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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收益视角下的企业“诚信经济人”选择

李姣姣1，2 干胜道1渊博士生导师冤
渊1.四川大学商学院 成都 610065 2.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本文试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角度诠释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失信行为并提出实现诚信行为的建议，以期能够实现

全社会经济行为边际收益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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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无形社会资本，诚信能够有效提高经济主体的市

场竞争力和市场交易效率，能够维系和促进市场经济的不断

繁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特殊资源。然而现实中

却存在众多的造假贩假和资信度缺失等非诚信行为，从经济

学角度来看，企业经营的失信成本远小于失信收益是诚信缺

失的根源，因此本文将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诠释市场经济

的失信行为和诚信行为。

一、企业经营的失信成本与失信收益

企业失信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它的发生不只是

因为企业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或者缺乏职业道德，其根本原

因是由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下，失信行

为的收益与成本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以致失信行为成为一种

体现经济人理性的行为。

1. 失信成本。失信成本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为自我的
失信行为而付出的代价。依据经济学观点，成本既包括外显成

本也包括内含成本。因此本文将企业经营失信成本分为三类：

淤直接成本，指获得赝品产生的直接成本，包括生产工具、生
产材料、购买价款、职工薪酬、管理费用、假冒商标、伪造专利

等开支，用A表示；于处罚成本，包括可能被查封财产、冻结资
金、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罚金、吊销营业执照、承担刑事责任等

的总和，用B表示；盂机会成本，包括失信行为受到道德舆论
谴责或者因破坏信用声誉而丧失合作机会甚至被迫出局或破

产等而造成的无形损失，用C表示。
失信成本可表达为：

CP员=A+P（B+C） （1）
企业经营的失信成本包括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部分。

A表示无论企业经营的失信行为被发现与否，进行失信经营
都要负担相应的固定成本；而P（B+C）部分不仅与处罚金额
和信誉损失有关，还与能否被发现的概率有关，所以这部分成

本属于变动成本。

2. 失信收益。企业经营选择不诚信行为，是因为企业不
诚信行为能够给企业带来收入，而且在一家期间内这些收入

是相当可观的。企业不诚信行为可能获得的收入包括：淤低成
本带来的收入，如使用劣质材料生产加工、仿冒名牌商标、拖

欠员工职工薪酬、雇用廉价未成年劳动力、骗取金融机构贷款

等非法手段，以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成本获取人财物等资源给

企业带来的超额收入，用X表示。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收入，
如垄断企业哄抬市场价格、交易中的缺斤少两以次充好、贩卖

假冒伪劣商品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巨额收入，用Y表示。盂逃
避社会责任带来的收入，如过度开采森林和矿山而破坏自然

生态环境；编制虚假财务信息偷税逃税，在资本市场套取股东

资金；忽视《劳动法》，违反当地最低工资待遇要求和保障制度

的落实，歧视员工等行为而获得的非法收入，用Z表示。
失信收入可表达为：

IP员=X+Y+Z （2）
由此可将失信收益EP表达为失信时取得的收入和失信

成本之差，即：

EP员=陨P员-悦P员 （3）
3. 边际失信收益。经济学中，人们将在一定时间内消费

者增加一个单位商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新增效用称为边际效

用。理性经济人都会选择边际效用为正时的消费数量，同理，

也会选择失信边际收益为正时的经济行为。

对式（3）中的失信收益求导就是边际失信收益，如果边际
失信收益大于零，市场个体就会选择失信交易；反之，就会选

择诚信交易。

如图1所示，失信者在其失信成本较低、获得收益较多即
边际收益为正时，理性人会选择oh段经营，获得较高的边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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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失信收益与边际失信收益的关系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下窑117窑阴

益；失信成本较高、收益较低或为负时，理性人不会选择边际

收益为负经营，即拒绝在e段以下产生交易活动。
二、企业经营的诚信成本与诚信收益

1. 诚信成本。企业经营诚信付出的成本包括：淤直接成
本，即获得某产品所有权或控制权直接发生的成本开支，包括

生产工具、购买材料、购买价款、劳动工资等直接开支，用E表
示。于间接成本，即企业为了持续经营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包
括及时足额纳税、合理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防止污

染等而发生的费用；提供优质完美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等

而发生的费用；遵守《劳动法》，及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报酬、

保障员工福利等而发生的支出，用F表示。
CP2=E+F （4）
2. 诚信收入。企业诚信经营的收入，除了企业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活动中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形成

的正常收入（用U表示），还包括企业诚信经营可能获得的机
会收入，如形成的客户或者消费者良好信誉而获得的市场机

会收益，形成的诚信工作氛围从而能够广募人才机会获得的

收益，形成的良好诚信融资形象而获得资本机会收益（用W表
示）。于是有：

IP2=U+W （5）
由此可将诚信收益EP表达为诚信时取得的收入和诚信

成本之差，即：

EP2=陨P2-悦P2 （6）
3. 边际诚信收益。同边际失信收益原理，对式（6）中的诚

信收益求导就等于边际诚信收益。如图2所示，如果边际诚信
收益大于零，市场主体就会选择诚信经济行为，在oh段产生
经济活动；反之如果边际诚信收益小于零，选择诚信经营活动

将导致市场经济行为人无利可图，这样会促使其选择h段以后
进行生产或发生经济活动，转而催生了失信行为。

三、企业的诚信经济人选择

1. 市场交易的博弈性质。市场交易是市场经济最本质化
的活动，具有经济学的内涵和博弈性质。博弈是个体或团体身

处一定的环境条件，受制于一定的规则约束，依托所掌握的信

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对自己行为及其策略进行尽可能

有利的选择，从而取得相应收益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市

场交易类似于博弈或者说具有博弈的性质，博弈模型是研究

经济效率问题的非常有效的基本模型和范式。

在市场交易行为中，当失信方所得的短期收益小于长期

的诚信收益，即失信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失信行为得以

遏制而诚信行为得以实现，以上的基本经济学原理选择很简

单，每个企业都希望选择边际收益为正数，但是怎样的情形下

才能让企业选择诚信边际收益为正，而不是选择失信边际收

益为正呢？本文从“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开始，具体分析博弈与

主体行为的选择，以此解释诚信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以个体的

自由经济行为之博弈为例，假设市场上有甲、乙两个交易者，

他们在交易过程中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即诚信或欺骗，双

方都不知道对方采取的策略，以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把他们

的诚信和失信情况用下表列出。

矩阵每格中的数字表示获得的利益，左边是甲的利益，右

边是乙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预测甲、乙的策略和博弈的结

局。博弈论的假设条件是：如果交易者相信自己的竞争者是理

性的和追求最大利润的，那么他在做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决策

时应该如何考虑对方的行为呢？这一简单矩阵或博弈，就是著

名的“囚徒两难处境”理论的具体运用。我们先分析乙方的选

择，假设甲的策略为诚信，那么乙选择诚信可得收益10，选择
失信可获得20，乙将采取失信行为；假设甲的策略是失信，乙
选择诚信获得-1，选择失信获得2，乙将采取失信行为。同理，
甲也会做出同样选择，也将选择最优的违约策略，即甲乙两方

各得收益2，选择了（非诚信，非诚信）策略，既纯策略纳什均
衡，这显然不是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和帕累托最优解，就长期效

应来说也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策略。

在缺乏信用约束的条件下，每一个理性的参与者都不会

产生单独改变策略的冲动，交易者就会陷入“囚徒两难处境”

之中。如表1的甲乙双方，同时都会造成惨重的损失8（10-2），
那怎样才能促使博弈中的所有微观经济主体选择最佳策略组

合，形成最优策略而达到（诚信，诚信）纳什均衡解呢？根据经

济人假设，选择诚信经营与失信经营均属于市场经济行为，应

该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寻求最优解。

2. 提高失信行为的处罚成本和机会成本。收益高是失信
者失信的动力，要消除这种动力主要是靠提高失信成本并使

其高于失信收入，其途径主要有两个：

（1）提高法律惩罚成本和失信机会成本。如式（1）的失信
成本表达为P（B+C），P（B+C）是（B+C）的增函数：P表示失信
行为缺失被发现的预期概率，P的大小取决于法律和监督制
度，制度越完善，P的值就越高，被发现的概率就会越高，失信
成本会增大；（B+C）包括了被发现应支付的罚款、处分和判刑
等惩罚手段给需求者带来的预期损失和信誉损失等，与失信

成本正相关。

企业经营失信成本取决于P（B+C）和P，因此要求一个市
场主体守信，条件应该是让其有利可图，即令其守信行为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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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诚信收益与边际诚信收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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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甲、乙“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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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大于成本。或者说使得企业非诚信行为所获得的收益远远

大于所付出的成本，使得市场经济提升到诚信层面后，经济人

收益都成为了诚信行为收益，经营失信者机会成本就会升高，

如式（2），失信成本增大，使其高于失信收入，失信行为就会越
来越少，如此形成了良好的社会诚信循环。

（2）实现新的纳什均衡。对于只限一次交易的博弈而言，
很容易出现纳什均衡的囚徒困境，所以有必要改变约束条件，

诱导交易出现另一个均衡结果。较为有效的做法是引入事后

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和机会成本这一制度约束条件。如果交

易一方存在欺诈行为，那么可以使欺诈方受到相应惩罚，而且

这一惩罚的成本要大大高于欺诈所得来的收益。因此双方重

复博弈矩阵就会变成表2：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失信成本大为提高，经济人选择失信

获得的收益仅为-20，交易双方的策略选择的最优解变成了
诚信。可见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切实加强市场的监管和惩罚

力度是克服经济生活中欺诈行为的可行思路。在一个良好有

序的法治环境下，交易双方将考虑到事后法律诉讼的可能、惩

罚效果及成本，将加大交易双方对风险的预期，从而使交易的

各方均保持诚信。

3. 提高诚信行为收益。对企业来说，在各种维度上，诚信
建设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尤其在信息传播日益迅速的时代，

如果缺失了诚信，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必然不能走远。从经济利

益维度来看，诚实守信的行为主体可能获得的回报是其交易

伙伴及市场所给予的实质性信任———良好声誉。良好的声誉

能带来长期的效益，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存续期超过一年或

一个经营周期的能带来超额盈利的无形资产或者商誉，是企

业市场竞争力的综合反映，其价值甚至要远远超过企业有形

资产的价值。因此，政府除了增加企业诚信缺失行为的成本，

还可以加大诚信行为的收益，把它作为开展诚信建设工作的

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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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数学方法讲解会计等式

刘睿洁

渊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与财务学院 上海 200433冤

【摘要】为帮助初学者掌握会计学原理的核心内容，本文针对会计等式教学内容设计了运用数学方法并结合案例的讲

解方法，主要通过数学等式的变换与简单举例，帮助学生理解静态和动态会计等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教学 会计学原理 会计等式 数学方法

中学与大学的学习方式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采用一定的

方法帮助大学新生尽快适应大学专业学习，以便更好地掌握

会计学原理的核心内容。会计等式是会计学原理教学中的重

点和难点。笔者在讲授会计等式的过程中发现，运用数学方法

并结合案例有助于大学新生理解这一重要的知识点。

一、会计等式的主要内容

会计等式是企业资金运动规律的客观表现，它揭示了会

计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复式记账、试算平衡和会计报表的理论

基础。会计等式包括静态等式和动态等式两种形式。

静态的会计等式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式左边

表示企业拥有资源的存在形态；等式右边表示企业资产（即资

源）的来源，或者说是有关方面对企业资产的要求权，即权益。

静态会计等式反映了企业资金运动的静态平衡关系以及企业

在某一时点的财务状况，表明企业在任何一个时点的资产总

额与权益总额必然相等。

动态的会计等式为：收入-费用=利润。动态会计等式反
映企业在一定期间内资金运动的动态结果，表明企业在该期

间的经营成果。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活动中为了取得一

定的收入总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即费用，收入与费用的差额即

为该会计期间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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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甲、乙“囚徒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