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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社会责任和消费者环境责任是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和消费者绿色消费的重要推动力。构建了政府、企

业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重点考察政府补贴、企业社会责任和消费者环境责任对相关主体策略的

影响。研究表明：当政府对企业补贴力度较低时，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指数，可以促进绿色创新和绿

色消费；消费者环境责任水平正向影响绿色创新和绿色消费，且只有极高的消费者环境责任才对企业绿

色创新有效；在消费者环境责任水平和社会责任披露共同发生作用时，提高消费者环境责任水平对系统

的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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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nsumer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re th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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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forces to realiz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green consumption of consumer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con-
sumer,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n-
sumer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strategies of relevant subj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enterprises are low, improv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index can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and green consumption; the level of consumer en-
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green innovation and green consumption, and 
only a very high level of consumer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an be effective for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when the level of consumer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
bility disclosure work together, the impact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nsumer environmental re-
sponsibility on the system is more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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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正呈现出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态势，必须将绿色发展融入到经济转型的

进程中[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今年重点任务，这不仅对能源清洁化、

低碳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产业链重组升级提出了重大挑战。传统制造业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

放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2]，必须进行绿色转型升级，由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转向

技术依赖型发展模式。绿色创新可以减少企业在运作中对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

保护的重要手段[3]。与此同时，绿色消费作为绿色制造的重要牵引力量，可以从需求侧引导企业进行绿

色转型升级[4]。消费者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5]，随着传统消费模式带来的资源短缺与

环境破坏的影响日益加剧，以及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公众的消费模式也逐渐向绿色消费转变。所以，

绿色创新和绿色消费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围绕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问题，国内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和作用两方面。1) 影

响绿色创新的因素。绿色创新是由多个主体参与的活动，受到参与主体的影响。Lin 等(2014) [6]、赵爱

武等(2018) [7]研究发现市场需求影响企业绿色创新。Dangelico 等(2017) [8]揭示了组织环境导向能力影响

绿色创新。Weng 等(2015) [9]认为企业的监管和组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绿色创新起着重要作用。赵路等

(2021) [10]、王珍愚等(2021) [11]、曹霞和张路蓬(2017) [12]研究了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2) 绿色创新的作用。Chiou 等(2011) [13]、Adebgile 等(2017) [14]认为绿色创新对组织环境绩效有

显著影响。Awan 等(2019) [15]强调创造力可以通过绿色创新的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Zhu 等(2012) [16]、
Fernando 等(2019) [17]认为绿色创新是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近年来，大量学者对消费者

绿色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聚焦于外部和内部因素两方面。在外部影响因素方面，Gonçalves
等(2015) [18]研究了外部社会认可对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宋亚菲和于倩楠(2012) [19]认为绿色产

品的价格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内部影响因素方面，有学者研究了消费者态度[20] [21]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106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贺新年 
 

 

DOI: 10.12677/aam.2022.111067 602 应用数学进展 
 

和绿色信任[22]等对绿色消费的影响。叶楠(2019) [23]研究了绿色认知与绿色情感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

王建华和钭露露(2021) [24]研究了消费者环境素养对绿色消费的影响。 
综上，现有关于制造业绿色创新的研究多集中于组织、市场、政府规制等因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

及绿色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作用，对于绿色消费的研究多集中于外部环境因素以及消费者的认知、态度、

素养等内在因素方面。但鲜有学者从企业和消费者责任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和消费者环境责任

对绿色创新和绿色消费的影响。Abbas (2020) [25]、阳镇等(2021) [26]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采用绿色实

践、企业可持续绩效的积极影响。吴迪等(2020) [27]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绩效。Chen
等(2018) [28]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可以改善企业环境绩效。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重要的创新现象[29]，
在将社会、环境和经济纳入商业活动的行动和战略以在不断变化的商业趋势中生存发挥重要的作用。消

费者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有效性的重要力量[30]，同时能够促进环境关注，进而促进绿色消费。因此，

需要考虑企业和消费者责任因素，探究绿色创新和绿色消费的关系，为参与主体提供可行性策略建议。 
此外，为促进绿色创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征收污染税以及提供创新补贴[31] [32]等，对短

期和长期宏观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依然存在政策执行力不强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在政府环境规制中引入社会责任披露指数[33]，作为创新补贴的补充机制。本文构建了政府、企业和

消费者组成的绿色创新和绿色消费策略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

及政府补贴和社会责任披露如何通过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决策从而影响绿色消费行为，然后分析了消费者

环境责任对企业和消费者策略选择的影响，最后通过 matlabR2020a 仿真模拟了相关变量对系统均衡策略

的影响程度。 

2. 模型构建 

2.1. 基本假设 

1) 博弈主体 
假设博弈参与主体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者均为有限理性，且参与博弈的三方在相互作用中不

断调整自身策略。 
2) 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 
政府的策略选择为{积极规制，消极规制}，“积极规制”是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政策披露企业社会责

任并采取适当的补贴或者惩罚手段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积极宣传绿色消费。“消极规制”是政府不对企

业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监管，也不对绿色消费行为进行引导。企业的策略选择为{采取，不采取}，“采取”

是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进行绿色创新以减少环境污染。“不采取”是指企业采取传统的生产方式，

不进行绿色创新。消费者的策略选择为{购买，不购买}，“购买”是指消费者环境关注度较高，购买绿

色产品，进行绿色消费。“不购买”是指消费者较少关注环境保护，购买传统产品。 

2.2. 模型变量假设 

假设一：政府积极规制的概率为 x，消极规制的概率为1 x− 。企业采取的概率为 y，不采取的概率为

1 y− 。消费者购买的概率为 z，不购买的概率为1 z− 。满足 0 1x≤ ≤ ， 0 1y≤ ≤ ， 0 1z≤ ≤ 。 
假设二：政府进行积极规制所消耗的成本为 1C ，企业绿色创新会增加政府的收益 1R 。企业生产绿色

产品可以获得政府的补贴 T，对企业生产传统产品的罚款为 F。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可以节约政府的监管成

本 1C∆ 。若政府消极规制，需要支付环境治理成本 ( )2 1 2C C C< ，此外，政府消极规制行为会造成政府公

信力损失 1L 。政府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表现为降低绿色创新成本和增加社会责任披露带来的经济收益，

对企业 R&D 补贴因子为 ( )0 1a a< < ，社会责任披露指数为 ( )0 1b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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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三：企业采取绿色创新的成本为 3C ，收益为 2R ，可以获得政府的创新补贴 T，还可以提高公众

的环境责任水平 ( )0 1β β< <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增加企业的收益 2R∆ 。企业采取传统生产方式的成

本为 4C ，收益为 3R ，要向政府缴纳罚款 F。若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公众感知其企业社会责任和品牌契

合度不符，给企业造成的品牌形象等损失为 2L 。 
假设四：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成本为 5C ，购买传统产品的成本为 6C 。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感知价

值 4R 和传统产品感知价值 5R 。企业采取绿色创新，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 4R∆ 。政府

积极规制消费者可以获得环境收益 U。 

2.3. 模型构建 

根据假设条件，可以得到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支付矩阵，具体见表 1 所示。 
 

Table 1. Tripartite game payment matrix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表 1. 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博弈策略 政府 企业 消费者 

(积极规制，采取，购买) 1 1 1C R T C− + − + ∆  ( ) ( )3 2 21 1a C b R R Tβ− − + + + ∆ +  5 4 4C R R Uβ− + + ∆ +  

(积极规制，采取，不购买) 1 1C R T− + −  ( ) ( )3 21 1a C b R T− − + + +  ( ) 5 61 R C Uβ− − +  

(积极规制，不采取，购买) 1 1C F C− + + ∆  4 3 2C R F L− + − −  5 4C U Rβ− + +  

(积极规制，不采取，不购买) 1C−  4 3C R F− + −  ( ) 5 61 R U Cβ− + −  

(消极规制，采取，购买) 0 3 2 2C R Rβ− + + ∆  5 4 4C R Rβ− + + ∆  

(消极规制，采取，不购买) 0 3 2C R− +  ( ) 5 61 R Cβ− −  

(消极规制，不采取，购买) 2 1C L− −  4 3 2C R L− + −  5 4C Rβ− +  

(消极规制，不采取，不购买) 2C−  4 3C R− +  ( ) 5 61 R Cβ− −  

 
由上述收益矩阵，可以计算得出政府积极规制的期望收益 11E 和消极规制的期望收益 12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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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 yz C R T C y z C R T

y z C M F C y z C

y R T zF z F C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2 1 21 1 1E y z C L y z C= − − − + − − −  

( )1 11 121E xE x E= + −  

综上可以得出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 ) ( ) ( ) ( )1 1 2 1 1 1 21F x x x y R T zF zL C z F C L C C= − − − − − + + ∆ + − +                 (1) 

类似的可以确定企业采取的期望收益 21E 和不采取的期望收益 22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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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3 2 2 3 2

3 2 2 4 3

1 1 1 1 1

1 1 1

E xz a C b R R T x z a C b R T

x z C R R x z C R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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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22 4 3 2 4 3

4 3 2 4 3

1

1 1 1

E xz C R F L x z C R F

x z C R L x z C R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1 221E yE y E= + −  

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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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3 3 2 2 4 3 2

4 3 3 2

1

1 1

F y y y xz C R C R z C R R C R L

x C R a C b R T F

β= − − − + + − + + ∆ + − +

+ − + − + + + +  
            (2) 

同理可以得到消费者购买的期望收益 31E 和不购买的期望收益 32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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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5 4 4 5 4

5 4 4 5 4

1

1 1 1

E xy C R R U x y C U R

x y C R R x y C R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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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5 6 5 6

5 6 5 6

1 1 1

1 1 1 1 1

E xy R C U y x R U C

x y R C x y R C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

 
     − − 

 

( )3 31 321E zE z E= + −  

消费者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 ) ( ) ( )4 5 4 5 61 1F z z z y R C R R Cβ β= − ∆ − + − − +                         (3) 

根据上式(1)、(2)、(3)的复制动态方程可得 ( )0,0,0 ，( )0,0,1 ，( )0,1,1 ，( )1,0,0 ，( )1,0,1 ，( )1,1,0 ，( )0,1,0 ，

( )1,1,1 8 个平衡点。 

2.4. 系统策略的演化均衡分析 

根据 Friedman 提出的方法，利用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可以研究演化系统的稳定性，对上式中

的 ( )F x 、 ( )F y 、 ( )F z 函数分别对 x、y、z 求偏导得雅可比矩阵 T。 

( ) ( ) ( )

( ) ( ) ( )

( ) ( ) ( )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F x F x F x
x y z

a a a
F y F y F y

T a a a
x y z

a a a
F z F z F z

x y z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 ) ( )11 1 1 2 1 1 1 21 2a x y R T zF zL C z F C L C C= − − − − − + + ∆ + − +    

( )( )12 1 1 21a x x R T zF zL C= − − − − −  

( )( )13 1 1 11a x x yF F C L yL= − + + ∆ + −  

( ) ( ) ( ) ( )( )21 3 2 4 3 4 3 3 21 1 1a y y z C R C R C R a C b R T F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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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3 2 4 3 3 2 2 4 3 2

4 3 3 2

1 2

1 1

a y xz C R C R z C R R C R L

x C R a C b R T F

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3 2 4 3 3 2 2 4 3 21a y y x C R C R C R R C R Lβ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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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0a =  

( )32 41a z z R= − ∆  

( ) ( )33 4 5 4 5 61 2 1a z y R C R R Cβ β= − ∆ − + − − +    

根据李雅普诺夫稳定性理论，系统满足 ESS 的充要条件是雅可比矩阵的所有特征值均为负。因此，

通过将 ( )0,0,0 ， ( )0,0,1 ， ( )0,1,1 ， ( )1,0,0 ， ( )1,0,1 ， ( )1,1,0 ， ( )0,1,0 ， ( )1,1,1  8 个均衡点代入雅可比矩

阵可计算出所有均衡点的特征值，并根据均衡点的正负特征来判断它们是否为系统的 ESS (如表 2 所示)。 
 

Table 2. Eigenvalues of Jacobian matrix corresponding to each equilibrium point 
表 2. 各平衡点对应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值 

均衡点 特征值 1λ , 2λ , 3λ  特征值符号 

( )0,0,0  
1 1 2C Cλ = − +  

2 0λ =  

( )3 5 4 5 61C R R Cλ β β= − + − − +  
(+, 0, X) 

( )0,0,1  
1 1 1 1 2F C L C Cλ = + ∆ + − +  

2 3 2 2 4 3 2C R R C R Lλ β= − + + ∆ + − +  

( )3 5 4 5 61C R R Cλ β β= − + − −  
(+, X, X) 

( )0,1,1  
1 1 1 1R T C Cλ = − + ∆ −  

2 3 2 2 4 3 2C R R C R Lλ β= − − ∆ − + −  

( )3 5 4 4 5 61C R R R Cλ β β= − ∆ − + − −  
(X, X, X) 

( )1,0,0  
1 1 2C Cλ = −  

( ) ( )2 4 3 3 21 1C R a C b R T Fλ = − + − + + + +  

( )3 5 4 5 61C R R Cλ β β= − + − − +  
(-, X, X) 

( )1,0,1  
( )1 1 1 1 2F C L C Cλ = − + ∆ + − +  

( ) ( )2 2 2 4 3 3 21 1R L C R a C b R T Fλ β= ∆ + + − + − + + + +  

( )3 5 4 5 61C R R Cλ β β= − + − −  
(-, X, X) 

( )1,1,0  

( )1 1 1 1R T F L Cλ = − − − − −  

( ) ( )2 4 3 3 21 1C R a C b R T Fλ = − − + − + + + +    

( )3 4 5 4 5 61R C R R Cλ β β= ∆ − + − − +  

(X, X, X) 

( )0,1,0  
1 1 1 1R T F L Cλ = − − − −  

2 0λ =  

( )3 4 5 4 5 61R C R R Cλ β β= ∆ − + − − +  
(X, 0, X) 

( )1,1,1  
1 1 1 1T R C Cλ = − − ∆ +  

( ) ( )2 3 4 3 2 2 21 1C a C R T F L R R bλ β= − − + − + + + + ∆ + +    

( )3 5 4 4 5 61C R R R Cλ β β= − ∆ − + − −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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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假设条件，由表 2 可知，点 ( )0,0,0 、点 ( )0,0,1 和点 ( )0,1,0 对应雅克比矩阵有一个特征值大于或

者等于 0，故不是演化稳定点。1) 当 1 1 1 0R T C C− + ∆ − < ， 3 2 2 4 3 2 0C R R C R Lβ− − ∆ − + − < ，且 

( )5 4 4 5 61 0C R R R Cβ β− ∆ − + − − < 时，即政府积极规制的综合收益小于 0，企业绿色创新的收益高于传统

生产的收益，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收益大于不购买的收益时，此时， ( )0,1,1 为演化稳定点。2) 当

1 2 0C C− < ， ( ) ( )4 3 3 21 1 0C R a C b R T F− + − + + + + < 且 ( )5 4 5 61 0C R R Cβ β− + − − + < 时，即政府积极规制

的成本小于消极规制的环境治理成本，企业绿色生产的收益低于传统生产的收益，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

的收益低于不购买的收益时，对应于演化稳定点 ( )1,0,0 。 3) 当 ( )1 1 1 2 0F C L C C− + ∆ + − + < ，

( ) ( )2 2 4 3 3 21 1 0R L C R a C b R T Fβ∆ + + − + − + + + + < ， ( )5 4 5 61 0C R R Cβ β− + − − < 时，即政府积极规制的

收益高于消极规制的收益，企业绿色生产的收益低于传统生产的收益，消费者绿色消费的收益高于传统

消费收益时，此时， ( )1,0,1 为演化均衡点。4) 当 ( )1 1 1 0R T F L C− − − − − < ， 

( ) ( )4 3 3 21 1 0C R a C b R T F− − + − + + + + <   且 ( )4 5 4 5 61 0R C R R Cβ β∆ − + − − + < 时，政府消极规制的收益

低于积极规制的收益，企业绿色创新的收益高于传统生产的收益，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收益低于购买

传统产品的收益，此时， ( )1,1,0 为演化均衡点。5) 当 1 1 1 0T R C C− − ∆ + < ， 

( ) ( )3 4 3 2 2 21 1 0C a C R T F L R R bβ− − + − + + + + ∆ + +   < ， ( )5 4 4 5 61 0C R R R Cβ β− ∆ − + − − < 时，即政府积

极规制的综合收益大于 0，企业绿色生产的收益高于传统生产的收益，且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收益大

于传统消费的收益，此时，系统的演化稳定点为 ( )1,1,1 。根据目前绿色创新的发展趋势可知，当前政府

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支持绿色创新上，此时企业应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加强绿色创新投入，提高绿色

产品的产能，推动绿色消费。因此，本文选择 ( )1,1,1 这一稳定点作为原始状态展开讨论。 

3. 仿真分析 

基于上述演化博弈模型，使用 matlabR2020a 进行仿真分析。参考文献[34] [35]，仿真相关参数值设

置为。 1 3C = ， 2 4C = ， 3 18C = ， 4 4C = ， 5 2C = ， 6 0.8C = ， 1 1R = ， 2 10R = ， 3 7R = ， 4 4R = ，

5 1.5R = ， 1 5C∆ = ， 2 4R∆ = ， 4 2R∆ = ， 1 2L = ， 2 4L = ， 1T = ， 1F = ， 1U = ， 0.1a = ， 0.1b = ，

0.3β = ， 0.2x = ， 0.5y = ， 0.7z = 。 

3.1. 政府规制对企业和消费者策略选择的影响 

1) 政府补贴 a 对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 
三方初始比例分别为 0.2x = ， 0.5y = ， 0.7z = 。考察政府补贴因子 a 对企业和消费者策略选择的影

响，a 分别取值为 0，0.15，0.45，0.55，0.8，1。 0,0.15a = 表示低强度的补贴力度， 0.45,0.55a = 表示

中等强度的补贴力度， 0.8,1a = 表示高强度的补贴力度，仿真结果如图 1(a)和图 1(b)所示。可以看出，随

着政府给予补贴力度的增加，企业由不采取策略转向采取绿色创新策略，消费者由不购买策略转向购买

策略，且上升速度越来越快，说明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成本的降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和

绿色消费行为。此外，中等强度的补贴即可达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消费者绿色消费的目的，但是演化

至均衡状态的时间较高强度的补贴时间长。 
2) 社会责任披露指数 b 对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 
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初始比例分别为 0.2x = ， 0.5y = ， 0.7z = 。基于上述初始参数设定，b 分

别取值为 0，0.2，0.4，0.6，0.8，1。图 1(c)和图 1(d)分别显示了社会责任披露指数对企业和消费者策略

演化的影响，可以看出，当 b 低于某一临界值，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演化为 ( )0,0 ，即(不采取，不购买)。
当 b 高于某一临界值，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演化结果为 ( )1,1 ，即(采取，购买)。结果表明：当企业社会

责任披露指数 b 较高时，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选择会向稳定状态 ( )1,1 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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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volution of enterprise and consumer strategies under government regulation 
图 1. 政府规制下企业和消费者策略演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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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补贴 a 和社会责任披露 b 共同作用对企业和消费者策略选择的影响 
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初始比例分别为 0.2x = ， 0.5y = ， 0.7z = 。图 1(e)、图 1(f)分别反映了政

府补贴 a 和社会责任披露 b 共同作用对企业和消费者策略演化的影响。可以看出，政府补贴和强制性社

会责任披露共同作用时，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演化结果均为 ( )1,1 。尤其当 0.1a = ， 0.5b = 时，即低强度

的政府补贴和中等强度的社会责任披露即可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说明，政府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披

露对企业施加压力，以较少的创新补贴支出就可以达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目的。 
 

 
(a)                                                  (b) 

Figure 2. Different levels of responsibility β Evolution diagram of enterprise and consumer strategy under 
图 2. 不同责任水平 β下企业和消费者策略演化图 

 

 
(a)                                                  (b) 

Figure 3. Evolution diagram of interaction strategy of β and b 
图 3. β和 b 共同作用策略演化图 

3.2. 消费者的环境责任对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 

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初始比例为 0.5。记 0β = ， 0.15β = 记为低水平的环境责任，记 0.45β = ，

0.55β = 记为中等水平的环境责任，记 0.8β = ， 1β = 记为高水平的环境责任。图 2(a)、图 2(b)分别反映

了环境责任 β 对企业和消费者策略选择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消费者环境责任的提高，企业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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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演化结果为“采取，购买”。特别地，消费者环境责任处于中低水平时，企业依然采取传统生产

方式，极高的消费者环境责任水平才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 

3.3. 社会责任披露和环境责任共同作用对企业和消费者策略选择的影响 

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初始比例为 0.5。图 3(a)、图 3(b)显示了社会责任披露和环境责任对企业和

消费者策略选择的影响，可以看出，环境责任水平低于某一临界值，社会责任披露指数高于某一临界值，

企业和消费者策略演化为“不采取，不购买”，对应于点 ( )0,0 。环境责任水平高于某一临界值，社会责

任披露指数低于某一临界值，企业和消费者策略演化为“采取，购买”，对应于点 ( )1,1 。与企业社会责

任披露指数相比，消费者环境责任对演化策略的结果影响更为强烈。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责任视角下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绿色创新与绿色消费的三方博弈模型，并运用数值仿真进

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1) 政府规制会促进绿色创新和绿色消费，当政府补贴和社会责任披露共同发生

作用时，政府通过提高社会责任披露力度，以较少的创新补贴支出就可以达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绿色

消费的目的。2) 消费者的环境责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绿色创新和绿色消费，此外，极高的消费者环境责

任水平才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效。3)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消费者环境责任共同作用可以使企业和消费者策

略演化为“采取绿色创新，购买绿色产品”，且消费者环境责任对演化策略的结果影响更为强烈。 
为此，提出如下主要对策和建议：1) 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监督者，要对企业绿色创新给予适当的

补贴，通过降低其绿色创新的成本帮助其克服创新瓶颈，并积极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督促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以节约政府补贴，另一方面可以强化政府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2) 企业

作为绿色产品的生产者，要严格遵守法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最终促进自身的创新。同时，要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和价值取向，将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中的绿色价值更好

地嵌入针对他们的信息中，做到消费者感知的社会责任和品牌契合度的高度匹配，更好地发挥企业社会

责任的作用，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3) 消费者要积极履行自己的环境保护责任，提升自身的环保

意识，积极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购买绿色产品，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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