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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
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
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
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
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
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
“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
书系”则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
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
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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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全书共分10个章节，主要对信息与激励经济学
的基础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信息经济学概述、逆向选择、信号发送与信息甄别、道德风险、
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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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最后，本书并不要求读者掌握很多的数学知识，当然，初步的微积分与概率论知识是需要的。
例如，你需要借助于“导数”来描述“边际”的概念，需要通过求“期望值”来得出“期望效用”，
需要知道“平均分布”的含义，等等。
1.2.3 使用本书既适合高等院校高年级的本科生使用，也可以作为低年级研究生的教材，相应的课程名
称可以是：“信息经济学”、“激励经济学”、“激励理论”、“委托一代理理论”等，此外，对于
更为高级水平的“激励理论”、“契约理论”、“规制经济学”等课程，阅读本书显然是很好的前期
准备。
书中标有“*”号的文字内容（包括习题）是为学有余力的读者而准备的。
数学基础不太好的读者可以跳过书中的数学公式而只看文字部分，对于个别借助较多的数学来求解的
过程，我还特地安排了相应的来自于经济学直觉的解释。
不过，以我的经验，数学不仅非常有助于我们精确地理解问题，有时还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仅凭文字推
理难以察觉的细节。
所以，我还是建议有相应数学基础的读者能仔细阅读数学推导的内容。
针对那些对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本书提供的“进一步的阅读”为你熟悉相关的研究
文献提供了便利，借助于后面的“文献指南”，你可以轻松地找到这些文献。
对于那些使用本书的低年级研究生来说，可以根据兴趣有选择地仔细研读每章“进一步的阅读”中涉
及的文献。
我甚至建议可以在课堂上选取其中的部分经典文献进行讲解，这对于研究生体会如何开展经济学研究
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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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自己还是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曾和陆铭（当时我们是同班同学）合作写过一篇用效率工资模型解
释国有企业为何效率低下的文章，后来该文发表在1998年的《经济研究》上。
现在想起来，这应该算得上是我早期应用信息经济学的记录了吧。
不过，直到2002年，我才开始参与信息经济学方面的教学。
那年秋季，我加入了由张军老师负责的研究生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后来其中的“信息经济学”部
分就成为我负责的内容之一。
那些讲稿不久编人了张老师主编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记得当时主要参照的是马斯一科莱尔等
人（Mas-Cole，et al.）的以及范里安（Varian）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程中的相关内容（Mas-Colell，A.
，M.D.Whinston and J.R.Green，1995，Microeconomic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Varian，H.R.
，1992，Microeconomic Analysis，New York：W.W.Norton &Company.）。
从2003年起，我又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陆铭副教授与寇宗来博士等人共同开设“激励理论”课程，
用的是拉丰和马赫蒂摩（Laffont and Martimort）的《激励理论（第一卷）：委托一代理模型》教材。
在这几年间，我发现经济学学科招收的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在惊人地增长，然而，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
人会最终为做学问而攻读博士学位，因而我们在教学中常常不得不面临众口难调的困惑，要么有些学
生“吃不饱”，要么更多的学生“消化不良”。
记得当时我们西方经济学学科组曾经提出过将硕士研究生分成两个班开课的设想，而读者手中的这本
《信息与激励经济学》便是我所酝酿的面向大多数硕士研究生（包括本科生）的教材：遵循主流经济
学的规范而不是信口开河，强调经济学的直觉而不要求掌握复杂的技术，引导读者观察与思考现象而
不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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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与激励经济学(第2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从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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