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杂适应性系统!!"#$%&’()* +,-$)(./ 0*1)&2"理论是霍

兰!3"44-5,"于 6778 年在圣塔菲研究所正式提出的# 9+: 的

提出对于人们认识$理解$控制$管理复杂系统提供了新的思

路#近年来%应用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研究各个领域的问题在

西方已经形成一种思潮% 这个思潮是以美国圣塔菲研究所为

中心扩散出来的# 本文将提出应该把金融系统就作为复杂适

应性理论研究对象这一命题% 同时举出若干在此领域的应用

实例#

一!金融系统是一类复杂适应性系统

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 在微观

方面%9;: 的最基本概念是具有适应能力的$主动的个体%简

称主体# 这种主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种遵循一般的刺激反

应模型% 所谓适应能力表现在它能够根据行为的效果修改自

己的行为规则%以便更好的在环境中生存# 在宏观方面%由于

这样的主体组成的系统% 将在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环境的相

互作用中发展%表现出客观系统中的分化$涌现等种种复杂的

演化过程#
金融系统是经济领域中的一类复杂系统# 它的复杂性体现

在组成元素的数量规模大$种类多$系统内部结构多样# 从微观

方面看% 全社会投资的决策和储蓄的决策都是由个体出于不同

动机单独进行的% 他们在相互之间的交互中或同环境之间的交

互中%根据得到经济信息的不同%而对自身的金融决策进行着不

同的变更# 也就是说%金融系统的微观单位显然是符合 !+: 理

论中对适应性主体的描述的# 微观金融单位的适应性行为表现

在不同的方面%比如&某一个产业企业采取何种融资手段进行扩

大生产%要根据行业的资金使用特点%在同银行$证券公司进行

互动的过程中来确定’ 又如证券公司的资本结构是其重要的内

部属性%如何使资本结构具有竞争力%只有在同竞争对手$客户

等其他主体的交互活动中才能真正确定其战略目标#
从宏观方面看%金融系统也表现出各种 !+: 的特点# 金

融系统从早期 的 单 一 的 以 银 行 间 接 融 资 手 段 为 主 的 融 资 体

系%发展到银行$证券以及其他各种金融机构并存%采用多种

多样融资手段运作的现代金融体系%从不缺乏分化$涌现等自

适应的现象# 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均实际收入及财富的增加%
金融上层结构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也增大%促发并维持这一过

程的原因就存在于一些系统的自组织机制之中# 还会出现一

些较为极端的例子%比如 67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金

融系统发生了大规模的$一系列的自崩塌# 但也从另外的角

度体现了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和自适应性#
所 以 说% 金 融 系 统 是 一 类 复 杂 适 应 性 系 统% 可 以 采 用

!;: 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一些研究工作#
传 统 的 针 对 金 融 系 统 的 研 究 无 论 是 宏 观 还 是 微 观 层 面

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经典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

思想# 认为系统总是存在着一个理想的最佳状态%一旦系统

偏离这一状态%就应该通过外部调节活动使其恢复# 很明显

的%这样的分析方法忽略了作为组成系统整体的系统元素的

个体能动性和心理因素# 将组成系统的个体看成是死的而不

是具有活力的# 而且%所有物质都是在不断的运动中的%考察

动态系统的均衡状态%虽然和均衡分析思想的理论前提并无

冲突%但显然是有难度的#
在金融研究中引入 !;: 的思想并不是要推翻传统的均

衡分析方法%而是试图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解释现象$研究问题

和提出对策# 它通过引入以涌现为特征的新的演化观%为金

融科学的研究加入新的活力# 系统控制观从早期机械控制观

到引入统计方法$随机特征的基于热力学的第二代控制观%再

到以 !;: 为背景的第三代控制观!陈禹%=>>6"%这是 思 想 方

法的三次大的解放%金融科学的研究也应该吸收同时代的优

秀思想方法%也就是说%把适应性思想引入研究工作当中#

二!几个实例

采用 9;? 理论研究金融系统的例子越来越多%这里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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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以开拓视野!形成一种研究金融问题的新思路"

!"复杂适应性系统和 #$%&!

!"#$% &’(()#*+++$采用 ,-. 理论的思想来评估 亚 太 经

合 组 织#-/0,$的 工 作 系 统!并 试 图 从 ,-. 的 角 度 为 -/0,
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利弊提供参考对策% &’(() 认为&

-/0, 经济体用一种可以称之为’准自由(的制度相互贸易和

投资!也就是说虽然经过了十年的自由化!仍然存在着客观的

壁垒% 复杂系统理论认为像完全自由化市场这样优化的系统

是仅仅可能存在于幻想之中!系统中可能存在局部优解!但是

不存在全局最优解% 把制定政策的基础定在一个不可能达到

的目标上显然是不明智的%同样不明智的是!认为只有一条道

路可以达到任何想要的目标上去% 借用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思

想方法所提示的概念! 目前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调整成员之间

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模式而改变系统的状态! 使之找到较为令

人满意可行方案%

&’(() 认为 -/0, 在追求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已经有过

三次失败! 而这三次失败都可以从复杂适应性系统的观点加

以解释% 1-/)123’4’35"6 -78’92 /6"2)$自由化模式试图通过改

变系统中的个体)"(:28$来改变整个系统% 虽然这种方法从一

定程度上取得一点成效! 但是由于缺乏正反馈机制以积累成

果!成功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1-/ 计划有一个理论前提就是成

员的所有活动都被看作是理性的和寻求最优化的! 而在现实

的世界! 政府间的行为方式是政治的! 而不是经济最优的%

0;.< )0"#6% ;96528"#% .:789#"6 <’$:#"6’)"8’92$的失败之处在

于试图将简单系统的策略应用到复杂系统% 但是在 0;.< 中!
调整 "(:28 相互间的互动模式比调整个体本身受到了更多的

关注%在第三次努力)奥克兰领导人峰会$中!将 -/0, 的自由

化议程诉请 =>?!代表了某种诉诸全局仲裁者或控制者的想

法!但是复杂系统并不存在一个全局的控制单元%
很多 -/0, 成员现在主动的寻求第四种模式! 就是通过

双边和区域内的自由化推动自由化的进程% -/0, 正在建立

起同时影响成员和成员之间合作机制的模式%
虽 然 -/0, 不 是 一 个 完 全 意 义 上 的 金 融 系 统 的 研 究 对

象! 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个成员的宏观金融政策%

&’(() 只是借助 ,-. 理论的一些概念和思维方式! 得出了一

些关于宏观政策的结论!这个例子提示我们采用 ,-. 的思想

方法考虑宏 观 金 融 政 策 的 可 能 性 与 可 行 性% 同 样 可 以 借 鉴

,-. 的思想方法来研究我国的金融政策问题%

’"人工股票市场 ()#(* 模型!

."28" @: 实验室的 /"6A:#!-#8B5#!&966"23!<:C"#92!>"%!
69# 等在 DEE+ 年代早期开始着手设计人工股票市场模型% 人

工股票市场模型是基于 ,-. 理论的原理建立起来的!具体来

说!是应用多 -(:28 建模技术建立起来的% .@-.F 模型的目

的是研究股票市场中主体)投资者$间互动作用对市场的影响

以及市场本身的动态机制% .@-.F 模型最初由 9$G:78 , 语言

写成!后来改写为 )H"#A 版本% 在 )H"#A 版本中!模型由不同

的 "(:28 构成!这些 "(:28 分别代表股票市场的 投 资 者!确 定

股息的 "(:28!表示市场管理者的 "(:28I做市商J等%

在 .@-.F 模 型 中!有 两 种 资 产!一 种 是 无 风 险 债 券!债

券的供应是无限的!利率设定为一个固定值 !"*一种是风险性

资产&股票+ 股票的股息收入根据下式随机确定&

#$%#!&!’#$() (#*&+$

其中 +$ 服从 ,-./"0
+*的分布% 模型中的投资者依据下式

确定持股量&

1
2

$%
3
! 2

$-4$&) &#$&) *(-)&!!*4$

#"
0

4&$/2

"(:28 应用一个设计的分类器预测股市的回报!预测方程

为&

"
! 2

$-4$&) &#$&) *%56’4$&#$786

下标 2 代表了不同的 "(:28!而带下标 6 的参数 56 和 86 构

成了 "(:28 选择的组合规则%
各 "(:28 把决策指令传给做市商% 做市商收集所有买卖

指令!并宣告一个,成交价格(% 如果市场并没有被清出或做

市商的库存不在可接受的数量之内!则重复这个过程% 当市

场被清出时!则,成交价格(为目前市场价格%
作为 "(:28 适应性的体现! 每个 "(:28 的行为都不一样!

具有异质性! 并且在模型中应用遗传算法改进 "(:28 的交易

规则% 每个 "(:28 根据他们对市场的预测进行投资组合的决

策!随着每一期的推进!由遗传算法确定优化 "(:28 的决策规

则% 遗传算法中的突变-交换等机制在确定规则的进化也就

是确定新的和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6A:# 等应用 .@-.F 模型研究了内生期望下的资产定

价问题!建立了一个基于异质性 "(:28 的资产定价模型" 虽然

.@-.F 模型取得了很好的模拟结果!也在很多方面给其他研

究者提供了启发!但是!如何使模拟模型能和实际市场的数据

所相互印证!依然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很多基

于 "(:28 建模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 在保险精算模型中的应用!

&KF’7B":6 .B5A#"L 和 ;’27: !"#6:%IMEEEN应用 ,-. 理论

帮助建立保险精算模型" 在进行保险精算时!如果掌握了有

关客户行为情况的大量真实数据的话!那么使用传统的精算

方法和模型就足以解决问题!可是!在有的时候!当一种新的

保险机会出现时!由于缺少甚至没有实际数据!使得使用传统

的数学统计方法论证具有一定的困难" .B5A#"L 和 !"#6:% 认

为需要一个可以体现真正的动态特征的保险客户建模方法以

便可以缩小由行为差异引起极值间的差异" 他们采用了基于

-(:28 的建模方法来模拟保险客户的行为" 他们主要针对年

金客户保单流失行为建立了多 "(:28 模型"
模型中将应用两种不同类型的 "(:28"一个是个体保险客

户!成百万的保险客户每一个都是一个个体 "(:28" .保险代理

商(是模型中的另外的一类 "(:28% 模型主要关注的是保单客

户流失率% 模型首先确定了客户 "(:28 的基本决策特征% 他们

具有一个死亡概率)+K+M$% 括号中的值是对参数的估计值!今

后可以修正和 校 准% 还 有 一 些 其 他 使 客 户 原 因 流 失 的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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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需要钱买房子#或者是其他偶然发生的原因$ 如

果没有客户流失的话# 那么某些客户会收到来自经纪人的一

些建议#转向其他项目或投资$ 如果金融市场正在走高#他们

可能会考虑转向购买其他金融产品# 比较建议和当前保单的

收益率#然后对是否继续持有保单做出决策$一些客户也可能

仅仅是模仿大多数人们的行为$ 如果某个体听说人们都在放

弃持有的保单#或者股市惨跌#他或许会随大流#学着别人的

行为去行事$可以看到在模型中#最基本的决策规则存在于保

险客户 2=6;< 那里#这里只大概举出一些$ 模型中还要用到很

多费用表#市场利率等参数$
模型运行后#可以得到客户保单流失率随时间变动的趋

势$ 在模型中包含着很多概率分布#可以多次运行模型#得到

一些变量的估计值#进而利用其进行风险评估$ 在试验时#可

以修改不同的参数比如市场利率等以观察不同结果$ 模型得

到输出最终通过图表显示出来$ 横轴表示从现在到未来的 _!
"’ 年时间#纵轴显示保单流失率$ 其中一些图表显示全部的

流失率#另一些显示按照保单价值分类的流失率$这样可以比

较有效的评估保险单的整体价值$
模型其中 之 一 的 试 验 结 果 表 明#在 通 货 膨 胀#而 且 市 场

环境恶劣的条件下# 保险客户通常会选择比平时更早的放弃

大量保单$ 相反的#在轻度通货膨胀的良好市场环境中#保险

客户将保有保单更长的时间#总保单流失率很小#而且保单流

失数量随时间的变化具有一定规律$ 这为对保险业界相应的

决策支持提供了参考$

0K>432H 和 52386W 还从 IU%bM*IBN6 U;@>32;O6 %23H6<B;=
2;C b6@623OK M@@9OB2<B9;, 取得了一些真 实 数 据 校 准 模 型 参

数#研究流失率#调整 2=6;< 的行为特征#结 果 表 明 模 型 模 拟

结果和真实数据拟合的相当好$

三"结论

由文中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复杂适应性理论对于

研究金融系统有两个重要启示#一个是应用复杂适应性理论

建立问题的概念模型#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一个是基

于多 2=6;< 建模方法建立对于实际问题的模拟模型# 通过试

验促进对问题的理解与研究$ 这两种思路都是系统科学对于

金融研究的推动$
研究复杂性系统#并不是要使相对简单的人类思维陷入

复杂性的漩涡中去#而是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认识事情发生

的原由#提供尽可能合理的同外部世界的互动方式$ 从片面

机械还原论#到系统论#再到自组织理论&复杂适应性理论#人

们对整体性和复杂性的每次认识提升#都是一次思想的解放$
承认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金融系统对人们的理解

力来说是难以捉摸的#相反的#正是在了解金融系统复杂适应

性的机制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采取新的&也许是更合理的态

度和对策来影响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系统$ 基于 XM0
思想研究金融系统给我们带来了控制和管理金融事务的新思

想与契机$ 随着金融体系复杂性的日益显现#应用系统科学

中的先进思想与方法解决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金融问题#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XM0 研究金融事务也仍然存在许

多的难点#比如金融 2=6;< 行为特征的仿真实现等#这些是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与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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