类信息公开设施，

拓宽便捷有效的获取政府信息的渠道；③提升部

门信息公开的考评力度，将信息公开制度化和

专业化，科学制定符合实际的高标准考核评价体

系。

（2）提升法律位阶，重视制度建设。提升信

息公开法律位阶，重视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具体

来说，成立或委托专门机构总结信息公开的历年

实践经验，梳理问题，广泛征求民意，充分反映

公众的真实需求，从实践中汲取精华，从公众中

采集意见，将立法草案公之于众，不再单一地

依靠官员专家学者的座谈或研讨，更应将重点倾

向于媒体工作、司法案例以及公众行为的具体分

析，倾听信息公开亲历者的建议或意见，去其糟

粕，取其精华，接地气，长活力，经过这样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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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方案才是最有效力的，才能经得起实践的

检验。一项法规的施行效果需要相应的管理体制

来保证其执行效果，而只有重视制度建设，才能

形成约束力。

（3）培育信息素养，强化继续教育。政府与

公众之间应加强沟通与协作，对政府而言，必须

破除陈旧观念，公开政府信息，尽量减少豁免条

款，并严格执行公开义务，公开是一种向上的力

量和自信的姿态，公开政府信息则是对政府权力

的显性约束，政府官员应积极学习，包括必要

的网络交流工具，学会与公众交流的方式方法，

对信息公开行为有较高的掌控能力，尤其是在网

络环境下处理危机信息公开的应变能力。另外，

继续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参与信息公开的官

员，应尽快推行资格认证上岗制度，并定期接受

继续教育和检查，形成一个动态管理体制。

6 结论

本文构建了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存在的两类

博弈模型，通过复制动态方程和演化稳定策略以

及对应的相位图分析发现，无论是信息主体做出

何种策略选择，都与实施该行为的成本收益直接

相关。由于主体的自身能力和约束条件不同，在

博弈过程中表现出的结果也有差别。

（1）政府部门之间的演化博弈结论。同样是

政府部门，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和对待公众申请

行为上存在差别，以成本收益为中心展开的策略

选择也不尽相同。①选择主动公开策略获得的净

收益和超额收益越大，激发政府部门扩大公开范

围和内容的动力机制越强，而当两类政府部门

都选择不主动公开时，额外损失的增大将促使其

中一类政府部门选择主动公开，这些收敛趋势也

可以从相应的演化路径示意图推知。②两类政府

部门某一方选择主动公开与否受到另一方决策行

为的影响，从而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获得净收

益越大的一方选择主动公开的概率越大，当选择

主动公开的政府部门比例小于某一阈值时，另一

类政府部门选择主动公开的概率将会逐渐增大至

1，相反，则会缩减至0。③当政府部门主动公开

获得的所有收益小于不主动公开时，两类政府部

门都会趋向于选择不主动公开，即在缺乏利益激

励的前提下，任何一方都会坚守政府信息公开利

益分配的固有格局。

（2）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的演化博弈结论。

当公众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时，政府部门的策

略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且两者的博弈过程

存在着不同的收敛状态。①公众申请公开时的净

收益大于零且政府部门选择公开策略的外部收益

明显大于费用支出时，政府部门选择公开信息的

概率取决于两类主体做出决定所付出的全部成本

及其获利比例，即费用越少，公开的概率越大。

②公众获得的信息收益越大且政府部门选择公开

策略的净收益越大时，政府部门不会主动公开信

息，只有在公众提出申请要求时才会考虑做出相

应的策略选择，以避免信息价值的流失和精力费

用的增加。③公众申请公开时所获得的信息收益

仍不能弥补费用支出时，公众选择申请的概率会

减少，政府部门也会比较采取不同策略的成本收

益情况而做出回应，若公开政府信息获得的外部

收益加上支出仍大于另一种策略的成本，则政府

部门会趋向于选择不公开政府信息，相反，则会

选择公开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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