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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 ;然后从动态规划的视角, 研究了长期集体维权行动的动力机制问题 ; 最
后给出简短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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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 社会中的各种深层和隐

性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利益群体矛盾深

化, 社会阶层对立凸显, 各种群体性事件如集体维权行动不

断发生 , 日益影响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因此, 积极深入地

研究各种集体行动的发生机理、运行机制和形势走向, 是非

常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国内外已经有了很长

的历史 ,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冯巨

章[ 1] 研究了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进展, 并将各种理论

划分为3 种主要流派, 即理性选择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社

会资本理论[ 1] 。Olson[ 2] 较早地研究了集体行动理论, 并取得

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他的重要结论是集体行动具有公共物

品的属性, 因此不可避免普通成员的搭便车行为( Free rider) ,

基于集体行动的公共物品属性, 必须采用“选择性激励”( Se-

lective incentives) 。Pamela Oliver[ 3] 从理论角度研究了集体行

动中的选择性激励因素: 奖赏和惩罚。她的研究表明, 积极

的和消极的选择性激励对引致集体行动方面具有不同的“结

构性暗示”( Structural i mplications ) 。Rickard Sandell 等[ 4] 从网

络视角( Network perspectives) 研究了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 ,

然后以瑞典节欲运动为例研究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团体大

小问题。国内学术界关于集体维权行动的研究, 也取得了不

少成果。郭正林[ 5] 以湖南省李家湾为例研究了当代中国农

民的集体维权行动。他指出, 不少地方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

原因在于显性或隐性的利益剥夺。其中, 显性的利益剥夺是

直接动因。于建嵘[ 6] 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 比较系统和深入

地研究了农民集体维权活动。他扩充了斯科特的“日常抵

抗”和李连江等提出的“依法抗争”这两种解释框架, 试图用

“以法抗争”作为新的解释框架。刘能[ 7] 系统地总结了一个

关于都市集体行动的形成和个体参与的可能性的综合性理

论框架。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是以下3 个主要变量的函

数, 即怨恨的产生和解释、积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和潜在参

与者的理性选择。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 国内外学术界对集体行动理论的研

究尽管已经比较全面和深入, 但主要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的

研究, 缺乏经济学角度的分析。另外, 关于长期集体维权行

动的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也较少见。因此, 笔者试图从经济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基于技术许可中价格契约的农业知识产

权保护问题研究”( 70673064) 。

作者简介  刘兴( 1982 - ) , 男 , 山东泰安人 , 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 : 农业

经济管理。

收稿日期  2007- 08-06

学和动态规划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1  命题陈述与模型构建

集体维权行动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因素的原因 ,

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般少则数月, 多则几年。这个过

程可以视为维权代表、普通参与者以及被维权对象的长期复

杂动态博弈。笔者所关心的命题是, 什么因素支撑着长期的

维权行动得以维持。有学者认为,“他们所具有的内在推动

力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义’, 是对他们共同利益的追求和保

护”[ 8] , 尽管不否认道义的力量, 在个体理性的假定下, 我们

更倾向于认为长期的集体维权行动的动力来源在于大量参

与者的经济支持。有了一定数量的经费保障, 长期维权行动

才得以为继。维权代表只有具有一定的经济资源 , 才能应付

各种开支( 如收集信息、组织费用、零星开支、甚至误工补贴

等) 进行维权行动, 仅靠少数维权代表的“自费”通常是难以

持续的。因此 , 笔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假定是, 经济关系

是衡量维权代表和普通参与者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纽带, 也

是维权过程能够长期进行的重要动力。在长期的过程中, 普

通参与者用是否捐资和数额大小来表达他们对维权代表的

信任指数和支持指数, 以此来影响维权代表的行为, 并最终

影响维权的进程和结果。维权过程并不意味着维权利益的

一次性实现, 尤其是长期的集体维权行动通常是由多个阶段

组成的, 每个阶段都可能会伴随着实现部分利益和阶段成

果。参与者的每一阶段的捐资可看作一种投资, 维权代表在

一定的经费支持下的维权行动可看成一种生产函数。假定

维权代表的维权成果是可获得投资( 参与者的捐资) 的函数 ,

这在一定比例的参与者的捐资用于对维权代表的行动进行

“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是合理的。假设长期的维权行动有

多个阶段, 所有参与者是相同的, 每个阶段参与者的捐资为

kt , 则下一阶段的捐资为 kt + 1 , 维权代表的生产函数为 Y =

Ak t
α, A 可以反映维权代表的努力程度、能力水平甚至其他影

响维权成果的外在因素如“政治机遇结构”。当然也可能是

其他形式的生产函数, 为了便于分析, 假定为上述形式。如

果维权收益的一定比例如ξ用于对维权代表的补偿( 包括必

要的维权成本和额外的奖励) , 则参与者最后所得净回报为 :

(1 - ξ) Akt
α。参与者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c t + kt + 1 = ( 1 - ξ)

Ak t
α, ct 表示可用于个人消费的财富。这里不考虑其他来源

的收入及其引致的消费问题。另外, 假定参与者的效用函数

为 U( c t) ,β表示折算因子, 则参与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

表示为 :

max
{ ct , kt + 1}

Σ
∞

t =0
βtU(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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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约束为: c t > 0 , kt + 1 > 0 , c t + kt + 1 = ( 1 - ξ) Akt
α, t =

0 ,1 , ⋯

令 Г( k) = [ 0 , ( 1 - ξ) ] Akt
α, 则上面的最大化问题可

写成:

v( k0) = max
kt + 1 ∈Г( kt) , t =0,1 ,⋯

Σ
∞

t =0
βt U[ ( 1 - ξ) Akt

α- kt + 1]

由动态规划知识可知, 上面动态最优化问题可以写成

Bell man 方程:

v( k) = max
k′∈[0 ,(1 - ξ) Ak

α
]
{ U[ ( 1 - ξ) Akα- k′] + βv( k′) }

v( k) 表示参与者价值函数。

容易验证上面方程满足 Blackwell 条件( 单调性和折算

性) , 故此略去。

由Blackwell 条件和压缩映射定理可知, 上面 Bell man 方

程在有界函数空间中存在唯一解。若效用函数 U( ct ) =

lnc t , 求解上面方程有多种方法, 这里采用猜想验证法。假设

价值函数形式为: a + blnk , 带入上面方程可得:

max
k′∈[0 ,(1 - ξ) Ak

α

]
ln [ ( 1 - ξ) Akα- k′] + β( a + bln k′) = a + bln k

对左边求一阶条件可得: k′=
βb( 1 - ξ) Akα

1 + βb
, 并带入上面

方程可以解得最优价值函数:

v( k) * = a + bln k , 其中:

α=
1

1 - β
ln[ ( 1 - ξ) A( 1 - βα) ]

+ βα
( 1 - β) ( 1 - βα)

ln[ ( 1 - ξ) Aβα]

b = α
1 - βα

, 将 b = α
1 - βα

代入 k′= βb( 1 - ξ) Akα

1 + βb
, 可得:

k′= αβ( 1 - ξ) Aka

因此给定初始的 k , 就可以利用上面最优价值函数通过

一次迭代的方法求出每个阶段的最优 kt 。由 k′= αβ( 1 - ξ)·

Akα可知 , 在最优的选择路径上, 参与者下一阶段的捐资是所

得回报的一个常比例, 即 αβ。同时, 从这个一阶条件可以看

出, 参与者的选择主要受 α、β、ξ和 A 4 个因素的影响。α取

决于生产函数, β反映了下期收益在当期的贴现和重要程

度,ξ表示维权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对维权代表的激励大小, A

则可以反映维权代表的能力水平、努力程度以及其他对维权

成果的干扰。

2  简单小结及存在问题

简要地回顾了国内外关于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进展, 发

现尽管学术界对集体行动的发生机理、运行机制、组织形式

和行动逻辑等有了比较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但是对于长期的

集体维权行动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问题还少有研究。不

同于社会学的分析, 笔者试图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影响长期集体维权行动得以为继的最重要因素不

是所谓的“道义”因素(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也非常重要) , 遵

循奥尔森的传统, 认为集体行动的普通参与者也是理性的 ,

具有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因此, 笔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假定是

在一个长期的集体维权行动中, 普通参与者与少数维权代表

的经济关系( 是否捐资和数额大小) 是影响集体行动动态演

变的主要因素。普通参与者用这种经济关系来表现他们对

维权代表的信任程度和支持指数。而这种信任度和支持度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集体行动的动力和进程。如果一个长期

的维权行动可以看成多个阶段的组合, 则每个阶段经济理性

的普通参与者会根据上一阶段的“回报”来决定下一阶段对

维权集体行动的经济支持。正是这种经济支持, 成为集体维

权行动的动力因素。基于上面的分析, 笔者把这种互动的关

系转化成一个动态规划的问题。接着 , 构建了一个理论模

型, 分析了参与者的最优化的行为选择路径。通过计算 , 发

现在最优的选择路径上, 普通参与者的经济支持的最优选择

是所得回报的一个常比例。影响每一阶段经济支持数额大

小的因素, 包括维权代表的“生产函数”弹性、下期收益在当

期的贴现因子、维权成本和对维权代表选择性激励的大小以

及维权代表的能力水平、努力程度和其他对维权成果的干扰

如政治机遇结构等。

尽管可以从理论的角度, 运用动态规划的方法分析长期

集体维权行动的动力机制问题, 但是应该看到 , 在现实生活

中经济关系并非推动长期集体行动的唯一动力因素。“道

义”因素以及维权的沉默成本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另

外, 维权代表相比普通参与者具有更大的外部和内在压力 ,

这也往往是推动集体行动发展的重要力量。笔者在模型中

假定了多个阶段( 如趋于无穷) , 这正是为了便于计算分析 ,

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只是几个阶段而已, 因为随着维权行动的

缓慢进展, 普通参与者会失去耐心并早早退出。再次, 在模

型中假定维权代表的成果是可获得普通参与者经济支持的

函数 , 并假定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这尽管存在一定合理

性, 但是还需要现实数据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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