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号博弈: 教育兼具⼈⼒资本功能与信号功能

信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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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兼具⼈⼒资本功能与信号功能的⼆元模型

设第  类求职者（ ）的教育程度为  时, 其⽣产⼒为

 和  满⾜假设:  且 ;
教育成本函数  满⾜ 且

这些假设延续了"⾼⽣产⼒群体信号成本更低"的模型设定

其它假设:

 为凹函数、 为凸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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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信息情形

若求职者的⽣产⼒⽔平是可观测的:

第  类求职者选择社会最优的教育⽔平 :

社会最优的教育投资⽔平不是零, 并且 
⼯资⽔平 

⼩结:

由于教育可以提升产出, 社会最优的教育投资不再是零, ⽽是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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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备信息情形

我们回到求职者的⽣产⼒⽔平不可观测的情形.

存在三种可能均衡:

有效分离均衡

缺乏效率的分离均衡

混同均衡

因为  不等于 , 混同均衡肯定是缺乏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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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分离均衡

定义净收⼊函数 

请验证:  是凹的

令 :

它表示低产出群体伪装⾼产出群体的效⽤

如果 , 分离均衡可实现社会最优情形.

⼀般称此分离均衡为有效 (efficient) 分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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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分离均衡: 图例

左图中,  满⾜ 

当 位于  右侧时, 低产出群体就
不会伪装⾼产出群体, 因为此时

.

请验证: ⾼产出群体肯定不会伪装低
产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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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效率的分离均衡: 过度教育投资

左图中, 位于 左侧.

若 , 低产出群体会伪装⾼
产出群体, 分离均衡⽆法维持.

为维持分离均衡, ⾼产出群体的 
不得低于 , 此时⾼产出群体存在过
度教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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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同均衡

设低产出群体占⽐为 , 混同均衡下⼯资为

.

如果混同均衡下两类求职者效⽤都变⾼, 分离均衡很可能会朝着混同均衡演化
(or, 分离均衡被混同均衡打破),

完全有效分离均衡不会被混同均衡打破, 因为⾼产出群体⽆法从中获益.

当分离均衡存在效率损失且  低于某阈值时, 存在帕累托占优的混同均衡.

当低⽣产⼒群体规模较⼩时, 市场可能⾃发转向更优的混同均衡.

8



教育征税可提⾼社会福利

和教育只有纯信号功能的情形类似, 可通过对教育投资收税来实现社会最优.

我们使⽤连续类型, ⽽⾮⼆元类型来计算最优税收, 这⾥连续类型的计算结果可
直接⽤于⼆元类型.

假设求职者的类型构成连续区间 

我们⽤  来表示求职者的类型
类型  求职者的产出: 
类型  求职者的教育成本: 

9



最优税收

类型  求职者的最优教育⽔平  为如下最优化问题的解:

请验证:  关于  递减

命题: 存在税收函数 , 使得完全分离均衡中类型  求职者的教育投资⽔平
恰好为社会最优⽔平 .

说明:

前⾯我们只考虑了线性税收的情形, 这⾥的税收函数  可以⾮线性.
 取值可以为负. 取负值时, 政府对教育⽔平为  的群体进⾏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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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假设该有效分离均衡存在, 令  表示  的反函数.

雇主观测到教育⽔平  时, 会推断其能⼒为 , 并⽀付⼯资

记 

这个⼯资函数  等于市场给出的竞争性⼯资减去税收.

为了实现最优教育⽔平 , 我们可以直接求解社会最优的⼯资⽔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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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意类型 , 给定⼯资 , 其教育投资⽔平满⾜如下⽅程:

将  代⼊上⾯的微分⽅程, 等式两边同时对  积分, 可得到社会最优
的 .

积分后会得到⼀个常数项, 这个常数项通过 "总实际⼯资=总产出" 条件确定.
政府可以选择适当的税收政策  来实现最优⼯资 .

注:

决定最优⼯资⽅案的微分⽅程与求职者的类型分布⽆关.
也就是说, 即使将概率质量集中于  和  两点 (即我们之前的⼆元
模型情形), 结论依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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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在教育兼具⼈⼒资本功能的情形下:

1. 可能存在有效的分离均衡
2. 可能因信号需求导致⾼⽣产⼒群体过度投资教育
3. 当低⽣产⼒群体规模较⼩时, 存在帕累托占优的混同均衡
4. 总存在能实现完全有效分离均衡的税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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