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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歷 

  

夏玉泉，中學畢業後在某大華資銀行的行政部及按揭部工作

40 年。擁有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管理文憑，澳門東亞大學(現為澳

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及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現為澳門

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工餘以研習經濟學為樂，對博奕論、公司治理及經濟史等研

究 頗 具 興 趣 。 2003 年 建 立 “ 現 實 經 濟 學 ” 網 站

（http://economicessay.angelfire.com/）討論經濟問題，善用經濟

理論解釋社會現象。曾在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網上學術期刊

“亞洲國際工商資訊”發表經濟文章 40 餘篇，當中多篇被轉載

或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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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細數中國古代最有成效及影響力的制度，科舉制度應該名列

前茅。科舉制度至少具備三項功能：一、它將社會結構緊密地聯

絡起來，形成一個多面互動的整體，一直發揮著無形的統合功能

（余英時）；二、科舉制度是一種最具公平的選拔人才制度，避

免由某集團控制人才的可能，「科舉之善，在能破朋黨之私，……

有司雖欲徇私舉之而不得；苟能應試，終必有若干人可以獲舉也。

此實選舉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呂思勉）；三、應考科舉而出仕

者皆來自民間，由這些人所組成的政府，稱為「平民政府」，因

此不用如西洋般設立民選議會來監察政府（錢穆）。這一優良政

治制度在中國存在了整整 1300 多年，英國的文官考試制度亦參

考科舉而制訂的。本文不打算從上述社會、制度、及政治層面討

論科舉制度的功能，而從現代資訊經濟學角度分析此制度的訊息

功能1。 

勞動力市場模型 

科舉制度是採用考試方式選拔外部人才的一種方法。無論對

企業或國家而言，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包括人員的任用及激勵，

前者是安排合適的人員在適當的崗位；後者是如何激勵人員努力

                                                      
1
 本文取材自張維迎著《理解公司—產權、激勵與治理》第 8章內部勞動力市埸與人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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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科舉制度屬於人員任用方面的管理。用人的標準當然是以

能力為指標，問題是如何判斷崗位應徵者的能力?尤其對一個全不

認識的應徵者。這是一個訊息不對稱問題，應徵者的能力高低只

有應徵者才知道，屬於應徵者的私人訊息（他人不易觀察得到），

企業或國家的主考者並不知道，然而總要評估應徵者的能力，因

此需要使用一種可以觀察的指標（變量）作為替代評估，這指標

稱為「委託變量」（Proxy Variable ）。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用能夠觀

察的「學歷」作為委託變量代替不能觀察的變量「能力」，來評

估應徵者。古代科舉制度便用科舉考試的成績代替能力來任用政

府官員。由於選拔的最終目的是選取最有能力的人員，因此學歷

或考試成績與能力成正相關，即學歷高或成績優異的人，其能力

相應也高，才達到選賢與能之目的。 

如何證明擁有高學歷或成績優異的人其能力也相對高?我們

可從兩方面看2。首先，無可否認，現代很多人在讀書的時候所學

得的知識，在工作崗位上大部分都是用不著的，譬如：物理、化

學、歷史等學科知識，當文職人員或紀律部隊等崗位是沒有機會

使用的，但這些崗位的入職條件仍然接受該等學科成續合格的應

徵者；又如在大學修讀藝術專業的人，日後其職業可能是企業的

                                                      
2
 以下理論摘錄自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 Spence）的博士論文《勞動力市場的訊

 號結構及相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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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再以古代科舉考試為例，科舉所考的是儒家經典，內

容是關於人類道德典範，這些知識對於管理一個規模龐大的政府

可說沒有作用，然而，古代中國卻出現很多名相與賢臣。雖然每

個朝代都由出自儒家經典考核的「士人」所管理，但卻管理得井

井有條；學習無相關知識的人在崗位上卻沒有因學非所用而影響

工作表現，足以證明具知識者必有足夠之工作能力。原因在於，

我們學習一門知識，非有足夠的能力不可，例如：歷史科經常需

要評論歷史人物的功過，在學習過程中，分析能力的高低，是學

習成績差異的原因；數學科所學習的幾何證明，對推理能力高的

人是較優勝。越是學習困難的知識，能力所需亦相應增加。從這

個意義看，知識與能力是成正相關。 

其次，越有能力的人，越有動機進行知識學習，由於學歷與

知識永遠連在一起，這樣在勞動力市場上，學歷便能夠把能力高

低的人分離出來，僱主會以學歷高低作為選拔的指標。這裡舉一

例子說明在勞動力市場上，越有能力的人，越有動機投資於知識

的學習：假設社會上有能力高及能力低兩類人，在知識市場上，

能力高的人接受教育所需之成本是 600單位，能力低的人所需的

教育成本是 1200單位，（可以將教育成本理解為學習上的勞力程

度）；在勞動力市場上，假定知識高低對員工的生產率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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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力的人產出 20單位，低能力的人產出 10單位。假定企業的

工資制度是，有文憑員工的工資是 2000 單位，沒有文憑員工的

工資是 1000 單位。考慮高能力的那個人，他考取文憑後的淨收

入是 1400 單位（2000-600），不考取文憑所得的淨收入是 1000

單位（1000-0）；再考慮低能力的人，如果他自知能力有限不去考

取文憑，他的淨收入是 1000 單位（1000-0），假如他想獲取知識

期望爭取高收入，他的淨收入是 800單位（2000-1200）。我們從

表 1得出如下現象：高能力員工有文憑的淨收入高於無文憑的淨

收入；相反，低能力員工無文憑的淨收入高於有文憑的淨收入。

結論是高能力的人有動機投資於知識學習獲取文憑，低能力的人

卻沒有這種動機，因此在勞動力市場上，文憑或學歷能夠把一個

人的能力區分開來，稱為訊號傳遞的分離均衡。 

表 1：能力高低的員工擁有文憑與否的淨收入 

 

上述例子可用圖形加以說明。設有兩類型的求職者：低能力

的 L型，及高能力的 H型，前者生產能力=1，市場上的工資是 1；

後者生產能力=2市場上的工資是 2。又設超出普通教育水平的受

教育程度可以用某個數 y表示，而且對 L型求職者而言，接受教

 
高能力員工 低能力員工 

工資 教育成本 淨收入 工資 教育成本 淨收入 

有文憑 2000 600 1400 2000 1200 800 

無文憑 1000 0 1000 1000 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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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成本與所受教育的程度是一比一地上升的，即CL(y) = y，對

於 H型求職者，傳遞教育訊號的成本是CH(y) = y/2。 

僱主認為受過某特定教育水平 y*及受過比這個水平更高教

育的是高能力求職者，其他的都是低能力求職者。這樣當僱主觀

察到一個求職者的教育水平y < y∗時，就會認為這人是 L 型（低

能力），支付給他ω = 1的工資；相反，如果僱主觀察到求職者的

教育水平y > y∗，就認為這人是 H型（高能力），支付給他ω = 2的

工資。 

如圖 1所示，工資線ω(y)是一條階梯型曲線，當教育程度到

達 y*的時候，工資從ω = 1一下子跳到ω = 2。CL(y) = y是 L 型

求職者的訊號傳遞成本線，CH(y) = y/2是 H型求職者的訊號傳遞

成本線。由於所設定的工資制度，不論是高能力或低能力的求職

者，都只會選擇 0或 y*的教育水平，因為除了 0或 y*外，選擇其

他教育水平只會引起教育成本上升而不會獲得工資的增加。 

 
圖 1：能力高低的求職者淨收入的圖解 

資料來源：王則柯《訊息經濟學評話—對付欺詐的學問》P.120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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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1，對 L 型求職者來說，不接受教育 0 的淨收入是 b

的距離，接受教育 y*的淨收入是 a 的距離，由於b > a，所以 L

型求職者不會接受教育；對 H型求職者而言，不接受教育 0的淨

收入是 b的距離，接受教育 y*的淨收入是 c的距離，由於c > b，

所以 H型求職者接受教育。 

 

 
圖 2：分離均衡及混同均衡的圖解 
資料來源：如圖 1及經筆者整理 

由於分離均衡是要求低能力求職者（L型）選擇不接受教育，

高能力求職者（H 型）選擇接受教育，低能力求職者選擇接受教

育的成本是 y*，接受教育後的工資是 2，淨收入= 2 − y∗，不接

受教育的淨收入是 1，因此只要1 > 2 − y∗，低能力求職者便會選

擇不接受教育；同理，高能力求職者選擇接受教育的成本是y∗/2，

接受教育後的工資也是 2，淨收入= 2 − y∗/2，不接受教育的淨

收入是 1，只要2 − y∗/2 > 1，高能力求職者便會選擇接受教育。

上述兩個不等式整理後得1 < y∗ < 2，其經濟意義是：僱主所設

綠色部分=分離均衡 
黃色部分=混同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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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教育水平應該在某特定範圍內，太高或太低都不能達到將高

能力及低能力求職者分離之效果，因此在1 < y∗ < 2的範圍稱分

離均衡；在y∗ < 1及y∗ > 2的範圍則稱混同均衡。其關係詳列於

圖 2。 

當然一個能力低的求職者可以偽裝能力高，騙取僱主給予 2

單位工資，能力低的人可以對僱主說：「我很能幹，精力旺盛，

具有超人的創造力和組織才能」，但僱主是不會相信的，原因除

了前文所說能力不能觀察外，還有這樣表述是沒有成本的，任何

人都可以說這樣的話，因此是不可信的言論。所以成本的付出會

使人對你言論的可信性增加。上述模型中，必須存在無論高能力

或低能力的求職者，在接受教育時需要自己付出成本，如果由企

業付費所獲得的學歷，又或無需付出努力就可得到的學歷（例如

購買的學位證明），都不能通過上述模型將求職者能力的高低分

離出來。 

科舉制度與模型之關聯 

綜合而言，當勞動力市場存在三條件及一假設的時候，知識、

學歷與能力將成正相關。條件一，在僱主招聘時應徵者的能力存

在訊息不對稱，僱主不知道應徵者的工作能力，能力是應徵者的

私人訊息，僱主卻希望在招聘時獲得應徵者的實際工作能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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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二，人們在獲得知識或學歷時需付出努力成本，除了能力高

低的人所付出的成本有高下之分外，重要是成本必須由應徵者支

付，他人代支會失去作用；條件三，僱主設訂僱員的教育水平必

須適度，過高的知識或學歷要求會容易偏離分離均衡，影響訊號

傳遞效果；一個假設是，應徵者的個人知識或學歷與生產力無關。

在上述三條件一假設下，勞動力市場能夠把高能力與低能力的人

分離出來，高能力者擁有高學歷，低能力者低學歷，而且如此區

分是人們自發地產生，即高能力的人是自願獲取知識與學歷，低

能力的人卻沒有這樣意圖。 

科舉是透過考試獲得資歷認證後進身政府機構的制度，考試

成績當然與知識水準有關，因此古代通過科舉考試的人，予人有

知識之士的印象。科舉出身的有識人士，當時被政府官員們認定

是具有足夠治理能力的人。用科舉考試成績代替能力來評估參加

科舉考試人員質素的原因，是人的能力不能觀察，成績卻能夠觀

察，能力是參加科舉考試者的私人訊息，訊息不對稱存在於科舉

選拔人才的制度下。 

戰國以前管理國家的政府官員由貴族中選取有能力者擔任，

貴族們都是皇室的宗族，屬於內部人才選拔制度，不存在選拔者

對能力訊息不對稱問題；到了戰國，列國有能之士奔走於各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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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君們推銷治國策略（當時稱為遊士社會），如張儀及蘇秦分別

被秦國及六國重用，這時人才的能力也不成為訊息不對稱問題；

漢以後由於不再使用內部選拔制度及遊士社會沒落，貢舉及察舉

之選舉制度從而出現，由於不能解決訊息不對稱問題，選舉制很

難獲得有真正能力的賢人，因此中央設置太學，以教育制度輔助

選舉制之不足；魏晉南北朝改用「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這跟

漢代貢舉及察舉兩制無異，結果皆是人才難以取得，所以魏晉南

北朝全是短命的王朝；隋朝開始行科舉制，外部選拔人才產生之

訊息不對稱問題遂得以解決，從歷朝出現大批優秀的政治家便可

見一斑。 

一個有效將高能力及低能力的人區分的考試制度，應考者必

須承擔各自的教育成本，假如應考者所付之成本並非與其學習知

識的能力相關，則科舉便失卻傳遞能力這個訊息的功能。因此歷

朝科舉訂立了許多防止舞弊的措施，確保科舉考試之成績屬於真

正的應考者，這些防弊措施包括針對「請托」，請人代筆入試、「賄

買」，向當科考官行賄、「夾帶」，將考試用書透過各種手段帶進

考場。 

唐代科舉，考生應考之試卷會予密封，就像我們今天的密封

卷子，稱為「糊名」，目的是把人名封起來，防止考官因人情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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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而作弊；考官之子弟、親戚及故舊另設考場，並另選他官主持

考試，這是為了防止考官作弊，確保考試的公平競爭，稱為「別

頭試」；「殿試」之設置，也是為了防止層層選拔之作弊可能，最

終由最高統治者皇帝來親自選拔；五代時，應考者向知貢、舉官

投納日常學習之作業，令考官全面地瞭解應考生的水準，避免僅

憑一次考試就決定成敗的偶然性，稱為「公卷制」；到宋代，防

弊制度更為嚴厲，考官一經任命，需要馬上住進貢院，不得與外

界接觸，一直到放榜日為止，以防私相授受，稱為「鎖院制」；

考生的試卷還需經專人謄抄，後才送予批閱，這是防止考官根據

字跡字體辨認考生，稱為「謄錄制」；明以後，科舉考場內規定

每名考生需獨自在一間房內應試，並各由一名軍人一對一的把守

防止舞弊，稱為「號舍」。不論科舉制度主持者制訂以上種種措

施的動機為何，結果是機制越公平，低能力的人藉著參加科舉考

試偽裝高能力者的願望越不能得逞，科舉制度傳遞訊息的功能越

是有效。 

科舉的考試科目雖多，考生卻只需選擇一科應考，內容全是

儒家經典。唐代設進士、明經、明算、明法等科目 50 餘種，主

要的是進士及明經，前者考詩詞歌賦和經學，後者考帖經（填充

題）、墨義（詞語解釋）等，所考的經典包括《詩》、《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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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春秋三傳」、《論語》及《孝經》；宋朝仍分進士及明

經等科，並增加了經義（對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詳閑吏

理遠於教化等科，考試的內容有《三經新義》（即《詩》、《書》、

《周禮》）、《論語》、《孟子》、《禮記》等；明、清科舉大抵沿襲

前代，但分「院試」、「鄉試」、「會試」、「殿試」幾個程序，清朝

更增設博學鴻詞科、孝廉方正科、山林隱逸科及經濟特科等，內

容則是以朱熹的《四書集註》為基礎文本，及以程、朱等人註解

的「五經」。由是觀之，歷代科舉的考試內容只限於儒家思想，

或許是由於西漢以來，經董仲舒倡議及為武帝接納的獨專儒術政

策所影響，使日後科舉的考試內容簡單成為事實，要是科舉應考

之內容包含其他學術流派的典藉，相當於僱主將僱員的教育水平

要求提高，這使 y*離開分離均衡的範圍，科舉傳遞能力訊息的作

用也因而消失。 

結論 

本文將資訊經濟學中教育訊號顯示模型來分析中國古代科

舉制度的功能。科舉產生之原因是由於社會普遍存在訊息不對稱

現象，能力是那些擬進入政府機構工作的人的私人訊息，政府主

事者難以得知他們的實際能力。政府主事者將科舉考試設定在某

個教育水平上，考試成績作為達到該教育水平的標準，又由於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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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舉考試的人需要付出努力，而且高能力者之付出較低能力者

低，故應考者會因應自己的能力決定參加科舉考試與否，結果是

能力高者參加，能力低者不參加，因而人們自發地把能力高低顯

示出來。當然要達到這樣目的，科舉考試的機制也要配合，如制

訂各種措施避免考生請人代考、賄賂考官、或作弊等行為，保障

成績合格者的努力成本跟其能力匹配；其次，考試內容不宜過寬，

避免因設訂之水平過高，以致墮入混同均衡範圍，使科舉制度失

卻原有效果。科舉制度的訊息功能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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