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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管理办法规定，首购是指“对于国内企业或科研机构生产或开发的，暂不具有市场竞争力，但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代表先

进技术发展方向的首次投向市场的产品（统称首购产品），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由采购人或政府首先采购的行为”，订购是指“对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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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确保充分竞争”。由于本文着重研究引入信用担保后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水平提升问题，所以，本文所指政府订购计划特指

适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有关进口产品替代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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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担保对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的影响
———基于信息经济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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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订购计划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作用无法发挥。基于
信息经济学理论，对不同信息结构下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的反应进行分析，发现担保机构的介入使采购人

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订购计划的风险转移至担保机构，信息结构的改变也使供应商收

益和采购人效用得到了提升。可见，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的引入对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具有良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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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中小企业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地位。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按现行中小企业
划分标准测算，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９９． ８％，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６２％，缴纳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 ５３％，提供的城镇就业岗位占全国岗位总数的 ８０％ ［１］。从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来看，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已成为我国财政的长期任务［２］。早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我国财政部为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鼓励、扶持自主创新产品的研究和应用，出台
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①。该管理办法的出台激励着企事业单位重视自主创新

活动，加大对自主创新活动的投入，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财政部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下达了《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工作的通

知》。该通知将信用担保作为政策工具引入政府采购领域，以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成本，增

加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机会和扩大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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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国家经贸委中小企业司出台了《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指导意见》
以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框架结构基本确立。李毅、彭江波、晏露蓉通过分析中小企业融资特点

以及现有担保模式的创新实践，从不同角度对未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实现模式进行了探讨［３ ５］。何

世文、冯涛、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付俊文与赵红及张波认为政府应通过支持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行业的发展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以此来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６ １０］。周曼、黎明认为政

府采购信用担保是政府扶持信用担保行业、帮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手段［１１ １２］。

通过对这些研究文献的综述，可以发现，信用担保手段已成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手段之

一。然而，研究信用担保对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影响的文献很少。本文将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对

不同信息结构下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的反应进行分析，来说明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对于中小企

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的影响。

一、信息经济学理论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

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存

在信息透明度低、信用等级低以及抵押担保品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筛选成

本过高，同时，中小企业在参与采购订购计划时还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过高的问题。因此，在

政府订购计划中适当抬高参与门槛就成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理性选择。

（一）信息不对称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对称信息、完全竞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完善市场条件下，市场机制本

身会调节科技资源的分配，使得竞争性的科技资源市场实现均衡。但是，这种完美的假设在现实世界

是很难实现的，现实中的普遍现象是不对称信息无处不在［９］。如在政府采购市场上，中小企业一般

很少有经过审计的财务信息在媒体公布，其经营状况、科研实力、财务状况、客户关系及供销合同等信

息都是“私人”信息，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包括评审专家一般只了解某行业的整体情况，无法判断单

个中小企业具体的科技实力强弱和科技创新风险高低，这样一来，政府为了控制风险，必然产生对中

小企业的“隐性歧视”现象，即在编写订购计划招标文件之时提高参与门槛，以降低政府订购计划的

整体风险。

（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

根据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和 Ｗｅｉｓｓ的基本假设，银行与申请贷款的中小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恰如政府采购代
理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９］。理性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为了控制政府采购风险以保证

政府采购项目的顺利落实，会提高投标参与门槛。这一理性选择虽然可以降低政府采购项目的风险，

但也使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有所减少，客观上使未达到投标门槛的中小企业不

得不退出政府订购计划，从而使订购计划的普及面和受惠面大大降低。道德风险在政府采购活动中

也非常普遍，它是指参与政府采购的企业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例

如中小企业为了获得参与政府订购的机会而提供虚假企业信息，获得政府订购合同后不履行原承诺

等。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会基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考虑，限制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

购计划。

（三）信用担保机构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解决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

题。因为信用担保机构直接面对中小企业，所以比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与评审专家掌握了更多的有关

中小企业的私人信息，从而可以认为信用担保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是基本对称的，这样信用担

保机构就自然成为中小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用桥梁。

本文将首先对比不同信息结构条件下中小企业参与科技创新产品订购计划的不同策略，然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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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担保机构引入到政府订购计划之中，说明信用担保机构的参与在理论上使政府与中小企业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得以消除，从而使更多的中小企业有机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并借助订购计划提升自身

科技实力。

二、信息结构对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的影响

（一）问题描述与假设

供应商的产品创新是需要成本的，引入变量 ｔ 表示供应商在产品创新上的努力水平。根据我国
中小企业科技水平现状以及《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小企业应在“具有

潜在的经济效益和较大市场前景或能替代进口产品”的领域参与政府订购计划，即争取在核心技术

下游或产业链非核心领域实施创新［１３］。特别是进口产品替代研究，一旦订购计划能够成功实施，不

仅能节省大量的外汇储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出口贸易逆差问题。

假设由于企业创新带来的产品的预期产出是努力水平的对数函数，则有

Ｑ（ｔ）＝ ｂｌｏｇａ ｔ ＋ ε （１）
其中 ε为影响采购人观测产品创新水平的随机因素，且 ε ～ Ｎ（０，δ２）；ｔ为不小于 １的正实数，ｔ ＝ １

代表的实际意义是供应商在产品创新上未作任何努力，ｔ越大，企业创新努力程度就越大，产品创新程度
就越高。为了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假设 ａ ＞ １，以此来反映不同类型供应商对于产品创新的收益情况，ａ越
大说明创新带来的收益越小，同时，采购人观测到的产品创新水平越低。ｂ 为产出系数，由式（１）可见供
应商产品创新的产出函数是凹函数，反映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假设供应商的创新成本函数为

Ｃ（ｔ）＝ λｔθ （２）
其中，λ ＞ ０，为成本系数，θ ＞ １，为成本指数。显然，通过 Ｃ（ｔ）的表达式可以看出该函数是凸函

数，表明随着创新努力程度的提高，供应商需要承担的成本也会随之而提高。

为了吸引供应商参与政府订购计划以及提高供应商产品创新的努力水平，采购人需事先拟定一

个合理的报酬，假设采用线性合同的方式，则有

Ｒ［Ｑ（ｔ）］＝ α ＋ βｓＱ（ｔ）＝ α ＋ βｓ［ｂｌｏｇａ ｔ ＋ ε］ （３）
报酬的合理设定是订购计划招标成功的基础。其中，α是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订购计划所特有的报

酬，ｓ是政府采购订购计划合同中所约定的订购价格，β（０≤ β≤ １）为订购计划的激励强度或者吸引力
系数。创新产品只有顺利销售出去才能为企业发展注入生机，所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创新产品销路与

创新融资几乎同等重要，而政府订购计划如果成功实施，就可以同时解决中小企业这两个问题。

假设采购人是风险中性的，供应商是风险规避的，用 ρ来定义供应商的 Ａｒｒｏｗｐｒａｔｔ风险绝对规避
度，由文献［１４］可得，供应商创新的风险成本为

Ｆ ＝ １２ ｐｖａｒ（ｓ）＝
ρβ２δ２
２ （４）

在上述假设之下，我们进一步假设节约资金是政府采购的首要目标，ｒ是该创新产品所替代的进
口产品的国内采购单价，则采购人的期望效用即期望收益为

ＵＧ ＝ Ｅ（ＶＧ）＝ Ｑｒ － α － βｓＱ ＝ － α ＋ （ｒ － βｓ）ｂｌｏｇａ ｔ （５）
供应商的实际收益为

ＶＳ ＝ Ｒ［Ｑ（ｔ）］－ Ｃ（ｔ）＝ α ＋ βｓ（ｂｌｏｇａ ｔ ＋ ε）－ λｔθ （６）
在供应商风险规避情形下，供应商的确定性等价收益为期望收益减去其风险成本，即

Ｅ（ＶＳ）＝ Ｅ（ＶＳ）－ Ｆ ＝ α ＋ βｓｂｌｏｇａ ｔ － λｔθ －
ρβ２δ２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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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应商最大期望效用等价于最大化确定当量，故用该确定性等价收入作为供应商的期望

效用。

根据上述假设，我们需建立的激励机制实际上是对如下最优化问题进行求解。

ＭａｘＥ（ＶＧ）＝ Ｑｒ － α － βｓＱ ＝ － α ＋ （ｒ － βｓ）ｂｌｏｇａ ｔ （８）

ｓ． ｔ． ＩＲ：α ＋ βｓｂｌｏｇａ ｔ － λｔθ －
ρβ２δ２
２ ≥ Ｖ０

　 　 ＩＣ：ｔ∈ ａｒｇｍａｘ α ＋ βｓｂｌｏｇａ ｔ － λｔθ －
ρβ２δ( )２

其中，Ｖ０ 为供应商自身保留收益，表示供应商不参与政府订购计划时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二）信息对称条件下政府订购计划最优化问题

在信息对称情况下，供应商在产品创新上所做的努力可以完全为采购人所观测到，此时激励相容

约束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我们通常认为产出函数与随机函数无关，或者说随机因

素对产出函数的影响是共同知识，故此时政府订购计划涉及的问题变成对如下最优化问题的求解。

ＭａｘＥ（ＶＧ）＝ Ｑｒ － α － βｓＱ ＝ － α ＋ （ｒ － βｓ）ｂｌｏｇａ ｔ （９）

ｓ． ｔ． 　 α ＋ βｓｂｌｏｇａ ｔ － λｔθ －
ρβ２δ２
２ ≥ Ｖ０

为了求解该最优化问题，将限制条件取等号后，带入目标函数中有

ＭａｘＥ（ＶＧ）＝ － Ｖ０ ＋ λｔθ ＋
ρβ２δ２( )２

＋ ｒｂｌｏｇａ ｔ （１０）

将（１０）式对 ｔ求一阶偏导，并令导数为零得到

ｔ ＝ ｒｂ
θλｌｎ( )α

１
θ

（１１）

由 ｔ表达式可知，欲使 ｔ≥１成立，须有 ｒ≥ θλｌｎａｂ ，即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政府订购计划所能选

择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区间较宽，则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另外，政府订购创新产品基本能够保证企业

创新收益的实现。

将 ｔ 表达式代入（１０）式，得采购人的收益为

ＭａｘＥ（ＶＧ）＝ － Ｖ０ －
ｒｂ
θｌｎａ

＋ ｒｂ
θ
ｌｏｇａ

ｒｂ
θλｌｎ( )ａ － ρβ

２δ２
２ （１２）

由于供应商自身保留收益为 Ｖ０，故采购人对供应商的最低报酬可按照式（１３）支付，实际支付时
可按现实创新程度在此水平之上有所浮动。所以，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政府订购合同中的报酬是柔

性的，供应商完全可以通过提升产品创新努力来获得更高的报酬。

Ｒ ＝ Ｖ０ ＋
ｒｂ
θｌｎａ

＋ ρβ
２δ２
２ ＋ βｓε （１３）

由此可见，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供应商道德风险问题基本不会出现。采购人可以根据觉察到的

供应商的创新努力和创新成果，通过改变 α与 β的值来调整支付水平，以保证供应商产品创新的纯收
入至少维持在 Ｖ０ 以上。

（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订购计划最优化问题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供应商在产品创新上的努力并不能直接和完全地被采购人观测到，同时，

产品创新的产出不仅取决于努力水平，还受到很多随机因素的影响。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最优化求

解过程中，ＩＲ约束等式成立，而 ＩＣ条件可用其对 ｔ的一阶偏导为零来替代，即 － θλｔθ－１ ＋ βｓｂｔｌｎａ ＝ 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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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ｔ′ ＝ βｓｂ
θλｌｎ( )ａ

１
θ
。

此时的最优化问题转化为

ＭａｘＥ（ＶＧ）＝ － α ＋ （ｒ － βｓ）ｂｌｏｇａ ｔ （１４）

ｓ． ｔ． ＩＲ：α ＋ βｓｂｌｏｇａ ｔ － λｔθ －
ρβ２δ２
２ ＝ Ｖ０ （１５）

　 　 ＩＣ：ｔ′ ＝ βｓｂ
θλｌｎ( )ａ

１
θ

（１６）

将（１５）（１６）式带入（１４）式中，得到最大化问题的新表达式

ＭａｘＥ（ＶＧ）＝ － Ｖ０ ＋
ρβ２δ２
２ ＋ βｓｂ

θｌｎ( )ａ ＋
ｒｂ
θ
ｌｏｇａ βｓｂ

θλｌｎ( )ａ （１７）

将（１７）式对 β求一阶偏导，并令导数为零，－ ρδ２β － ｂｓθｌｎａ
＋ ｒλ
βｓ
＝ ０，

解得

β ＝ （４θ２ ｒλｓρδ２ ｌｎ２ａ ＋ ｂ２ ｓ４槡 ）－ ｂｓ２

２ｓθρδ２ ｌｎａ
＞ ０ （１８）

将（１８）式代入（１６）式 ｔ 表达式中得到

ｔ′ ＝ ｂ（ （４θ２ ｒλｓρδ２ ｌｎ２ａ ＋ ｂ２ ｓ４槡 ）－ ｂｓ２）
２θ２ρλδ２（ｌｎａ）( )２

１
θ

（１９）

同时，为了满足激励的有效性和订购计划的经济性，必须满足 β ≤ １，即采购人给予供应商产品
创新的报酬最多不能超过产品创新带来的实际经济效益，采购人可以据此来规定该订购计划的最大

支出限制。由（１８）式 β 表达式可以得出

ｒ ＜ ｂ
θλｌｎａ

ｓ２ ＋ ρδ
２

λ
ｓ （２０）

式（２０）给出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产品订购价格与进口产品的国内采购价格之间的关系，这一
关系可以确保订购计划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订购计划，采购人抛砖引玉，给广大科技型中

小企业指明一个发展或转型的方向以实现较高的综合效益。

（四）两种信息结构下结果的对比分析和启发

由以上分析，笔者得到以下两个结论：（１）不对称信息下供应商产品创新的努力程度低于信息对
称的情况。根据推导，由于 β ＜ １，故对比（１１）式和（１９）式，不难发现 ｔ ＞ ｔ′。（２）不对称信息情况
下，供应商、采购人在产品质量改进上的收益低于信息对称的情形。此结论可以通过对比（１２）式与
（１７）式得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信息结构对政府订购计划政策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该结论对采购人的借鉴

意义是在不能完全保证供应商行为取向的情况下，应加强对供应商产品创新的过程监督，从而消除对

供应商产品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或者防止供应商在实际产品研发过程中私自偷懒，使供应商切实通过

提高产品创新的努力来争取更多收益。然而现实情况是，即使采购人对产品情况及其生产过程非常

了解亦不可能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这其中除了双方知识结构的差异之外，采购人精力

限制也使订购计划参与双方的信息结构难以达到对称信息的理想状态。

三、引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对中小企业参与政府订购计划的影响

随着《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工作方案》的出台，作为一种有效分散风险、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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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级的市场化运作手段，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已经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引入政府采购领域。根据该方案

规定，政府采购信用担保是由专业担保机构为供应商向采购人、代理机构、金融机构提供的保证，主要

包括投标担保、履约担保、融资担保。为了简化问题，本文将这三种担保简化成一种，即担保机构出具

一个一揽子的对供应商的考察分析报告。

在本文模型的探讨中，担保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在供应商投标之前对供应商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

力进行评估，在其达到被担保标准的情况下，出具准确的 σ２ 报告和担保给采购人。故采购人对供应商
提出的产品创新要求等价于对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出具担保函的标准。由于无法知道 σ２ 的具体值，
故我们采取如下解决机制：在满足担保机构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的情况下，通过构造恰当的约束

机制促使担保公司向采购人汇报的σ^２ 接近于 Ｓ２ｙ，即使报告值的误差区间最小。
假设如下：（１）担保公司是绝对风险规避的，且工作努力成本很小。于是，在担保公司风险规避系

数为常数的情况下，得到他的风险效用函数为 Ｕ（ｗ）＝ － ｅ－ｇｗ，其中 ｇ表示风险绝对规避度，ｗ 是担保
公司从该项政府采购订购计划中得到的报酬。虽然担保公司不直接从政府订购计划中获取收益，但其

获得批准成为政府采购担保机构之后担保业务量会上升，这可视为担保机构所获的报酬。（２）供应商
创新产品质量特征值 ｙ服从正态分布Ｎ（μ，σ２），一般情况下，μ反映供应商创新产品质量指标的均值，
σ２反映供应商创新产品质量指标的方差。（３）采购人于供应商交货之后，抽样检验的产品样本数量为
ｎ，创新产品质量特征值为ｙ—，方差为 Ｓ２ｙ。由统计学知识可知，Ｓ

２
ｙ 是 σ

２ 的最小方差无偏估计量。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采购人按照如下契约，要求担保公司报告供应商产品创新的质量特征值和总

体方差。

Ｗ（ｙ，σ^２）＝
ｗ—，（１ － Δ）＜ σ^

２

Ｓ２ｙ
＜ （１ ＋ Δ

—

）

ｗ，
{

ｅｌｓｅ
（２１）

其中，ｗ ＞ ０，ｗ ＜ ０，因为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工作方案》要求，一旦担
保公司为供应商出具了担保函，在保证期间，除不可抗力外的任何供应商违约行为将都由担保公司先

行赔付；Δ与Δ
—

是满足担保公司参与约束条件下，使
１ － Δ

—

１ ＋ Δ—
达到最大值的Δ 与Δ

—

，以保证担保公司出具

的报告中有关质量特征值及方差的误差区间最小。接下来本文将证明，担保公司只有选择σ^２ 才能使
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改变政府采购计划中采购人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结构。

设 Ｐ是担保公司获得正报酬的概率，同时也是担保公司对供应商产品创新评估报告与采购人抽
样验收结果差别在约定范围内的概率。可得担保机构的参与约束条件为

Ｅ（ＵＧ）＝ Ｐ（－ ｅ－ｇｗ）＋ （１ － Ｐ）（－ ｅ－ｇｗ）
整理得

Ｅ（ＵＧ）＝ Ｐ（－ ｅ－ｇｗ － ｅ－ｒｗ）－ ｅ－ｇｗ ≥ Ｕ（０） （２２）
其中，（２２）式中 Ｕ（０）＝ － １。为了保证政府采购创新产品订购计划的经济性，采购人希望担保公

司的参与约束在等号时成立，于是可以解出

Ｐ ＝ Ｐ ＝ ｅ
ｇ（ｗ－ｗ） － ｅｇｗ

ｅｇ（ｗ－ｗ） － １
（２３）

由ｗ ＞ ０，ｗ ＜ ０ 以及 ｒ ＞ ０ 可知，ｅ－ｒｗ ＜ １，ｅ－ｒｗ ＞ １，从而得到

－ ｅ－ｇｗ
—

－ ｅ－ｇｗ ＝ ０。
所以，由（２２）式可知 Ｅ（ＵＧ）达到最大值等价于使 Ｐ达到最大值。
对（２１）式第一个条件进行简单变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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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 １
１ ＋ Δ

—
＜
（ｎ － １）Ｓ２ｙ
σ^２

＜ ｎ － １１ － Δ
—

在此，令Ω ＝ ｎ － １
１ ＋ Δ

—
，Ω
— ＝ ｎ － １１ － Δ

，于是，使
１ － Δ

—

１ ＋ Δ—
达到最大值等价于使

Ω
—

Ω
—
达到最大值，而且

Ｐ ＝ Ｐ （１ － Δ）＜ σ^
２

Ｓ２ｙ
＜ （１ ＋ Δ

—( )） ＝ Ｐ Ω
— ＜

（ｎ － １）Ｓ２ｙ
σ^２

＜ Ω( )—
假设担保公司出具的担保报告满足σ^２ ＝ ｄσ２（ｄ ＞ ０），则有

Ｐ ｄ Ω ＜
（ｎ － １）Ｓ２ｙ
σ２

＜ ｄ( )Ω ＝ Ｐ（ｄ Ω ＜ χ２（ｎ － １）＜ ｄ Ω—）＝ ∫ｄΩｄΩ ｆ（ｚ）ｄｚ （２４）

其中，
（ｎ － １）Ｓ２ｙ
σ２

～ χ２（ｎ － １），ｆ（ｚ）为该 χ２ 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将式（２４）对 ｄ求导，并令导数为零，得到
ｆ（ｄ Ω）Ω － ｆ（ｄ Ω）Ω ＝ ０ （２５）

接下来我们将证明当 ｄ ＝ １ 时，恰好满足式（２５），即担保公司出具的σ^２ 报告最准确的情况下，担
保公司获得正报酬的可能性最大。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担保机构的介入使信息结构发生了实质性

变化，根据第一部分的推导可知，供应商此时对于产品创新的努力程度会提高，而采购人的收益也会

随之提高。

由假设条件知，Δ与Δ
—

是满足担保公司参与约束条件下使
１ － Δ

—

１ ＋ Δ—
达到最大值的Δ与Δ

—

，该问题等价

于求解使
Ω
—

Ω
—
最大的Ω与Ω

—
。为了求解该最大化问题，构造拉格朗日函数如下：

Ｌ ＝
Ω
—

Ω
—
－ λ′［Ｐ（Ω ＜ χ２（ｎ － １）＜ Ω—）－ Ｐ］＝

Ω
—

Ω
—
－ λ′［∫

Ω

Ω
ｆ（ｚ）ｄｚ － Ｐ］ （２６）

将（２６）式分别对Ω与Ω求一阶偏导，并令导数为零，则有

Ｌ
 Ω
＝ －

Ω
—

Ω２
－ λ′ ｆ（Ω

—

）＝ ０

Ｌ
 Ω
＝ １
Ω
＋ λ′ ｆ（Ω）＝{ ０

解之并整理得到

ｆ（Ω
—

）Ω
—

－ ｆ（Ω—）Ω ＝ ０ （２７）

通过对比（２５）式和（２７）式，可知当 ｄ ＝ １时，担保公司出具报告的产品方差满足σ^２ ＝ σ２，并使Ｐ

和
Ω
—

Ω
—
同时最大化，即满足了订购计划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此时担保公司自身效用以及政府

和参加订购计划的供应商都实现了自身效用最大化［１５ １８］。

四、主要结论

政府订购计划区别于其他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方式之处在于产品创新成功与否是个未知

数，这种不确定性在现有的预算体制之下反而使订购计划很难惠及中小企业。由本文推导可以看出，

担保机构的介入使采购人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订购计划的风险转移至担

保机构。信息结构的改变同时也使供应商收益和采购人效用得到了提升，得到了一个理论上的纳什

均衡解。在政府订购计划中，采购人的工作重点转变为提高政府部门把握市场动态和科技动态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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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能力以及遴选适宜中小企业研发项目的能力，以制定出更为合理的订购计划，而不必过分担心产品

创新的风险问题，从而使政府在提升中小企业科技竞争力方面真正承担起导向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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