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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艰难的博弈分析

杨国玉 金希萍
(成都信息工程学 院 四川成都 610 1 03 )

摘 要
:
本文以 两所学校为例

,

用博弈论的方法对这两所 学校的减 负决 策行为进行 了分析
,

揭示 出减负困难的根本原

因所在
,

并对其原因进行 了说明
,

提出 了解决减负问题的具体方案 与对策
,

同时指 出减 负真正落到实处
,

不是一跳而

鱿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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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竞争是两个对立面
,

合作优于竞争
,

合

作可以使双方受益
,

竞争则使双方收益减少
。

然而

现实经济生活中
,

如在学校减负问题上
,

人们往往

会选择后者
。

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不明智 的行为

吗 ? 笔者试用博弈论中的模型来说明其中道理
。

博

弈论说明了在对对手行为做出充分预测的基础上
,

作出最佳战略选择问题
,

即博弈战略选择
。

因为博

弈战略能够指导参与者改变博弈中涉及 的所有可

能变量的行为模式
,

使参与者通过 战略选择来增

加
、

降低各变量或保持各变量不变
。

例如
,

只有参与

人 x 和参与人 Y进行的博弈战略选择
。

参与人 x 将在

考虑到参与人Y行为的情况下
,

作出 自己最好战略

的选择
,

同样参与人 Y也将在考虑参与人 X的情况

下
,

作出自己的最优战略选择
。

这样就使得博弈达

成均衡
,

.

这就是纳什均衡
。

的人数 ) ; ( 5) 两校无法相互商量 ; ( 6) 两校在一年内

不会改变自己的战略
。

这时
,

两所学校只有两种战略选择
: 一是减负

,

二是不减负
。

这样可能会出现四种结果
: 两校都不减

负各 自升学 1 00 人 ;两校都减负
,

各升学 100 人 ; A校

减负
,

B 校不减负
,

A校升学 50 人
,

B校升学巧O人 ; A

校不减负
,

B校减负 ; A校升 150 人
,

B校升 50 人
。

针对

这回种可能结果
,

两所学校都有四种不同支付
,

请看

下面博弈支付矩阵
。

A学校战略选择

减负 不减负

减负

不减负

A学校升学 100

B学校升学 1 00

A学校升学50

B学校升学 100

A学校升学巧 O

B学校升学 5 0

A学校升学 100

B学校升学 100

B学校战略选择

一
、

减负艰难的博弈分析

减轻学生的负担是我 国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

重要要求
。

但将减轻学生的负担 (以下简称
“

减负
”

)

落到实处却困难重重
。

本文将用博弈论的思想
,

研

究减负困难的原因所在
。

由于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

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 以及这种决策 的

最终均衡问题
。

用它分析减负的问题
,

会给有关部

门的实际决策提供很大的帮助
。

首先
,

作如下假设
:
( 1) 在该地区仅有两所学校

,

A校和B校 ; ( 2) 两所学校均以利益最大化作为战略

决策的出发点
,

即两所学校均是理性 的 ; ( 3) 两所学

校的各种条件均相同
,

包括学生的数量和质量
、

教

学质量
、

教学设备等 ; ( 4) 每年该地区升人重点校的

人数总共为2 00 人 (以下的升学人数均指升人重点校

两校都面临着两种战略选择
:

减负和不减负
。

给

定 B校不减负的情况下
,

A校的最佳选择是不减负
,

(因为A校减负只能升学 50
,

不减负却升学 1 00 人
,

减

负少升学 5 0人 ) ;给定B校减负的情况下
,

A校的最佳

选择仍是不减负 ( A校减负可升学 100 人
,

不减负却

升学 150 人
,

不减负多升学 50 人 ) ; 同样道理
,

在给定

A校的战略选择的情况下
,

B校的最佳决策选择均为

不减负
。

这样沸B两校的最优选择均为不减负
,

即不

论对方选择哪种战略
,

另一校的最优选择为不减负
。

请看请看下面博弈支付矩阵
,

就更容易理解两校的

战略选择
。

A学校战略选择

减负 不减负

减 负

不减负

A学校升学变化 O

B学校升学变化 O

A学校升学变化一 50

B学校升学变化 十 50

A学校升学变化十 50

B学校升学变化一 50

A学校升学变化 0

B学校升学变化O

B学选校战略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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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
“ 十 ”

代表升 学人数与往年相比的增加童
;

( 2)
“ 一 ”
代表升学人数与往年相 比的减 少全

;

( 3 )
“ 。 ”
代表升学人数与往年相 比的不 变全

。

从上面分析
,

可以得到两校的行为均衡为
: 不

减负
,

不减负
。

如果一个地区有多所学校
,

各个学校

的最优选择仍是不减负
。

如果减负
,

升学的人数减

少
,

会使学校 自身利益受损
,

必然导致学校选择不

减负的决策
。

二
、

减负艰难的背后原因

由上可知
,

每一所学校都是理性的
,

必然会从

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
,

从 而产生了学校的理性与

素质教育的目标之间的矛盾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首先
,

衡量学校好坏的极为重要的指标仍是升

学率
。

升学率高的学校
,

声誉高
,

学校发展得就好 ;

而升学率低的学校声誉就差一些
,

发展得也慢
。

因

而
,

任何学校都会从 自身利益 出发
,

而不会自愿减

轻学生负担
。

其次
,

家长的望子成龙的强烈愿望
。

家长总希

望 自己的孩子升学
,

特别是进人名牌学校使自己的

子女成长得更好
。

因而
,

家长希望给学生增加负担
。

第三
,

社会主管部门和监管不到位
。

监管主要

集中在其它方面
,

而对减负的监管流于形式
,

睁一

只眼
,

闭一只眼
。

第四
,

地方对学校实施保护
。

在全县全市至全

省 (区 )
,

毕竟有许多学校需要竞争有限的升学指

标
,

如果严格监管会使本地 区的升学率降低
,

地方

政府也总希望升学的人数越多越好
,

在一定程度

上
,

限制了监管的落实
。

最后
,

教育宏观环境的影响
, 。

现在正是由应试

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
。

在这一过程 中
,

有许多问题

不是一下能全部彻底解决的
。

三
、

解决方案与对策

第一
,

建立合理评价机制
,

正确对待学校减负

而损失的机会成本
。

这个合理评价机制
,

就要公正
、

公平
、

合理评价每一所学校毕业的学生
,

而不再把升

学率作为主要或唯一的评价标准
,

而从每个毕业生

的综合素质进行考评
,

包括学生学习能力
,

适应环境

能力
,

思维能力
,

道德水平
,

身体状况等方面进行综

合考核
,

把学生的各方协调发展作为重要方面来考

核
,

并加以量化
,

进行公布
,

使人们认识到学生的综

合素质
,

对将来发展的重要性
,

从而认识到素质教育

的意义
,

而不致使学校声誉下滑
,

招生人数萎缩
。

第二
,

加强监督检查
,

提高监控力度
,

并建立学

校间的机制
,

教育机关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

本地实际情况的监管措施
,

并将其落到实处
。

充分发

挥不同学校的资源的作用
,

作到优势互补
,

利益共

享
,

合作发展的道路
。

如果两所学校在决策的时候
,

充分沟通
,

相互信任
,

相互合作
,

就可以使博弈结束
,

降低了成本
,

风险减少
,

收益上升
。

因此
,

从成本收益

可行性的角度考虑
,

合作就需建立两校间的有效的

合作机制
,

共同发展
。

此外
,

加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重要性的宣传
,

转变人们对过去升学观的认识
。

这要

通过社会各方努力
,

如政府
、

媒体
、

学校等宣传
,

就是

转变人们头中根深蒂固的教育观
,

特别是通典型案

例进行引导
、

教育
,

使人们真正意识到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的重要意义和美好前景
。

最后
,

学校要从应试教育尽快转变到素质教育
。

素质教育旨在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

综合素质势必带

来应试能力的提高
,

同样会达到升学的 目的
,

也培养

综合素质强的毕业生
。

因而
,

要求学校从实际出发
,

制定符合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学生培养方

案
,

从师资的配备到教法的转变
,

再到课程的设置与

安排
,

形成一套可操作的措施
,

这样就可以充分调动

学生自身的主动性
、

积极性和创造性
,

激发 自身的兴

趣和求知欲
,

更好完成自己的学业
,

为自己成为一个

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

总之
,

减负要落到实处
,

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

须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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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造性而起作用
。

我国近年来大力提倡政府采

购
,

主要是为了完善财政支 出管理制度
,

保证 国家

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腐败
,

但对于如何通过这一政

策工具刺激创新注意不够
。

政府市场可以充当创新

产品的实验场所
。

政府采购实施的对象可以是处于

产品或产业生命周期早期 阶段的创新及那些政府

是新产品 (服务 )的最终使用者的创新
。

政府采购对

创新 的作用甚至大于政府提供研究与发展 自主的

作用
。

用
、

开发三类研究的协调展开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特

点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经济运行机制 ; 培育市场

化的创新社会支撑服务体系等方面
,

从而在宏观上

营造适宜技术创新成长的机制和社会环境
,

推动产

业结构的升级
。

四
、

结束语

本文针对我国现实国情
,

提出构建完备的国家

创新体系 ;加强产学研合作
,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

创新体系 ; 重视对创新资源的配置
,

引导基础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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