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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ＩＰＯ效率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没有 ＩＰＯ模式与效率关系的专门研究。文献资料显示，ＩＰＯ
本质是一种制度的安排，是一种博弈现象。通过分析ＩＰＯ模式演化历程的特点，结合我国股市情况，提出基于
ＩＰＯ模式中散户数量与效率对应关系展开博弈研究的新思路，根据参与约束、激励约束的条件，建立理论模
型，展开博弈分析。结果发现：完全排除散户的ＩＰＯ模式效率最差；散户完全参与的ＩＰＯ模式具有ｐａｒｅｔｏ最佳
效率；散户有限参与的ＩＰＯ模式效率介于这两者之间。依据博弈分析结论，为从体制上保障ＩＰＯ模式的效率，
提出消除承销商等中间环节，建立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直接沟通的市场化机制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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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截止２０１０年底，沪市、深市股票发行速度分
别为４３５只／年、５６３５只／年，而２００４年开市的
中小板为８０５只／年，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才开市的创
业板为１５１只／年［１］，可见，我国的ＩＰＯ空前提速；
另一方面，随着股改工作的基本结束，ＩＰＯ长期囤
积的系统性风险及市场化问题已经成为股市亟待

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对股市长远发展，金

融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对ＩＰＯ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推进我国股
市发行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

的重大问题与热点问题。

围绕ＩＰＯ需要研究的是基本问题是ＩＰＯ模式
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现有

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

ＩＰＯ模式下抑价现象的实证研究。从ＩＰＯ模式演

化历程看，总体上可分为固定价格制、竞价制与询

价制等三种基本形式。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

家多采用的是询价制，国内的 ＩＰＯ模式随着经济
的深入发展，历经行政定价、交易所系统集中竞

价、上网定价、上网发行和对法人配售相结合及询

价制。运用股票上市首日的收盘价与发行价的比

值，大家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各国ＩＰＯ抑价现象
严重，效率低下。从相应ＩＰＯ模式的效率来看，固
定价格制的效率最差，询价制效率是最好的，竞价

制效率介于这两者之间。这说明ＩＰＯ模式不同，效
率也不同，ＩＰＯ模式与效率间具有内在联系。主要
国家（地区）ＩＰＯ抑价率水平比较如表１所示。

从表１可知，以美国、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抑价率水平在１０％ －２０％；新兴
市场经济国家的抑价率水平明显偏高，为 ５０－
７３％；我国证券市场的 ＩＰＯ抑价率水平则表现畸
高，为１４５２％。显然，世界各国的 ＩＰＯ模式都呈
现出不同程度的抑价现象，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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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加转轨的特点以及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我国

证券市场 ＩＰＯ抑价程度在世界范围内是惊人的
高，ＩＰＯ效率是非常低的，发行价格无法反映市场
的均衡价格水平。

表１　主要国家（或地区）ＩＰＯ抑价率水平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ｉ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ｅａｓ）ＩＰＯｕｎｄｅｒ－ｐｒｉｃ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国家或地区 发行样本数量 时间跨度 ＩＰＯ抑价率 国家或地区 发行样本数量 时间跨度 ＩＰＯ抑价率

法国 １９７ １９８３－１９９２ ４２ 意大利 ７５ １９８５－１９９１ ２７１

加拿大 ２９８ １９７２－１９９２ ５４ 新西兰 １４９ １９７９－１９９１ ２８８

奥地利 ６７ １９６４－１９９６ ６５ 新加坡 １２８ １９７３－１９９２ ３１４

荷兰 ７２ １９８２－１９９２ ７２ 墨西哥 １３２ １９８０－１９９１ ８０３

丹麦 ３２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 ７７ 瑞典 ２５１ １９７０－１９９４ ３４１

芬兰 ８５ １９８４－１９９２ ９６ 西班牙 ７１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３５

比利时 ２８ １９８４－１９９０ １０１ 印度 ９８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３５３

德国 １７０ １９７８－１９９２ １０９ 瑞士 ４２ １９８３－１９８９ ３５８

澳大利亚 ２３６ １９７６－１９８９ １１９ 台湾地区 １６８ １９７１－１９９０ ４５

英国 ２１３３ １９６９－１９９０ １２ 葡萄牙 ６２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５４４

挪威 ６８ １９８４－１９９６ １２５ 韩国 ３４７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７８１

美国 １３３０８ １９６０－１９９６ １５８ 巴西 ６２ １９７９－１９９０ ７８５

香港 ３３４ １９８９－１９９６ １５９ 马来西亚 １３２ １９８０－１９９１ ８０３

日本 ９７５ １９７０－１９９６ ２４ 中国 ２４４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１１５３

　中国数据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通过对沪市、深市、中小板、创业板股票平均得到。

　其余资料来源：张宗新《关于ＩＰＯ抑价水平的再认识》中国证券报，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５日Ａ１１版。

　　二是对抑价原因的研究。由于新股上市首日
的高抑价导致ＩＰＯ的低效率已经是常态现象，普
遍存在于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因此，如何解释抑价

现象进而推进ＩＰＯ市场化改革，学术界进行了积
极探索，形成了信号传递（Ｗｅｌｃｈ，１９８９）、累计投
标（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ａｎｄｓｐｉｎｄｔ，１９８９）、羸者诅咒（Ｒｏｃｋ，
１９８６）和代理（Ｂａｒｏｎ，１９８２；ＬｏｕｇｈｒａｎａｎｄＲｉｔｔｅｒ，
２００２）等理论［２－６］，其中以代理理论最为显著。既

然传统的ＩＰＯ抑价理论对成熟市场不到２０％的
平均抑价水平都缺乏足够解释能力，对国内 Ａ股
１００％以上的平均抑价水平就更加力所不及。因
此，国内一些学者［７－１２］转而对 Ａ股市场结构、制
度和代理交易行为等因素的分析，探讨 Ａ股抑价
原因及市场化之路。相关研究表明 Ａ股 ＩＰＯ抑
价归因于政府“审批”的决定，股票发行市场的制

度性缺陷等。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各国 ＩＰＯ模式下的高抑
价导致低效率问题，从实证方面进行了有力的验

证，从影响因素、原因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

是仍然没有解决ＩＰＯ模式与效率关系这个基本的
问题，没有诠释不同 ＩＰＯ模式是如何内在地主导
效率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本文的研究不

仅可以丰富我国的证券市场理论基础，还对实践

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方面，Ｂａｒｏｎ与Ｌｏｕｇｈｒａｎ
及Ｒｉｔｔｅｒ等人的代理理论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启示
与理论基础。既然 ＩＰＯ本质上是一种代理现象，
是一种博弈，首先应从机制设计方面对 ＩＰＯ模式
科学性进行思考，运用参与约束、激励约束条件揭

示ＩＰＯ模式与效率间的内在关系。从ＩＰＯ模式演
化的历程看，固定价格制完全排除了投资者参与，

效率最差；询价制参与的人数多些，效率好些；竞

价制参与的人数介于固定价格制与询价制之间，

效率也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可见，ＩＰＯ模式中投
资者数量与效率间具有内在关系，从 ＩＰＯ模式中
投资者的数量研究效率问题，展开博弈分析是可

行的，也是合理的。由于我国股市中散户的数量

与资金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文拟在现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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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尝试从散户角度对ＩＰＯ模式与效率问题，
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展开博弈分析，从理论上揭示

ＩＰＯ模式与效率间关系问题。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 Ａ股市

场博弈主体（局中人）的抽象与策略分析；第三部

分就局中人所有可能的博弈模式及效率进行研

究；第四部分依据博弈分析结论，就如何进行市场

化的ＩＰＯ机制设计提出具体操作建议；第五部分
为结论。

２　股市博弈主体及策略集分析

根据参与股市的利益主体，局中人分为政府

（Ｇ）、上市公司（Ｃ，委托人）、承销商（Ｓ，代理人）
及中小投资者，又名散户（Ｐ）。
２１　政府

自１９７８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经历
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现在经济环境

发生了很大变化，证券市场也得到了长足进步。

截止２０１０年８月２日，沪深两市的市值达２１１５
万亿元，股票总市值首超我国 ＧＤＰ①，股市已经成
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的重点，使得政府对

股市具有监管与扶持国企上市改制两个职能，相

应地，也具有两个策略。策略一是充当公正的监

管人，使社会总剩余最大化；策略二就是与上市公

司（当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合二为一，

谋取公司利润最大化。本文立足于政府的监管职

能进行研究。

２２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唯一目的就是筹资。它

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面对众多的投资者，它需要

设计一个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使得自己的期望

效用最大。表面上，在面对许多代理人的机制设

计问题中，委托人好像势单力孤，实际上，委托人

并不是代理人的＂唐僧肉＂，它要求满足预算平衡
约束（ＢＢ）：委托人必须从转移收益中获得足够的
收入以补偿其成本。

２３　承销商与散户
承销商②与散户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都是

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对股票进行价值投资，谋取

红利，赚取股票价差。但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中，

法律赋予了承销商与散户不同的地位，使得他们

天然地成为了对手，演绎着零和博弈的游戏③。

但是，他们的行为策略是一样的，即理性投资者要

参与一个游戏，至少它应该符合个体理性（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Ｒ），又叫参与约束，激励约束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Ｃ）。

３　可能的博弈模式与资源配置效率

３１　排除散户的ＩＰＯ模式与效率
当散户不参与 ＩＰＯ，买方只有为数不多的承

销商（Ｓ）参与博弈，买方力量相当薄弱，可以考虑
一个两代理人的问题。卖者提供一个单位的商

品，供给成本ｃ服从区间［ｃ，珋ｃ］上的分布 Ｐ１（·），
其密度函数 ｐ１（·）是可微且严格为正。具有单
位需求的买方，其价值ｖ服从区间［θ，珋θ］上的分布
Ｐ２（·），其密度函数 ｐ２（·）是可微且严格为正，
令ｘ（ｃ，ｖ）∈［０，１］代表交易发生的概率，ｔ（ｃ，ｖ）
代表买方对卖方的转移收益。卖方与买方的期望

效用函数ｕ１（ｃ）、ｕ２（ｖ）可表述为：

Ｕ１（ｃ）＝Ｕ１（珋ｃ）＋∫
珋ｃ

ｃ
Ｘ１（γ）ｄγ　 和 　Ｕ２（ｖ）

＝Ｕ１（ｖ）＋∫
ｖ

ｖ
Ｘ２（ｖ）ｄｖ

预算平衡（ｔ１（ｃ，ｖ）＋ｔ２（ｃ，ｖ）＝０）意味着：
ＥｃＴ１（ｃ）＋ＥｖＴ２（ｖ）＝０
通过分部积分，可得：

Ｕ１（珋ｃ）＋Ｕ２（ｖ）＝∫
珋ｃ

ｃ∫
珋ｖ

ｖ
ｖ－
１－Ｐ２（ｖ）
ｐ２（ｖ

( )）
－ ｃ＋

Ｐ１（ｃ）
ｐ１（ｃ

( )[ ]
）
ｘ（ｃ，ｖ）ｐ１（ｃ）ｐ２（ｖ）ｄｃｄｖ （１）

①

②

③

周松．股市发展的历程．［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００８０２／０００８７３．ｈｔｍ，２０１０－８－２．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承销商在资金、地位、发言权等方面与散户有很大区别，他们认为应该在ＩＰ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由于我
国目前ＩＰＯ的封闭性、垄断性、分割性、证券承销商做的多是些公关的“简单劳动”，他们凭借特权，攫取垄断利润，这是极不公平的。
他们的信息生产与价值发现职能更应该体现地二级市场，而不是在发行市场。

相关文献研究表明，我国股市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股市抽出的资金远远大于输入的资金，表现为股民投资股票时，是大面积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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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个体理性等价于Ｕ１（珋ｃ）≥０和Ｕ２（ｖ）≥０，
因此配置ｘ（·）可实施的必要条件是式（１）的右
边非负。

由于配置的有效性要求ｘ（·）＝ｘ（·），这
里ｘ（ｃ，ｖ）＝１，如果ｖ≥ｃ；否则ｘ（ｃ，ｖ）＝０。可
以验证如果 珋ｃ＞ｖ且ｃ＜珋ｖ，同时，ｘ（·）＝ｘ（·），
则式（１）不可能成立。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假定卖方的成本和买方的价值分别为［ｃ，珋ｃ］
和［ｖ，珋ｖ］上有严格正的，可微密度函数，且交易有
效（ｃ＜珋ｖ）和（珋ｃ＞ｖ）的概率都非零，则不存在一个
有效交易结果同时满足个体理性，激励相容和预

算平衡约束。因此，完全排除散户的 ＩＰＯ模式效
率很低。

３２　散户完全参与的ＩＰＯ模式与效率
如果从体制上保证散户（Ｐ）完全参与 ＩＰＯ的

各个环节。此时，上市公司（Ｃ，委托人）要求满足
预算平衡；承销商（Ｓ，代理人）与散户（Ｐ）本质上
已经归于一起，要求满足个体理性（ＩＲ）及激励相
容（ＩＣ）约束。

如果买、卖双方关于对方的信息不完全，且无

效交易的概率非零，则他们不可能获得交易的所

有利润。但是，如果有很多买方和卖方，近似于

Ｐａｒｅｔｏ最优的配置应该可以实施。
假定买卖双方的类型服从连续分布，每一个

卖方有一个单位的商品待售其机会成本 ｃ（独立
于其他卖方和买方的成本价值）取自［ｃ，珋ｃ］上的
分布Ｐ１。类似地，假定买方具有单位需求，其价
值ｖ取自［ｖ，珋ｖ］上的独立分布 Ｐ２。如果 珋ｃ＞ｖ。则
出清价格π由Ｐ１（π）＝１－Ｐ２（π）确定。令 ｘ１∈
［０，１］和ｘ２∈［０，１］分别代表卖方卖和买方买的
概率。则市场为交易双方提供如下机制以达到有

效结果：“如果 ｃ^≤π，ｘ１（^ｃ）＝１且ｔ１（^ｃ）＝π否则，
ｘ１（^ｃ）＝ｔ１（^ｃ）＝０；如果 珋ｖ≥π，ｘ２（^θ）＝１且 ｔ２（^ｖ）
＝－π。否则 ｘ２（^ｖ）＝ｔ２（^ｖ）＝０”。这说明：散户
完全参与的ＩＰＯ模式具有ｐａｒｅｔｏ最佳效率。
３３　散户适度参与的ＩＰＯ模式与效率

假定买卖双方对是否成交及以何价格成交进

行协商，只要交易双方具有相同的时间偏好，博弈

即可进行。不妨考虑单一买方与卖方情形，假定

议价博弈从０期开始，交易双方都以利率 ｒ＞０对
未来进行贴现。假定成本为 ｃ的卖方和价值为 ｖ
的买方在时刻 τ（ｃ，ｖ）达成协议并以价格 ｚ（ｃ，ｖ）

成交，τ＝＋∞表示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可以通过求解期望交易利润：

Ｅｃ，ｖ［（ｖ－ｃ）ｘ（ｃ，ｖ）］

ｓ．ｔ．　　Ｅｃ，ｖ｛［Ｊ２（ｖ）－Ｊ１（ｃ）］ｘ（ｃ，ｖ）｝≥{ ０
这里：

Ｊ１（ｃ）≡ｃ＋Ｐ１（ｃ）／ｐ１（ｃ）　Ｊ２（ｖ）≡ｖ－（１－
Ｐ２（ｖ））／ｐ２（ｖ）

反之，如果ｘ（·）是
ｍａｘＥｃ，ｖ［（ｖ－ｃ）ｘ（ｃ，ｖ）］

ｓ．ｔ．　　Ｅｃ，ｖ｛［Ｊ２（ｖ）－Ｊ１（ｃ）］ｘ（ｃ，ｖ）｝≥{ ０
的解，则只要 Ｘ１（ｃ）－Ｅｖｘ（ｃ，ｖ）非增且 Ｘ２（ｖ）＝
Ｅｃｘ（ｃ，ｖ）非减，就存在满足ＢＢ，ＩＲ和ＩＣ的转移收
益函数ｔ（∵），令 ｕ≥０代表方程拉格朗日乘子，
则规划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Ｒ＝Ｅｃ，ｖ（｛（ｖ－ｃ）＋ｕ［Ｊ２（ｖ）－Ｊ１（ｃ）］｝ｘ（ｃ，
ｖ））

其一阶条件为：

ｘ（ｃ，ｖ）＝
１，ｖ＋ｕＪ２（ｖ）≥ｃ＋ｕＪ１（ｃ）

０，{ 其他

这样，当且仅当：

ｖ－ ｕ
１＋( ｕ

１－Ｐ２（ｖ）
ｐ２（ｖ）

≥ｃ＋ ｕ
１＋( )ｕＰ１（ｃ）ｐ１（ｃ）

时，交易发生，它也是最优交易规则。因此，

散户有限参与的ＩＰＯ模式具有有限效率。

４　ＩＰＯ市场化机制设计

４１　消除承销商
从博弈分析结论可知，投资者数量多少决定

了ＩＰＯ的市场化程度，也决定了 ＩＰＯ模式的资源
配置效率。ＩＰＯ市场化改革的原则是：应该充分
让广大的散户投资者参与到 ＩＰＯ中来，消除承销
商，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建立起上市公司与广大投

资者之间直接对话、沟通的机制。

承销商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

作用。在证券市场建立初期，资金匮乏，人们的投

资理财意识不高，承销商通过发挥资金的集聚功

能、信息生产等功能，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承销商也面临

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承销商从拟上市公司那里取

得报酬，须为其提供良好的服务；另一方面，承销

商又必须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上，向公众揭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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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避免承担与披露信息相关的法律责任。

另外，承销商本质上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它的一切

行为都是为了自己利润最大化。因此，没有任何

理由要求它做出符合其他局中人要求的行为。

现在承销商的作用正日益弱化。在代销制

下，承销商可能采取美化包装拟上市公司、虚假陈

述等手段，尽量向投资者推销证券；在包销制下，

承销商可能采取高估拟上市公司的新股发行价

格，并人为哄抬交易价格等方式来设法获取尽可

能大的承销价差。此外，信息不对称还使证券监

管机构对证券承销商以及拟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

无法进行有效的查处，易使证券承销商和拟上市

公司合谋舞弊、欺骗投资者，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我国目前离谱的高抑价现象与资源配置效率，以

及股票上市后长期的弱势走势说明，承销商在

ＩＰＯ中的正面作用并不显著。我们应该承销商作
为一名普通的投资者对待，通过设计科学的机制，

从体制上保证ＩＰＯ模式的科学性与发行效率才是
上策。因此，消除承销商、尽量减少中间环节是一

级市场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与关键所在。

４２　ＩＰＯ市场化机制设计
根据博弈分析结论可知，为了创设高效的

ＩＰＯ机制，应该让广大的投资者参与到 ＩＰＯ各个
环节。首先，分散股票。以每一个申购新股的股

票账户为基本单位，限定申购上限。这个上限依

据股市资金阶段性情况与股票的具体情况而定，

原则上应该尽可能地小。这样才能把新股筹码充

分地释放出来，分散股票，避免机构投资者对它的

垄断性，充分保证资源配置的市场性，真实反映二

级市场实际需求情况。由于限定了每一个申购账

户的上限，这使得所有的证券投资者处于平等竞

争的地位，投资者的意愿与动机在二级市场通过

买卖股票表现出来，体现了极好的公平性与市场

性。同时，减少了中间环节，极大地减少许多不必

要的人为成本，增加发行过程的透明性与公正性。

其次，自由出价。投资者根据拟上市公司提

供的详细公司情况，对限购的股票数量自由出价。

由于现在是信息时代，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容易

被投资者所了解，同时，由于出价的投资者数量非

常多，充分体现了市场化原则，这使得最后确定的

新股价格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市场资

金的准确信息。

然后，累计订单金额、确定股票是否发行及发

行价格。主要内容数学表述如下：假设各投资者

对某只新股愿意购买的数量为ｆ１，ｆ２，ｆ３，…，ｆｎ，…，
（ｆｉ≤ｆ，ｉ＝１，２，…）（ｆ为每一个账户的限购上
限），愿意支付的价格为ｐ１，ｐ２，ｐ３，…，ｐｎ，…（这里
把每一个账户的申购价格 ｐｉ按照从高到低顺序
排序）。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按照价格从高到低

累计至ｐｎ，订单金额如果满足：∑ｆｐ≥ｍ，且珋ｐ≥
ｐ，则股票发行成功（ｍ为上市公司心目中的筹资
额为，珋ｐ是申购成功的投资者竞购价格的平均价，
ｐ是上市公司心目中的底线价格）。如果出现：

∑ｆｐ＜０，且珋ｐ＜ｐ情形，上市公司可以选择放弃
上市。这说明该只新股没有得到投资者认可，不能

上市。虽然，ｍ与 ｐ是上市公司心目中愿意接受
的筹资额与最低价格，但是管理层可以对 ｍ依据
法规适当进行管制。这样，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就

建立了直接对话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发行市场的

市场化及与流通市场的衔接问题。

最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明确各主体的责权

利关系。管理层在上市公司的资格审核、申购机

制的建立、申购过程的监控及市场管理方面需要

发挥监管职能。这种机制应该是在政府监管与主

导下，充分利用网络、电信、电视等传媒工具，接受

公众的广泛监督，把上市公司、会计事务所、审计

事务所、司法部门、投资者等相关参与者纳入一个

有序的竞争机制中，规范各自的责、权、利，创设一

个公开、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５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①ＩＰＯ模式
与效率本质上是一种政府选择行为，是一个制度

安排方面的问题，是一种机制设计。②ＩＰＯ模式
中投资者数量决定了资源配置效率。投资者完全

参与时，效率最高；完全排除投资者时，效率最低；

投资者有限参与时，交易也有一定的效率。③承
销商的历史作用日益弱化，为了从体制上保证

ＩＰＯ模式的效率，政府应该充分发挥监管职能，消
除承销商等中间环节，建立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直

接沟通与协商的讨价还价机制。



第１２期 黄秀海：ＩＰＯ模式与效率的博弈分析 ·７３　　　·

参考文献：
［１］　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查询与辅助决策系

统”数据计算得到，ｈｔｔｐ：／／ｄｂ．ｃｅｉ．ｇｏｖ．ｃｎ／ｓｃｏｒｐｉｏ＿ｏｎｌｉｎｅ／
ａｓｐｘ／ｍａｉｎ．ａｓｐｘ？ｗｉｄｔｈ＝１０１４＆ｈｅｉｇｈｔ＝７０８［ＥＢ／ＯＬ］．

［２］　Ｗｅｌｃｈ，Ｉ．，Ｓｅａｓｏｎｅｄ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ｎ
ｄｅｒｐｒｉｃｉｎｇ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Ｊ］，
１９８９，Ｖｏｌ．５７，ｐｐ．４２１－４５０．

［３］　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Ｌ．Ｍ．，ａｎｄＳｐｉｎｄｔ，Ｐ．Ａ．，Ｈｏｗ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ｅ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Ｏｆｆｅｒ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Ｉｓｓｕ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１９８９，Ｖｏｌ．７，ｐｐ．３４３－３６２．

［４］　Ｒｏｃｋ，Ｋ．，ｗｈｙＮｅｗＩｓｓｕｅｓＡｒｅＵｎｄｅｒｐｒｉｃ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
ｎａｎｃｅ［Ｊ］，１９８６，Ｖｏｌ．４４，ｐｐ．１８７－２１２．

［５］　Ｂａｒｏｎ，Ｄ．Ｐ．，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
ｉｎｇＡｄｖ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ＮｅｗＩｓｓｕ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１９８２，Ｖｏｌ．７８，ｐｐ．９５５－９７６．

［６］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Ｔ．，ａｎｄＲｉｔｔｅｒ，Ｊ．，ＷｈｙＤｏ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ＧｅｔＵｐｓｅｔ
ａｂｏｕｔＬｅａｖｉｎｇＭｏｎｅｙｏ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ｉｎＩＰＯ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２００２，Ｖｏｌ．１０５，ｐｐ．４１３－４７４．

［７］　田利辉．金融管制、投资风险和新股发行的超额抑价．金
融研究［Ｊ］，２０１０（０４）：８５－１００．

［８］　徐浩萍．国有企业ＩＰＯ发行折价：基于政策信号理论的解
释．金融研究［Ｊ］，２００９（１０）：１３３－１４９．

［９］　邵新建．中国 ＩＰＯ中的机构投资者配售、锁定制度研究．
管理世界［Ｊ］，２００９（１０）：２８－４１．

［１０］　陈祥有．主承销商声誉与 ＩＰＯ公司持续督导期间信息披
露质量．经济学家［Ｊ］，２００９（１２）：７６－８３．

［１１］　周孝华．我国股票发行审批制与核准制下 ＩＰＯ定价效率
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Ｊ］，２００６（１１）：１３－１８．

［１２］　刘煜辉．股权分置、政府管制和中国ＩＰＯ抑价．经济研究
［Ｊ］，２００５（５）：８５－９５．

Ｇａ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ＰＯ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ＨｕａｎｇＸｉｕｈａ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ＰＯ’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ｓａｈｏ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ｐｏ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ＰＯｍｏｄｅｓａｎｄ
ｉｔ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ｈｏｗｓＩＰＯｔｈａｔｉｎｅｓｓｅｎｃｅ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ａｍ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Ａｎｅｗ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ｔａｉｌ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ＩＰＯ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ｒｏｍｉｔｓｅ
ｖｏｌｖ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ｇａｍｅｍｏｄｅｌ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ｔｈａｔ
ＩＰＯｍｏｄｅｓｆｕｌｌｙｒｕｌｉｎｇｏｕｔｒｅｔａｉｌ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ｈａｖｅ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ｔａｉｌｉｎｒｅｓｔｏｒｓｐｏｓ
ｓｅｓｓＰａｒｅｔｏｏｐｔｉｍ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ｓｈａｖ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ｔａｉ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ｒ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ｅｔｏ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ｕｎ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ｍｉｄｄｌｅｌｉｎｋｓ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ａ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ｍａｒｋｅ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ｅ
ｔｗｅｅｎｌｉ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ＰＯｍｏｄ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ａ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上接第６７页）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ＣｈｅｎＨａｉｔａｏ１，ＹｕＸｉａｏｙｕ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１３００２５，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４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ＯＥＭ）ｉｓａｓｅｔ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ｐｒｏｂａ
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ｗｖｅｎｔｕｒ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ａｎｄ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ａ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１０８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ｓｔａｒｔ－ｕｐｓｂｙ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ＯＥ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ＯＥ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ＯＥ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ｈａｓｎｏ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ＯＥＭ．Ｂｏｔｈ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ＯＥ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ｒｔ－ｕｐ；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