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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当前可持续发展需求以及移动支付的大范围普及和多方渗透，移动支付平台开展低碳创新显得尤为

迫切，通过对我国30省市碳排放格局进行刻画，得到不同地区的碳排放分布情况，根据不同分布格局对

应调整移动支付业务特点，注重政府组织在此过程中的参与。其次结合碳排放分布格局，通过演化博弈

构造博弈模型并分析移动支付平台低碳创新中政府组织与移动支付平台方的协作关系，博弈双方的策略

稳定性与双方合作的投入成本成反比，与协同收益、收益分配比例在一定范围内正相关，探究了其协作

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和稳定点，给后续的进一步协作发展与移动支付转型绿色支付，促进减排降碳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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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deman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widespread popularization 
and multi-party penetration of mobile payment,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for mobile payment plat-
forms to carry out low-carbon innovation. By portraying the carbon emission pattern of 30 prov-
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we obtain the distribu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adju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bile payment busines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istribution pat-
tern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is process. 
Secondl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arbon emiss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the game model is con-
structed through evolutionary gaming and analyzes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
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nd mobile payment platforms in the low-carbon innovation of mobile 
payment platforms.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of the two parties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input 
cost of their collaboration,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ynergistic benefit and benefit dis-
tribution ratio within a certain range. The interactions and stability points in the collaborative 
process are explor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
tion of mobile payment into green payment to promote carb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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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支付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消费习惯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如今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支付方式之一。随着移动支付的不断普及和发展，它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然而，随着人们对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绿色低碳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如何在

移动支付的发展中兼顾绿色低碳和创新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移动支付如何在

发展进程中保证绿色低碳和创新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格局，

结合空间分布特征提出移动支付平台方结合特点进行低碳创新的切入点，并且对于在移动支付平台方开

展低碳创新中的两大主要参与主体进行演化博弈分析，探究其协作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合作策略选

择和稳定点，给后续的进一步协作发展与移动支付转型绿色支付提供参考。 

2. 文献回顾 

2.1. 文献综述 

在 2021 年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聚焦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重点实施十大行动之一

的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将绿色理念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1]。在这“双碳”目标及发展战略指导下，

移动支付作为紧密联系生产生活、建设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和桥梁，其涉及到企业、政府监管、个

人等多主体，对于产业领域布局和日常公共生活便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移动支付转向绿色支付

能够助力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双向促进作用，推动碳普惠格局建设[2]。尹志超等选取家庭人均碳消费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544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黄娜，蒋琬珺 
 

 

DOI: 10.12677/orf.2023.135442 4430 运筹与模糊学 
 

为对象研究了关于是否使用移动支付以及移动支付对不同类型碳消费的影响[3]。许孝君等研究并构建了

移动支付信息生态系统模型，得出信息安全和支付风险问题以及移动支付用户的信用水平是影响系统稳

定性的重要因素[4]。移动支付创新不仅是该信息系统的自我革新，更是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有效

整合各参与主体的突出优势,实现协同创新[5] [6]。在当前的发展需求和时代趋势下，创新更要求是绿色

低碳类创新。李爽等研究了提高提升居民低碳素养来增加低碳产品需求，反向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7]，
移动支付技术创新有助于低碳素养培养[8]。杨菲等研究得出低碳创新支持政策可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传神显著的促进作用[9]。张婕等研究了高质量技术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碳减影响提出对处于政府高度干预

及国有经济发达区域制度环境的高耗能企业，政策减排效应更强[10]。郭国庆等以行为理论视角推理研究

了蚂蚁森林这一环保游戏对于用户转向线下绿色消费的而作用机制，将线上绿色行为转为线下行为取决

于个体环境认同度[11]。Zhong 等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综合分析，提出了移动支付平台参与低碳创新的关键

因素，包括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商家参与以及用户需求等方面。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权重分析，文章得

出了移动支付平台参与低碳创新的可行性和必要性[12]。Chen 等研究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低碳创

新的促进作用，LCCPP 可以通过资本配置、结构升级、投资促进和综合治理效应促进绿色创新。同时，

LCCPP 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可以通过全面的低碳政策激励低碳创新[13]。分析已有研究可知，

在移动支付平台参与低碳创新中，以碳排放作为测量值比较的研究较多，研究聚焦于体系、模式的构建，

低碳技术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在移动支付平台方参与低碳创新中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博弈及其稳定性的

相关研究还不是很多。因此本文在前序研究的基础上及中国碳排放分布格局的基础上进行了基于演化博

弈的移动支付平台方参与低碳创新的主体协作关系及其稳定性研究，为移动支付转型绿色支付，在世界

移动支付的绿色发展中实现后发先至，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与绿色经济良性发展提供参考。 

2.2. 移动支付平台开展低碳创新的必要性 

在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对碳排放进行有效控制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

这样的背景下，移动支付平台作为一个具有潜力的绿色低碳创新领域，被寄予了厚望。移动支付平台低

碳创新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了技术、商业、政策和社会因素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尤为重要。关于碳排放量展现本文采取了空间格局分布，来直观展示其分布特征。碳排放空间格局是指

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中碳排放量高低的分布和集聚特征。本文对 2010 年至 2020 年全国 30 省市综合能源

消耗数据进行了收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西藏，台湾省由于数据缺失，暂不研究)并对逐

年数据采取了排放因子法(式 1)对省际表观碳排放总量进行了计算，十年碳排放量总计如表 1。 

energy i i iCE TD EF− = ∗∑ ∑                                 (1) 

其中 energy iCE − 表示第 i 种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 iTD 表示第 i 种化石能源的综合消费量， iEF∑ 表示

第 i 种能源对应的碳排放系数。 
 
Table 1. Total apparent carbon emissions in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2010~2020 
表 1. 2010~2020 年 30 省市总计表观碳排放量 

省市 碳排放量 
(百万吨) 省市 碳排放量 

(百万吨) 省市 碳排放量 
(百万吨) 

安徽省 3501.776425 黑龙江省 2319.860706 山东省 8243.390206 

北京市 716.5388477 湖北省 3618.837983 山西省 4404.910156 

福建省 2502.798663 湖南省 3353.318695 陕西省 2987.756948 

甘肃省 1862.259912 吉林省 2520.356928 上海市 2213.8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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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广东省 5537.234251 江苏省 7449.209195 四川省 3622.703674 

广西壮族自治区 2474.702532 江西省 2261.526569 天津市 1631.444921 

贵州省 2751.672636 辽宁省 4776.18666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531.595529 

海南省 512.9076872 内蒙古自治区 6207.911188 云南省 2288.861263 

河北省 7438.319335 宁夏回族自治区 1735.463276 浙江省 4082.370542 

河南省 5982.32462 青海省 594.5072758 重庆市 1691.671555 
 

通过 Arcgis 利用自然断点法进行了空间分布格局构建，得到碳排放量空间分布格局，划分为四个碳

排放区，高碳排放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广东省。较高碳排放区包

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省，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浙江省，山西省，辽宁省。中等碳排放区包

括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福建省，江西省。低碳排放区包括北京市，青海省。通过碳排放量分布得知我国高碳排放区主

要集中于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这几个省份，这几个省份具有制造业发达或

是能源资源禀赋的特征，其能源生产或是能源消耗量较大，从而导致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碳排放，是

减碳的重点区域。 
针对不同的碳排放格局，可以进一步细化数据来源分析不同地区碳排放的数量和趋势，从而在移动

支付的业务拓展和创新中注重低碳减排。比如可以发展绿色信贷，推广低碳交通出行等措施，从而实现

碳减排。其次，移动支付平台可以通过低碳创新的方式来为碳排放空间格局调整做出贡献。例如，开展

电子发票、在线支付和虚拟信用卡等业务，可以减少纸张的使用和交通的出行量，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还可以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催生绿色产业链，推进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创新的风险性以及涉

及到许多参与要素的复杂组合，需要政府组织通过政策引导推动移动支付平台的低碳创新，支持碳排放

高的地区加强环保措施，从而促进协调发展。比如可以加大对低碳产业和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鼓励移

动支付平台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实现低碳发展。政府组织在不同的碳排放空间格局下，以不同的协

作关系参与到移动支付平台方的低碳创新过程中，起到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提高移动支付的优势利用和

绿色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组织与移动支付平台方的动态协作关系的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决定

着在移动支付平台方参与的创新生态的生态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通过构建双方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究在

动态演化过程中的稳定点，从而促进协作关系的维系与良性发展。 

3. 移动支付平台低碳创新参与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 

3.1. 模型构建的基础 

基于理性经济人理论，理性经济人也就是其首先是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移动支付平台方从

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理性经济人，这意味着移动支付平台方在参与低碳创新时会考虑所获得的收益和成本，

尽可能的追求效益最大化，如果长期处于获得极少而付出巨大的情况，必然会打击移动支付平台方参与

低碳创新的积极性和意愿，出现绿色移动支付进程推进缓慢，公众绿色支付理念强化不足，在线消费绿

色化程度降低的结果。 
移动支付平台方参与低碳创新，以开展“蚂蚁森林”、“绿色家园”等游戏类环保项目激励公众参

与降碳减排的绿色消费为主要模式，从中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极少，并且在开展此类项目的同时投入成

本较高。移动支付平台方在参与低碳创新中，多是通过日常消费中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理念从

而达到绿色支付的效果。移动支付平台方在参与低碳创新是通过积极开展低碳创新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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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社会责任感以及提高平台使用率的目的，开展线上绿色公益项目获得收益较少也不是其主要功能，

但是却也需要一定的数据维护和平台建设费用维持项目运行，以及后期的项目实地落实也需要人财物等

成本。例如在支付宝这个移动支付平台中，其建设了“蚂蚁森林”这个在线绿色项目，通过收集用户的

消费行为，赋予其不同消费行为以“能量”，即该消费行为在绿色在线支付里面的权重，权重积累到一

定的数量，就可以进行真实树木的种植兑换，让获得感从虚拟链接到现实，使参与者获得正面反馈，促

进其保持通过支付宝这一移动支付平台完成移动支付行为，并且会有所偏好的选择可以积累“能量”的

在线绿色行为，例如选择电子发票而非纸质发票，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减少私家车出行，线上生活缴费而

非线下出行缴费等一些系列低碳绿色消费行为。 

3.2. 模型假设 

作为一个静态概念的演化稳定策略是演化博弈的基本概念，它能够描述一个动态系统存在的局部稳

定。演化博弈论强调有限理性决策，认为博弈参与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双方，其行为选择将处于不断地调

整与变化的过程，最终趋于局部稳定。博弈主体主要有移动支付平台方 E，政府组织 G，作为有限理性

主体，参与人在过程中分别做出成熟的决策策略，策略选择随时间逐渐演化稳定于最优策略。政府组织

参与到移动平台方的低碳创新过程中的决策为“激励”与“不激励”；低碳创新平台方选择的策略有

“积极开展”和“不积极开展”两种。 
x 表示政府组织采取激励措施的概率，1 x− 表示政府组织不采取激励措施的概率， y 表示移动支付

平台方积极开展低碳创新的概率，1 y− 表示移动支付方不积极开展低碳创新的概率。 1R 表示移动支付平

台方积极开展低碳创新的正常收益， 1C 表示移动支付平台方在积极开展低碳创新中的投入成本，同理，

2R 表示政府组织在参与移动支付平台方的低碳创新中采取激励措施的正常收益， 2C 表示政府组织在参与

移动平台方的低碳创新中采取激励措施的投入成本。双方合作后将会产生一个经济、社会双向受益的协

同合作效应，产生协同收益值 P，按照参与比例分配协同收益，移动支付平台方协同收益分配比例为 m，

记为mP，政府组织协同收益分配比例为 ( )1 m− ，记为 ( )1 m P− ，其中 0 1m≤ ≤ 。 
其中 1R 的收益构成包括移动支付平台方实施低碳创新项目获得品牌形象与社会影响力的提升，社会

认可度与用户黏性的提升，企业经济成本的降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等， 1C 的成本构成包括技术研发

成本，市场推广成本，实施运营成本，社会责任履行成本等。mP表示协同收益构成包括移动支付平台积

极开展低碳创新项目时在政府激励措施下获得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等，企业形象与知名度的提升， 2R
的收益构成包括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绿色转型，广泛的社会效益等。 2C 的成本构成包括财政成本、人力

成本、资源分配等成本，的协同收益构成表示当政府组织参与移动平台方的低碳创新采取激励措施收获

的生态、经济等方面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政绩和赞誉，以及政策实施的助推力。 

3.3. 利益矩阵与演化博弈模型建立 

依据 Friedman 所给出的理论及方法，验证博弈双方形成的策略组合是否为稳定策略可以用雅可比矩

阵和利益矩阵的局部稳定性进行验证，即是否为 ESS，并且可以分析在双方的决策选择中哪些因素会进

行影响。 
根据表 2 的模型假设，令移动支付平台方采取“积极开展”“不积极开展”策略时的期望收益及平

均收益分别为 11U 、 12U 和 1U ，其计算如下： 
( ) ( )( )

( )
( ) ( )

11 1 1 1 1 1 1

12 1 1 1

1 11 12 1 1

1

1

1

U y R mP C y R C ymP R C

U yR y R R

U xU x U x ymP C R

= + − + − − = + −

= + − =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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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wo-party game payoff matrix for mobile payment platform partie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表 2. 移动支付平台方与政府组织的双方博弈收益矩阵 

低碳创新项目 移动支付平台方积极开展 移动支付平台方不积极开展 

政府组织激励 
( )2 2

1 1

1R m P C
R mP C

+ − −

+ −
 2 2

1

R C
R

−
 

政府组织不激励 2

1 1

R
R C−

 2

1

R
R

 

 
复制动态方程是动态微分方程的一种，用来描述一个群体采用某一特定策略的频度或频数。移动支

付平台方会选择“积极开展”策略的概率 x 的演化博弈复制动态方程为： 

( ) ( ) ( )( )11 1 1
d 1
dE
xF x x U U x x mPy C
t

= = − = − −                         (3) 

令政府组织采取“激励”“不激励”策略时的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分别为 21U 、 22U 和 2U ，其计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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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 2 2 2 2 2

22 2 2 2

2 21 22 2 2

1 1 1

1

1 1

U x R m P C x R C x m P R C

U xR x R R

U yU y U y x m P C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政府组织选择采取“激励”策略的概率 y 的演化博弈复制动态方程为： 

( ) ( ) ( ) ( )( )21 2 2
d 1 1
dG
yF y y U U y y m Px C
t

= = − = − − −                      (5) 

由式(3)和式(5)组成的复制动态方程组，如式(6)所示： 

( ) ( ) ( )( )

( ) ( ) ( ) ( )( )

11 1 1

21 2 2

d 1
d
d 1 1
d

E

G

xF x x U U x x mPy C
t
yF y y U U y y m Px C
t

= = − = − −

= = − = − − −
                     (6) 

对协作主体行为博弈的演化均衡分析，令复制动态方程式(6)的方程
d 0
dE
xF
t

= = 、
d 0
dG
yF
t

= = ，得到

了 5 个均衡点分别为 A(0,1)，B(0,0)，C(1,0)，D(1,1)，
( )

2 1,
1

C C
m P mP

E
 
  − 

。 

由式(6)中的复制动态方程组求得雅克比矩阵为： 

1 2

3 4

F F
F F

 
 
 

                                       (7) 

根据假设条件，在二维空间 ( ){ }, 0 1,0 1V x y x y= ≤ ≤ ≤ ≤ 内初始点和演化后的点有意义，因此

( )2 11 ,C m P C mP< − < 。令对应矩阵行列式为 det(W)，迹为 tr(W)，得到如表 3 中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分

析。 
由博弈双方演化结果显示(如表 4)，在均衡点 B(0,0)和点 D(1,1)为 ESS 均衡状态，表明移动支付平台

方选择“积极开展”策略，政府组织选择采取“激励策略”达成协作，或是移动支付平台方选择“不积

极开展”策略，政府组织选择采取“不激励”策略的不协作这两种情况。点 A 和点 C 的状态代表两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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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状态，表明双方的策略选择出现偏差。在点 ( )( )2 11 ,E C m P C mP− 处，是鞍点。移动支付平台方和

政府组织分别选择“积极开展”“激励”达成协作的演化过程如图 1。 
 
Table 3. Stability of the equilibrium point 
表 3. 均衡点的稳定性 

均衡点 det(W) tr(W) 

A(0,1) ( )2 1C mP C−  ( )1 2mP C C− +  

B(0,0) 1 2C C  ( )1 2C C− +  

C(1,0) ( )( )1 21C m P C− −  ( )( )1 21C m P C+ − −  

D(1,1) ( ) ( )( )1 2 1C mP C m P− − −  ( ) ( )( )1 2 1C mP C m P− + − −  

( )( )2 11 ,E C m P C mP−  ( ) ( )( ) ( )( )2 2 1 11 1 1 1 1C m P C m P mP C aP C aP a P   − − − − −     

 
Table 4. Evolutionary equilibria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evolutionary game  
表 4. 演化博弈参与双方的演化均衡点 

均衡点 det(W) tr(W) 均衡结果 

A(0,1) + + 不稳定点 

B(0,0) + − ESS 

C(1,0) + + 不稳定点 

D(1,1) + − ESS 

( )( )2 11 ,E C m P C mP−  + × 鞍点 

 

 
Figure 1. Evolutionary phase diagram 
图 1. 演化相位图 

 
由图 1 还可看出，在 B、D 两点处分别处于两种极端状态，即协作和不协作两种状态，均衡点 E 是

判断双方的复制动态曲线向点位 B、D 收敛的关键点。在均衡点 E 处，参与演化博弈的主体双方最终走

向由图中 ABCE 的面积 1S 和 ADCE 区域面积 2S 的大小比较，当 1 2S S< 时，双方趋向于协作的状态，当

1 2S S> 时，双方趋向于不协作状态。 ( )2 2 11 1 2 1S C m P C mP = − − +  通过分析影响 2S 的面积大小(如表

5)的参数来得出影响协作策略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在表 5 中+表示正相关，−表示负相关，/表示无法判别。

由表 5 可知在移动支付平台方参与低碳创新中，移动支付平台方与政府组织达成协作的成本 1 2C C、 与 2S

E

A 
(0,1)

B 
(0,0)

D 
(1,1)

C 
(1,0)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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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负相关，即在协作成本超出一定范围时，双方均不能获得覆盖成本的收益，选择不积极开展低碳创新

项目不激励的不协作策略。a 是关于二者达成协作时，协作收益的分配比，无法判断其对的 2S 大小影响。

P 成是协作收益，影响双方的协作收益分配额大小，会对 2S 产生正相关关系。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parameters on the choice of subject collaboration strategy 
表 5. 主体协作策略选择的参数影响分析 

参数 偏导 是否影响 S2 

1 2C C、  <0 − 

a / / 

P >0 + 

 
即在移动支付平台参与低碳创新中移动支付平台方与政府组织的博弈演化策略趋向于两方均协作或

是均不协作。在博弈演化过程中成本、协作收益以及分配比会对策略选择产生影响。 

3.4. 算例仿真 

以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开展的“蚂蚁森林”低碳创新项目为仿真基础，在“蚂蚁森林”项目实施以

来其碳减排年均 240 万吨，根据目前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的交易价格是 53.19 元/吨，则蚂蚁森林碳减

排量折算成经济数额即每年年均 1276.56 万元，蚂蚁森林创造的生态系统总产值超过 113,000 万元，即其

年均收益价值在 23,876 万元左右。在蚂蚁森林项目在运转期间据蚂蚁森林公布的数据其年均成本可达

6000 万元，而与参与蚂蚁森林的政府组织投入资源及相关补贴价值约年均 4000 万元。因此在借助 Matlab
进行算例仿真时，令 1 6000C = ， 2 4000C = ， 23876P = ， 0.6m = 。将模拟初始值(x,y)赋值(0.6,0.5)，(0.2,0.8)，
博弈主体随时间变化的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如图 2。 
 

 
Figure 2. Dynamic evolution of strategy selection process 
图 2. 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 

 
由图 2 可知，当博弈双方的概率(x,y)分别取不同的初始值，最终的博弈演化结果也收敛于不同点，

验证策略演化结果对初始值是有依赖性的。联系图 1 及计算得到的鞍点(0.37,0.6)当(x,y)初始值在 AB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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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初始值收敛于(0, 0)，双方主体分别选择“不积极开展”“不激励”的不协作策略，当(x,y)初始

值在 ADCE 区域内，初始值收敛于(1,1)，双方主体则选择“积极开展”“激励”的协作策略。根据图 3
可以得到协同收益 P 分别取 23000，26000，29000 时，P 值的变化对于博弈结果的影响。通过改变 P 的

值，博弈双方的协作概率随着 P 值的增大而增大，并且趋于协作概率的速度越来越快，表明协同收益 P
对博弈双方的动态演化是正相关作用。 
 

 
Figure 3. Impact of synergy gain P on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participating 
subjects 
图 3. 协同收益 P 对参与主体的动态演化的影响 

4. 结论 

通过构建 2010 年至 2020 年中国 30 省市的碳排放分布格局，得到不同省市的碳排放差异特征，针对

不同的碳排放空间特征，移动支付平台方应该采取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低碳创新方式。也由于不同地域

的情况和特点不同，需要政府组织参与到移动支付平台方的低碳创新中来进行协同合作，加速该地区的

移动支付转型绿色支付，从而带动与移动支付相关联的产业的绿色化转型。而政府组织与移动支付平台

方在低碳创新过程中，二者选择协作的均衡点是 ESS 稳定点，具有长期动态稳定性，双方选择“积极开

展”“激励”的协作策略稳定性与复制动态方程的参数变动有关，与协作成本成反比，与协同收益成正

比，当双方的投入成本越低，协同收益越大，双方选择“积极开展”“激励”的协作策略的稳定性就越

具有长期性。且当博弈双方的初始值不同，最终会收敛于两个不同的 ESS 均衡点，长期动态稳定性与协

同收益成正相关关系，协同收益增长的越快，博弈双方的协作策略决策更具稳定性。在后续的移动支付

平台方低碳创新中可以结合当地的碳排放特点及其在全国碳排放格局中的分布，开展业务调整以及和政

府组织之间的协同模式，使得形成并维持长期协作稳定性，促进区域化降碳减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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