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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rup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object of attention and research in many countries. Like other 
countries, China has been doing its part in preventing and punishing corruption. Severe penalties, 
such as the death penalty, have even been promulgated, but there’s still no effective control of 
corruption, so we have to rethink what kind of mechanism we can put in place to better reduce or 
even eliminate corrup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a new way of thinking; a four-party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including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third party intervention me-
chanism and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evolutionary games. By analyzing 
the game model, this paper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chanism 
of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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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腐败问题一直是很多国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在预防腐败和惩罚腐败上也一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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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尽责，甚至还颁布了诸如死刑等严厉的刑罚，但是仍然没有让腐败现象得到很好的控制。这让我们

不得不重新思考到底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才能更好地减少甚至杜绝腐败现象。本文从一个全新的思路出发，

使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建立一个腐败–查处–第三方干预机制–舆论监督的四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对博

弈模型的分析，为腐败的预防与惩罚机制的完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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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它通常被定义为“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1]，在现实

中不论是多大职位的官员都有可能腐败，因为腐败往往意味着轻而易举获得巨大的经济收入，而人的有

限理性在面对金钱诱惑时往往会十分脆弱。腐败问题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

家的经济以及各方面发展和人民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我国一直都很重视反腐工作。近些年学者们大都

使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思想研究腐败问题，但是现实中完全理性的人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在腐败问题

的分析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采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腐败问题，这对腐败问题的研究或许是一个新

的出发点和突破口。 
在本文中我们规定博弈方分别为下级官员、上级官员，第三方干预(比上下级官员权利更大的国家监

察机关)和新媒体普通民众等舆论监督。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暂不考虑腐败现象中的行贿者。采用的方法：

1) 分析下级官员腐败的原因和影响各博弈方策略选择的要素；2) 构建博弈得益矩阵；3) 根据得益矩阵

分别求出复制动态；4) 对博弈复制动态方程进行稳定性分析；5) 提出防治腐败的对策和建议。 

2. 腐败现象四方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自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腐败行为不再单单依赖于国家官员和监察机关等公务部门调查处理，有许

多的腐败受贿案件也是通过网络媒体和普通民众的举报传播引起相关机构的重视进而进行调查从而得以

查处。 

2.1. 模型假设 

假设 1：博弈方为有差别(各博弈方)的有限理性群体：参与者 1 是下级官员，参与者 2 是上级官员，

参与者 3 是监察机关参与者 4 是舆论监督，他们的策略集合分别为{不腐败，腐败}，{查处，不查处}，{监
察，不监察}，{举报，不举报}。 

假设 2： 3 2C A ， 2rC A>  (具体根据腐败金额而定)，其中各个参数值符号及其对应含义如表 1 所

示。 
假设 3：监察机关监察上、下级官员所需成本以及上级官员成功查处腐败后所获额外收益均从下级

官员腐败所获额外收益和腐败罚金中补偿，除此之外若腐败金额还有剩余则收归监察机关。 
假设 4：博弈模型中，若上级官员选择查处腐败策略，则舆论监督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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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ymbols of parameters and their meanings 
表 1. 各参数符号及其含义 

参数符号 含义 

1A  上级官员的基本收益 

2A  下级官员的基本收益 

3A  第三方监察官员基本收益 

1C  上级官员查处腐败成本 

2C  上级官员成功查处腐败所获额外收益 

3C  下级官员腐败所获非法额外收益 

rC  下级官员腐败被查处后惩处罚金 

4C  第三方干预监察成本 

G  监察机关对上级官员不查处腐败现象处以罚金 

Q  下级官员腐败行为给第三方机关带来的恶劣影响 

5C  舆论监督举报成本 

π  舆论监督举报腐败现象所获收益 

S  腐败行为给民众等第四方带来的损害 
(官员贪污受贿腐败所得物质金钱大多还是来自普通民众，腐败现象对民众构成极大损害) 

R  国家对第三方监察机关监察不力的惩罚 

2.2. 演化博弈收益矩阵 

因每位参与主体均有两个策略组合，所以理论上可形成 42 16= 种博弈策略组合，具体见表 2。 
 
Table 2. The income Matrix of asymmetric Evolutionary Game on Corruption 
表 2. 腐败问题非对称演化博弈收益矩阵 

策略组合收益 

(不腐败，查处，监察，举报) ( )2 1 1 3 4, , ,0A A C A C− −  

(不腐败，不查处，监察，举报) ( )2 1 3 4, ,0A A A C−，  

(不腐败，查处，不监察，举报) ( )2 1 1 3, , ,0A A C A−  

(不腐败，不查处，不监察，举报) ( )2 1 3, , ,0A A A  

(不腐败，查处，监察，不举报) ( )2 1 1 3 4, , ,0A A C A C− −  

(不腐败，不查处，监察，不举报) ( )2 1 3 4, , ,0A A A C−  

(不腐败，查处，不监察，不举报) ( )2 1 1 3, , ,0A A C A−  

(不腐败，不查处，不监察，不举报) ( )2 1 3, , ,0A A A  

(腐败，查处，监察，举报) ( )2 3 1 2 1 3 3 4 2 5, , , πr rA C C A C C A C C C Q C C S+ − + − + + − − − − + −  

(腐败，不查处，监察，举报) ( )2 3 1 3 3 4 5, , , πr rA C C A G A C C C Q C S+ − − + + − − − + −  

(腐败，查处，不监察，举报) ( )2 3 1 2 1 3 5, , , πrA C C A C C A Q R C S+ − + − − − − + −  

(腐败，不查处，不监察，举报) ( )2 3 1 3 5, , , πrA C C A G A Q R C S+ − − − − − + −  

(腐败，查处，监察，不举报) ( )2 3 1 2 1 3 3 4 2, , ,r rA C C A C C A C C C Q C S+ − + − + + − − − −  

(腐败，不查处，监察，不举报) ( )2 3 1 3 3 4, , ,r rA C C A G A C C C Q S+ − − + + − − −  

(腐败，查处，不监察，不举报) ( )2 3 1 2 1 3, , ,rA C C A C C A Q R S+ − + − − − −  

(腐败，不查处，不监察，不举报) ( )2 3 1 3, , ,A C A A Q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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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复制动态方程求解 

假设博弈初始阶段，在下级官员群体中，采取{不腐败}策略的下级官员所占群体比例为 x，则采取{腐
败}策略的比例为1 x− ；在上级官员群体中，采取{查处}策略的上级领导所占群体比例为 y，则采取{不
查处}策略的比例为1 y− ；在第三方监察官员群体中，采取{监察}策略的群体所占群体比例为 z，则采取

{不监察}策略的比例为1 z− ；在第四方舆论监督群体中，采取{举报}策略所占群体比例为α ，采取{不举

报}策略所占群体比例为1 α− ，其中 [ ], , , 0,1x y z α ∈  [2]。 
现假设在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博弈方群体成员均采用纯策略，即在策略集合中选取唯一确定的策

略。令 M 是某一博弈群体中所有纯策略组合的集合，定义 ( )t iN x 博弈群体中所有在t时刻采用纯策略

ix M∈ 的成员集合，变量 ( )t in x 为在 t 阶段采用纯策略 ix 的成员群体比例，则可得： 

( ) ( ) ( )
j

t i t i t j
x M

n x N x N x
∈

= ∑                               (1) 

在 t 阶段采用纯策略 ix 的期望收益为： 

( ) ( ) ( ),
j

t i t i t i j
x M

u x n x u x x
∈

= ∑                               (2) 

其中 ( ),t i ju x x 表示采用纯策略 ix 的博弈方在另一类博弈方成员采用纯策略 jx 时的期望收益，可知群体的

平均期望收益为： 
( ) ( )

i
t t i t i

x M
u n x u x

∈

= ⋅∑                                 (3) 

在博弈中有限理性的博弈方会根据直觉和判断力发现不同策略的得益差异，得益较差类型的博弈方

或迟或早都会发现改变策略对自己更有利，进而开始模仿其他类型的博弈方，所以博弈中几种类型博弈

方的比例是随时间变化的，是时间 t 的函数，而比例动态变化的速度往往取决于博弈方学习模仿的速度。

通常情况下，博弈方学习模仿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模仿对象的数量大小；二是模仿对象的成功

程度(可用模仿对象策略得益表示)。从而提出下面这样的连续时间复制动态模型 

( ) ( ) ( )t i t i t iN x k N x u x′ = ⋅ ⋅ ，( 0k > )为常数                      (4) 

对(1)求导可得： 

( ) ( ) ( ) ( ) ( ) ( )
2

d d
j j j

t i t i t j t i t j t j
x M x M x M

n x t N x N x N x N x N x
∈ ∈ ∈

 
′ ′= −  

  
∑ ∑ ∑            (5) 

将(1)，(4)代入(5)化简可得： 

( ) ( ) ( )d dt i t i t i tn x t k n x u x u = ⋅ −                            (6) 

下面分别计算本文四方博弈群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并进行分析。 

2.3.1. 下级官员复制动态分析 
下级官员选择“不腐败”和“腐败”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别用 11 12,u u 表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2 2 2 2 2 2

2 2

12 2 3

2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r

u zy A z y A z y A z y A yz A y z A

y z A y z A

yz y z
u A C C yz y z y z y z

y z

z y A C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π α

α

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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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得： 

( ) ( )
11 2

12 2 3 1 r

u A
u A C C yz y z Cα α

=
 = + + − − − −

                      (8) 

下级官员的平均期望得益为： 

( )1 11 121u x u x u= ⋅ + −                                (9) 

将(8)代入(9)中可得： 

( ) ( ) ( )1 2 31 1 r ru A x C yz y z C Cα α= + − − − − + −                    (10) 

由此得到下级官员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 ) ( ) ( )( ){ }11 1 3d d 1 1rF x t kx u u kx x C yz y z Cα α= = − = − − − − − −             (11) 

方程(11)的含义是，选择“不腐败”策略的下级官员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率 d dx t 与 x 成正比，与选

择“不腐败”时下级官员期望收益大于平均收益的幅度 11 1u u− 也成正比[3]。 

2.3.2. 上级官员复制动态分析 
上级官员的‘查处’和‘不查处’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别用 21 22,u u 表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1 1 1 1 2

2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u A C x z z z z A C C

x z z z

u A x z z z z z x

A G x z z z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化简得： 

( )
( ) ( )

21 1 1 2

22 1

1

1

u A C C x

u A x G z zα α

= − + −


= − − + −
                          (13) 

上级官员的平均期望得益为： 

( )2 21 221u y u y u= ⋅ + − ⋅                               (14) 

将(13)代入(14)中得： 

( )( ) ( ) ( )2 1 1 21 1 1u A x y G z z y C C xα α= + − − + − − − −                   (15) 

所以上级官员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 ) ( ) ( ) ( ){ }21 2 2 1d d 1 1G y t ky u u ky y x G z z C Cα α= = − = − − + − + −              (16) 

方程(16)的含义是选择“查处”策略的上级关于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率 d dy t 与 y 成正比，也与选择

“查处”时期望收益大于平均收益的幅度 21 2u u− 成正比。 

2.3.3. 监察机关复制动态分析 
第三方干预“监察”和“不监察”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别用 31 32,u u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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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3 4 3 3 2 4

3 3 4

32 3 3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r

r

u A C xy x y xy x y A C C C C Q

x y x y x y x y A C C C Q

u xy x y xy x y A A Q R

x y x y x y x y A Q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化简得： 

( )( )
( ) ( )

31 3 2 3 4

32 3

1

1 ?
ru x C C Q yC A C

u A x Q R y yα α

 = − + − − + −


= − − + + −   
                      (18) 

第三方干预的平均期望得益为： 

( )3 31 321u zu z u= + −                                (19) 

将(18)代入(19)中得： 

( ) ( ) ( ) ( )3 3 2 3 41 1ru x z C C yC z R y y Q A zCα α = − + − − − + − − + −            (20) 

所以第三方干预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 ) ( ) ( ) ( ) ( ){ }31 3 3 2 4d d 1 1 rH z t kz u u kz z x C C R y R C y Cα α= = − = − − + + − + − −       (21) 

方程(21)的含义是选择“监察”策略的第三方干预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率 d dz t 与 z 成正比，也与选

择“监察”时期望收益大于平均收益的幅度 31 3u u− 成正比。 

2.3.4. 舆论监督复制动态方程 
舆论监督“举报”和“不举报”的期望收益分别用 41 42,u u 表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5

42

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u C S x yz x y z x y z x y z

u S x yz x y z x y z x y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化简得： 

( )( )
( )( )

41 5

42

1 π

1

u x C S

u x S

 = − − + −


= − −
                           (23) 

舆论监督的平均期望得益为： 

( )4 41 421u u uα α= + −                              (24) 

将(23)代入(24)中得： 

( ) ( )4 51 πu x C Sα = − − −                            (25) 

所以第四方舆论监督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 ) ( )( )( )41 4 5d d 1 1 πK t k u u k x Cα α α α= = − = − − −                (26) 

方程(26)的含义是选择“举报”策略的第四方舆论监督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率 d dtα 与α 成正比，也

与选择“举报”时期望收益大于平均收益的幅度 41 4u u− 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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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复制动态稳定性分析 

复制动态的稳定状态，即在复制动态过程中采用两种策略博弈方比例不变的水平。在这种均衡状态

下，任何一个参与者偏离均衡都将是无利可图的，所以参与博弈者都不会想单独改变策略。在数学上，

相当于当干扰使 x 出现低于 *x 时， d dF x t= 必须大于 0，当干扰使 x 出现高于 *x 时， d dF x t= 必须小于

0，也就是说在这些稳定状态处 ( )F x 的导数 ( )*F x′ 必须小于 0，即 d d 0F x < ，这便是微分方程的“稳定

性定理”[4]接下来分别求解博弈中四个群体的稳定状态并分析。 

2.4.1. 下级官员稳定性分析 
由(11)计算可知：若 ( ) ( )( )3 1 1r rC C yz y z C y zα = + − − − − ，有 ( ) 0F x ≡ ，即此时所有 x 都为稳定状

态；若 ( ) ( )( )3 1 1r rC C yz y z C y zα + − − − − ，令 0F = 得 0, 1x x= = 为 x 的两个稳定状态 [5]；由于

( )( )1 1 0rC y z− − > ， 有 下 面 两 种 情 况 ： 由 ( ) ( )( ){ }31 2 1rdF dx x C yz y z Cα α= − − − − − −   知 ，

( ) ( )( )3 1 1r rC C yz y z C y zα < + − − − − 时， 0d d 0xF x = > ， 1d d 0xF x = < ，故 1x = 为平衡点， 0x = 不是平

衡 点 ， 此 时 下 级 官 员 的 复 制 动 态 会 趋 向 于 稳 定 状 态 * 1x = 即 博 弈 方 采 用 “ 不 腐 败 ” 策

( ) ( )( )3 1 1r rC C yz y z C y zα > + − − − − 时，有 0d d 0xF x = < ， 1d d 0xF x = > ，故 0x = 为平衡点， 1x = 不是

平衡点，此时下级官员的复制动态会趋向于稳定状态 * 0x = ，即博弈方采用“腐败”策略。 

2.4.2. 上级官员稳定性分析 
首先根据 d d 0G y = 找出上级官员的稳定状态，由(16)计算可知，若 

( )( ) ( )( )1 2 1 1 1C C zG x G x zα = − + − − − ，有 ( ) 0G y ≡ ，即此时所有 y 都为稳定状态；若 

( )( ) ( )( )1 2 1 1 1C C zG x G x zα ≠ − + − − − ，令 0G = 得 0, 1y y= = 为 y 的两个稳定状态；由于 

( )( )1 1 0G x z− − > ，有以下两种情况：由 ( ) ( ) ( ){ }2 1d d 1 2 1G y k y x G z z C Cα α= − − + − + −   知： 

( )( ) ( )( )1 2 1 1 1C C zG x G x zα > − + − − − 时， ( ) 0d d 0yG y y
=
> ， ( ) 1d d 0yG y y

=
< ，此时 1y = 为平衡

点， 0y = 不是平衡点，上级官员的复制动态会趋向于 * 1y = ，即博弈方都采用“查处”策略；

( )( ) ( )( )1 2 1 1 1C C zG x G x zα < − + − − − 时 ( ) 0d d 0yG y y
=
< ， ( ) 1d d 0yG y y

=
> ，此时 0y = 为平衡点， 1y =

不是平衡点，上级官员的复制动态会趋向于 * 0y = ，即博弈方都采用“不查处”策略。 

2.4.3. 监察机关稳定性分析 
由(21)计算可知：若 ( ) ( ) ( )( )4 2 31 1 1rC x R C y C C x y Rα = − − − + + − −   时，有 ( ) 0H z ≡ ，即此时所

有 z 都为稳定状态； 
若 ( ) ( ) ( )( )4 2 31 1 1rC x R C y C C x y Rα ≠ − − − + + − −   ，令 ( ) 0H z = 得 0, 1z z= = 为 z的两个稳定状态；

由于 ( )( )1 1 0x y R− − > ， ( ) ( ) ( ) ( ){ }3 2 4d d 1 2 1 rH z k z x C C R y R C y Cα α= − − + + − + − −   ，有以下两种情

况： ( ) ( ) ( )( )4 2 31 1 1rC x R C y C C x y Rα > − − − + + − −   时，有 ( ) ( )0 1d d 0,d d 0z zH z z H z z= => < ，此时 1z =
为平衡点， 0z = 不是平衡点，监察官员的复制动态会趋向于 * 1z = ，即博弈方都采用“监察”策略；

( ) ( ) ( )( )4 2 31 1 1rC x R C y C C x y Rα < − − − + + − −   时，有 ( ) ( )0 1d d 0,d d 0z zH z z H z z= =< > ，此时 0z = 为

平衡点， 1z = 不是平衡点，监察官员的复制动态会趋向于 * 0z = ，即博弈方都采用“不监察”策略。 

2.4.4. 舆论监督稳定性分析 
由(26)可知：若 5π C= 时，有 ( ) 0K α ≡ ，此时所有α 都为稳定状态；若 51,πx C≠ ≠ ，令 ( ) 0K α = 得

0, 1α α= = 为α 的两个稳定状态；由于 ( )1 0x− > ， ( )( )( )5d d 1 2 1 πK k x Cα α= − − − ，有以下两种情况：

5π C> 时，有 ( ) ( ) 10d d 0,d d 0K F z zαα
α α ==

> < ，此时 1α = 为平衡点， 0α = 不是平衡点，舆论监督群体

的复制动态会趋向 * 1α = ，即博弈方采用“举报”策略； 5π C< 时，有 ( ) ( ) 10d d 0,d d 0K F z zαα
α α ==

< > 此

时 0α = 为平衡点， 1α = 不是平衡点，监察官员的复制动态会趋向于 * 0α = ，博弈方采用“不举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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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四方博弈复制动态均衡解分析 

综合博弈中四个群体各自复制动态分析[6]可得均衡解如表 3。 
 
Table 3. Equilibrium solution of tetragonal game 
表 3. 四方博弈均衡解 

iD  0iD =  0iD >  0iD <  

主体 ( )1,2,3,4i =  1 为均衡解 0 为均衡解 

下级官员 1i =  x 取任意值 1α θ<  1α θ>  

上级官员 2i =  y 取任意值 2α θ>  2α θ<  

检察机关 3i =  z 取任意值 3α θ>  3α θ<  

舆论监督 4i =  α 取任意值 5P C>  5P C<  

 
表 3 中有： 

( )( )1 31r rD C yz y z C Cα α= − − − + −  

( ) ( )2 2 11D x G z z C Cα α= − + − + −    

( ) ( ) ( )3 3 2 41 rD x C C R y R C y Cα α= − + + − + − −    

( )( )4 51D x P C= − −  

( ) ( )( )1 3 1 1r rC C yz y z C y zθ = + − − − −  

( )( ) ( )( )2 1 21 1 1C x C Gz x z Gθ = − − + − −  

( ) ( ) ( )( )3 4 2 31 1 1rC x R C y C C x y Rθ = − − − + + − −    

分析可知，当下级官员腐败受贿金额 3C 增加时，对其腐败的罚金 rC 也应同样增加，如此才能有效减

少下级官员选择“腐败”策略，使其逐渐趋向于选择“不腐败”策略，而具体该以怎样的比例增加，需要

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情况制定实施。对于上级官员来说查处腐败所需成本 1C 的大小直接影响

其策略选择，如果个别腐败现象查处成本 1C 较大，现实生活中上级官员便有极大可能不采取任何调查举

措，这便会导致腐败行为者更加猖狂。随着上级官员选择“不查处”策略群体比例的增加，监察机关增

大对其不作为的经济处罚G ，同时如果能增加其成功查处腐败后所获经济奖赏或者政治褒奖 2C 都能有效

促使更多的上级官员趋向于选择“查处”策略，所以赏罚结合才能更有效的督促官员们更多地为人民服

务，更多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减少腐败现象。 
对第三方监察机关来说，国家增加其监察不力的惩罚 R ，才会使其更加尽职尽责，更好的监察上、

下级官员，减少社会上腐败案件和包庇腐败现象的循环发生。第四方舆论监督泛指如今网络新媒体报道

以及民众匿名举报等一系列普通民众监督，分析可知只有当举报腐败后所获收益 P 大于自身举报所需成

本 5C 时，民众们才会更多地趋向于选择“举报”策略，这也是有限理性下大部分普通人的正常心理。因

此有关负责部门面对普通民众的匿名举报时应更加重视，如果举报有实，应给与物质精神或者经济方面

的丰富奖励，从而鼓励其更多地监督身边各种贪污腐败行为，进而形成社会上良好的政治风气。同样网

络新媒体等途径举报受贿腐败也是现如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举措，毕竟现在是一个网络发达的时代，通

过网络民众能更好地关注到一些平常接触不到的事情，对新媒体报道来说成功举报腐败行贿现象会使其

阅读量、点击量和关注度都能得到很大的提高，这对他们来说也是获取经济效益的一个有效途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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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机关或者其他政府部门面对民众举报时，应正确看待调查，不能全然采取不重视或者不闻不问的态

度。 

3. 结论 

腐败问题一直是国家和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构建四方博弈分析如何能有效减少腐败现象，针

对不同博弈方群体分别给出了一些意见建议，而在现实生活中更要从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入手，加强对基

层官员和领导的自身素质教育，加强普通民众对腐败现象危害性的认知，让全民参与监督腐败，建立更

完善更严苛的奖罚体制，对清廉洁身自好的官员予以奖励和荣誉，对不为人民服务选择腐败的官员给予

严厉的惩罚，从多方面着手以期实现零腐败目标，具体给出几个建议： 
1) 提高上级领导查处腐败现象后所得收益 2C ，这里多指经济效益，如此上级领导会更乐于对腐败现

象进行查处，理性的下级官员更不会冒着更高的被查处风险选择腐败，这也侧面说明了“高薪养廉”[7]
思想的重要性，关于这方面可借鉴其他国家做法。 

2) 加重对下级官员腐败行为的经济处罚 rC  [8]，这样腐败者才会因为影响到自身实际利益而有所收

敛，所以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寻找摸索最符合自身国情的有效措施。 
3) 提高对上级官员不查处腐败的经济惩处G ，现实中存在不少官官相护、上级官员包庇下级官员腐

败甚至伙同参与腐败等一系列不正风气，所以需完善监察政策[9]，不单单要惩处下级官员，对待不认真

查处腐败现象的上级官员更要给予严厉的惩罚，让官员们感觉到时刻身处监督中而不敢也不能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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