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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与中小型服务企业
应对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中小型服

务企业受到的冲击尤为巨大．以地方政
府和中小型服务企业联合发行消费券应
对疫情为背景，构建地方政府、中小型服
务企业和消费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研究政府有偿补贴的影响因子、公信力
的影响因子、消费券抵扣金额的影响因
子等因素对各利益相关方策略的影响，
以期实现地方政府与中小型服务企业良
性合作，真正刺激消费，让利于民．结果
表明：政府有偿扶持策略下补贴额较低、
有偿扶持策略对公信力的影响较大，将
促使政府选择对企业进行有偿扶持；企
业积极自救策略下所获有偿补贴较高、
对消费券抵扣金额较少，企业更愿意坚
持积极自救策略；消费券对消费者实际
消费额的影响程度较小、积极自救企业
对消费券抵扣金额较多，将促使消费者
选择持券消费；实施差异化的扶持政策、
结合消费券精准发放，可促进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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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９ 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依旧

严峻，防境外输入和疫情反弹的压力仍未消除．２０２２ 年以来，国内部

分地区仍出现多点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如吉林、深圳、
上海等地．现有研究表明，第三产业受疫情冲击的程度比第一、第二产

业严重，部分服务产业营业额大幅下跌，其中中小型服务企业由于抗

风险能力弱、生命周期较短等特征，受到的冲击尤为巨大［１］ ．
现有关于本次疫情对我国中小型服务企业的影响研究结论较为

一致．周新辉等［１］认为疫情在中短期内主要通过总需求链、企业生产

链、供应链、销售链以及资金链和物流链等多重路径对我国中小服务

型企业形成巨大冲击．陈诗一等［２指出疫情对小微企业的生产运营造

成剧烈冲击，表现为生产成本高、经营绩效下降、市场信心不足．李刚

等［３］从资金紧缺、原材料供应不足、消费需求动力不足等方面分析疫

情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李涛等［４］ 以北京市为例，通过多

情景设置模拟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冠

肺炎疫情在短期内使得北京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管控措施出台和需

求萎缩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速．
针对疫情给中小型企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

了一系列的政策．２０２０ 年，武汉市政府发布应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经

营发展的 ２１ 条措施，在税费减免、金融支持、企业用工、既有政策执行

等方面全力为企业营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２０２１ 年，南京市政府出

台《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举措》，聚焦“免、减、
补、缓”，积极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影响；２０２２ 年，吉林省制定了《吉林省

进一步促进服务业恢复发展行动方案》，对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 ３ 个月租金，位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延长

至 ６ 个月等．
为了应对本次疫情，部分学者相继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

扶持政策．Ａｓｈｒａｆ［５］研究发现政府检测和检疫政策以及针对企业和家

庭的收入支持政策等在很大程度上给市场带来积极回报，而政府隔

离公告给市场带来直接负面影响．朱武祥等［６］ 调研结果表明，受疫情

影响中小微企业财务脆弱性风险较高，提出应提高税费政策落地效



　 　 　 　率，创新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模式等建议．林毅夫

等［７］从中国发放消费券的具体特征出发，采用微信

支付数据、疫情数据和城市经济状况数据估计消费

券的发放效果，发现发放消费券对活跃交易、促进消

费有积极效果．周新辉等［１］ 从财政、金融、产业等政

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宏微观风险防控对策．
朱军等［８］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评估财政政策

干预效果，发现政府财政干预能有效减缓中国经济

下行压力，将增速下降 １０％降至下降 ５％．史丹等［９］

认为应根据企业生存韧性和企业特征选取差异化帮

扶政策，科学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从企业决策行为方面提出

应对建议．吴晓波等［１０］ 对疫情期间出现的 ６ 种商业

模式研究发现，当合作关系存在不确定性时，企业利

用共同专用互补性资产可以促进商业模式设计新颖

性和效率性的提升．陈闻鹤等［１１］ 基于马田系统和集

对分析方法，构建企业疫情防控风险评估模型，能较

好地处理疫情防控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赵雪芹等［１２］

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复工复产政策存在轻需求型、企
业要素上存在政策失衡等问题，应增加需求型政策

工具运用比例以及增强政策工具与企业要素之间的

协同效应．盛东方等［１３］采用政策文本计算方法，探究

突发公共事件下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供需匹配问题，
发现金融支持类政策供需较为平衡，信息化征管和

税费优惠类政策尚需加强舆论宣传，政务服务和物

资保供类政策有待进一步增加政策供给．阳镇等［１４］

发现平台企业可以全新的组织载体、治理主体、治理

过程和治理范式赋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

创新．李亚兵等［１５］ 运用网络爬虫技术和专家加权打

分法对零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风险进行评估，发现

线上零售、直播、短视频和社群营销模式受疫情的影

响发展最为迅速，在疫情趋于常态化后关注度仍在

增加．
部分学者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疫情冲击下不

同利益相关方的决策行为．冯兰萍等［１６］ 构建“政府⁃
网民⁃关键节点”三方演化模型，探究突发事件网络

舆情政府干预时机和应对措施．谢地等［１７］ 从政治经

济学视角，发现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民众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
朱立龙等［１８］ 构建“药品生产企业⁃第三方药品检测

机构⁃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
讨政府奖惩机制下药品安全质量监管机制．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相关研究主要侧

重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造成的消极影响或可能存

在的潜在机遇，政府及企业应采取的扶持政策或应

对策略等．现有研究认为政府应对企业进行必要的

扶持，但针对扶持的力度研究甚少；消费券作为特殊

时期推动经济复苏的一种重要手段，消费券的实际

抵扣力度将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这方面研究

亦甚少涉及．
从世界历史经验看，消费券作为拉动消费的一

种形式，是许多国家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是遏制经

济下滑、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之

一［１９］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 ２３ 个部

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大力优化国内市场供

给，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全面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随后，南京、杭州、广西等地区率

先与相关互联网平台合作，积极探索消费券使用模

式与政策．２０２２ 年 ３ 月，香港特区政府为促进本地消

费，向全港市民派发首轮消费券约 ６６４ 亿元，且消费

券的涵盖范围很广，除本地零售业和服务业，亦包括

实体和网上店铺．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

研究所发布《数字消费券助力中国经济“疫后”重

建》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我国各地政府发行的数字消

费券具有“见效快”、“杠杆高”等明显优势．
然而，疫情防控期间，地方政府财政大幅度增支

减收，消费券的发放会给地方财政造成一定压力．那
么，地方政府是否应对不同自救模式下的中小型服

务企业区别实施扶持政策，政府区别化的扶持方式

和力度是否会影响中小型服务企业的自救方式，企
业是否愿意以疫后重建为契机改变现有服务模式，
政府扶持政策、企业自救方式、消费券的实际抵扣力

度等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否存在适当的

条件能实现地方政府、中小型服务企业良性合作，真
正刺激消费，让利于民？ 基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和

中小型服务企业联合发行消费券应对疫情为前提，
构建地方政府、中小型服务企业和消费者的三方演

化博弈模型，研究政府有偿、无偿扶持策略，企业消

极、积极自救行为，消费者持券、自主消费模式间的

相互影响作用，以期借助实施差异化的扶持政策与

精准发放消费券，真正实现疫后经济复苏．

１　 模型构建

１ １　 博弈主体及策略

选择疫情冲击下与中小型服务企业日常运营关

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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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度较高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中小型服务

企业以及消费者，且每类主体均只具有有限理性．
１）地方政府行为策略

假设地方政府（以下简称“政府”）在博弈中出

现两种行为：①无偿扶持：政府对中小型服务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进行无偿支持，如无条件地对国

有土地的租金进行适当减免、给予贷款企业贴息支

持、延缓缴纳税款等行为，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②有偿扶持：政府对满足一定条件的企业给予经济

和政策扶持，如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积极自救的企

业，可获得政府奖励、返还所得税及增值税等，以兼

顾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因此，假设政府行为策略空间

为 ＳＧ ＝｛无偿扶持，有偿扶持｝，政府分别以 ｘ和１ － ｘ
的概率选择无偿扶持和有偿扶持策略．

２） 中小型服务企业行为策略

假设中小型服务企业在博弈中出现两种行为：
① 积 极自救：企业不通过裁员或缩减业务应对疫情

冲击，而是加快数字化转型积极改变现有服务模式，
如发展数字化社群服务、微创新、线上经营、线上协同

办公等业务，以实现自救；② 消极自救：企业认为疫情

已给自身造成极大冲击，没有更多资金或能力支持其

转型，企业仅专注主营业务，一方面选择裁员或缩减

非主营业务等方式减少企业开支，另一方面依靠政府

政策支持产生“搭便车” 红利，例如参与消费券的发放

与使用，以实现自救．因此，假设企业行为策略空间为

ＳＥ ＝ ｛积极自救，消极自救｝，企业分别以 ｙ和 １ － ｙ的
概率选择积极自救和消极自救策略．

３） 消费者行为策略

假设消费者在博弈中会出现两种行为：① 持券

消费：由于无门槛消费券的存在，或者对于有门槛消

费券，消费达到既定消费金额，消费者愿意选择持券

消费享受政策红利；②自主消费：由于有些消费券的

获取途径相对繁琐、使用门槛较高、使用期限约束

等，难以惠及诸如缺乏移动支付经验、消费需求相对

较低的用户群体，该部分消费者选择自主消费． 因
此，假设消费者行为策略空间为 ＳＣ ＝ ｛持券消费，自
主消费｝，消费者分别以 ｚ和 １ － ｚ 的概率选择持券消

费和自主消费策略．

１ ２　 模型假设

１ ２ １　 变量及收益假设

１）假设政府选择无偿扶持策略时，政府对消极

自救、积极自救企业的补贴额均为 Ｓｆ；政府选择有偿

扶持策略时，因其鼓励企业积极自救，对消极自救、

积极自救企业的补贴额分别为 Ｓｐ，μＳｐ，其中 μ 为企

业积极自救策略对政府有偿补贴的影响因子且 μ ＞
１；政府对企业不论进行无偿扶持还是有偿扶持，均
可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但择优补贴更可激励企业创

新，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从而更能提升政府公信力．
因此，假设政府选择无偿扶持、有偿扶持策略时，政
府公信力的提升值分别为 Ｇ，ηＧ，其中 η 为政府有偿

扶持策略对公信力的影响因子且 η ＞ １．
２） 假设企业选择积极自救策略，在未来一段时

间可提升企业的发展潜力 Ｄ，少裁员或不裁员有助

于提升员工的凝聚力，企业获得的无形收益为 Ｉ，但
积极自救需投入成本 Ｃ ｔ，亦需承担更多员工工资福

利等费用 Ｃｓ；企业若选择消极自救，其在发展潜力、
无形收益上均低于积极自救时，其投入的自救成本

亦相对较低，但应承担诸如裁员所补偿员工的费用

Ｃｒ ．因此，企业积极自救和消极自救下的收益分别表

示为Ｐａ － Ｃｓ，σＰａ － Ｃｒ，其中Ｐａ ＝ Ｄ ＋ Ｉ － Ｃ ｔ，σ为消极

自救策略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因子且 ０ ＜ σ ＜ １．
３） 假设政府和企业为刺激消费，可独立或联合

发行消费券，消费券使用后才产生成本或带来收益．
由于政府给予积极自救的企业更多补贴，以及积极

自救企业更愿意让利于民以吸引消费者．因此，假设

企业消极自救、积极自救时消费券的实际抵扣金额

分别为 Ｃｖ，βＣｖ，其中 β 为企业积极自救策略对消费

券抵扣金额的影响因子且 β ＞ １．
４） 政府和企业联合发行消费券时，政府和企业

承担的比例分别为 λ 和 １ － λ；不论消费者是否使用

消费券，企业可从其消费中直接获得营业收入，而政

府亦可间接地获得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其中政府

和企业所获消费收益的比例分别为 δ 和 １ － δ．
５） 假设企业采用积极自救策略比消极自救时

给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因此设消费者在企

业消极自救、积极自救下获得的服务价值分别为 Ｓ，
αＳ，其中 α 为积极自救策略对消费者服务价值的影

响因子且 α ＞ １；设消费者在自主消费中实际消费为

Ｖ，由于发放消费券的目的为刺激消费，因此假设消

费者若使用消费券，其实际消费金额 γＶ 应高于自主

消费时，其中 γ 为消费券对实际消费额的影响因子

且 γ ＞ １．
１ ２ ２　 变量大小假设

１）假设企业在不考虑政府补贴情形时，企业选

择裁员的成本低于不裁员时承担被裁员员工工资福

利等费用，即 Ｃｒ ＜ Ｃｓ ．

８１５
单海燕，等．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与中小型服务企业应对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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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合现实实际，在消费券发放过程中，政府承

担了大部分，即设 ０ ５ ＜ λ ＜ １．由于税收仅占企业营

业收入的一小部分，所以企业从消费者消费中获得的

直接收益大于政府的间接收益，即设 ０ ＜ δ ＜ ０ ５．

１ ３　 模型中使用的符号及解释

本文构建的模型中涉及到的相关变量符号及解

释如表 １ 所示．

１ ４　 收益矩阵

根据上述模型假设，构建地方政府、中小型服务

企业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的收益矩阵，每个得益

数组分别表示政府、企业及消费者的收益，如表 ２
所示．

２　 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２ １　 复制动态方程

假设政府选择无偿扶持策略时获得的期望收益

πＧ１
为

πＧ１
＝ ｙ（ ｚ（Ｇ ＋ δＶ － Ｓｆ） ＋
（１ － ｚ）（Ｇ ＋ δγＶ － Ｓｆ － λβＣｖ）） ＋
（１ － ｙ）（ ｚ（Ｇ ＋ δＶ － Ｓｆ） ＋ （１ － ｚ）·
（Ｇ ＋δγＶ －Ｓｆ －λＣｖ））＝ Ｇ －Ｓｆ ＋ δＶｚ ＋ δγＶ（１ － ｚ） －
λＣｖ（１ － ｚ）（１ － ｙ ＋ ｙβ） ．
政府选择有偿扶持策略时获得的期望收益

πＧ２
为

πＧ２
＝ ｙ（ ｚ（ηＧ ＋ δＶ － μＳｐ） ＋
（１ － ｚ）（ηＧ ＋ δγＶ － μＳｐ － λβＣｖ）） ＋
（１ － ｙ）（ ｚ（ηＧ ＋ δＶ － Ｓｐ） ＋ （１ － ｚ）·
（ηＧ ＋δγＶ －Ｓｐ －λＣｖ））＝ ηＧ －Ｓｐ ＋δＶｚ ＋δγＶ（１ －ｚ） －
（μ － １）Ｓｐｙ － λＣｖ（１ － ｚ）（１ － ｙ ＋ ｙβ） ．

表 １　 主要参数符号及解释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解释

Ｓｆ 政府在无偿扶持策略下，对消极自救企业的补贴额

Ｓｐ 政府在有偿扶持策略下，对消极自救企业的补贴额

Ｇ 政府在无偿扶持策略下公信力的提升值

Ｄ 企业选择积极自救策略时，发展潜力的提升值

Ｉ 企业选择积极自救策略时，无形收益的提升值

Ｃｔ 企业选择积极自救策略承担的投入成本等费用

Ｃｓ 企业选择积极自救策略承担的员工工资福利等费用

Ｃｒ 企业选择消极自救策略承担的裁员所补偿员工的费用

Ｃｖ 企业消极自救时消费券的实际抵扣金额

Ｓ 消费者在企业消极自救策略下获得的服务价值

Ｖ 消费者在自主消费中实际消费值

μ 企业积极自救策略对政府有偿补贴的影响因子，μ ＞ １

η 政府有偿扶持策略对公信力的影响因子，η ＞ １

σ 企业消极自救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因子，０ ＜ σ ＜ １

α 企业积极自救对消费者服务价值的影响因子，α ＞ １

β 企业积极自救策略对消费券抵扣金额的影响因子，β ＞ １

γ 消费券对实际消费额的影响因子，γ ＞ １

λ 政府承担发行消费券的成本比例，０ ５ ＜ λ ＜ １

δ 生产经营中政府所获收益比例，０ ＜ δ ＜ ０ ５
　 注： Ｃｒ ＜ Ｃｓ，Ｐａ ＝ Ｄ ＋ Ｉ － Ｃｔ ．

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可表示为

ｄｘ
ｄｔ

＝ ｘ（１ － ｘ）（πＧ１
－ πＧ２

） ＝

　 　 ｘ（１ － ｘ）（（μ － １）Ｓｐｙ ＋ 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 （１）
类似地，使用 πＥ１

与 πＥ２
分别表示企业选择积极

自救与消极自救策略的期望收益．πＥ１
与 πＥ２

分别表

示如下：

表 ２　 三方演化博弈收益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ｙｏｆ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ａｍｅ

政府
中小型

服务企业

消费者

自主消费 ｚ 持券消费 １ － ｚ

无偿扶持 ｘ

积极自救 ｙ
Ｇ ＋ δＶ － Ｓｆ，
Ｓｆ ＋ （１ － δ）Ｖ ＋ Ｐａ － Ｃｓ，
αＳ － Ｖ

Ｇ ＋ δγＶ － Ｓｆ － λβＣｖ，
Ｓｆ ＋ （１ － δ）γＶ ＋ Ｐａ － Ｃｓ － （１ － λ）βＣｖ，
αＳ ＋ βＣｖ － γＶ

消极自救 １ － ｙ
Ｇ ＋ δＶ － Ｓｆ，
Ｓｆ ＋ （１ － δ）Ｖ ＋ σＰａ － Ｃｒ，
Ｓ － Ｖ

Ｇ ＋ δγＶ － Ｓｆ － λＣｖ，
Ｓｆ ＋ （１ － δ）γＶ ＋ σＰａ － Ｃｒ － （１ － λ）Ｃｖ，
Ｓ ＋ Ｃｖ － γＶ

有偿扶持 １ － ｘ

积极自救 ｙ
ηＧ ＋ δＶ － μＳｐ，
μＳｐ ＋ （１ － δ）Ｖ ＋ Ｐａ － Ｃｓ，
αＳ － Ｖ

ηＧ ＋ δγＶ － μＳｐ － λβＣｖ，
μＳｐ ＋ （１ － δ）γＶ ＋ Ｐａ － Ｃｓ － （１ － λ）βＣｖ，
αＳ ＋ βＣｖ － γＶ

消极自救 １ － ｙ
ηＧ ＋ δＶ － Ｓｐ，
Ｓｐ ＋ （１ － δ）Ｖ ＋ σＰａ － Ｃｒ，
Ｓ － Ｖ

ηＧ ＋ δγＶ － Ｓｐ － λＣｖ，
Ｓｐ ＋ （１ － δ）γＶ ＋ σＰａ － Ｃｒ － （１ － λ）Ｃｖ，
Ｓ ＋ Ｃｖ － γＶ

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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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Ｅ１
＝ ｘ（ ｚ（Ｓｆ ＋ （１ － δ）Ｖ ＋ Ｐａ － Ｃｓ） ＋

（１ － ｚ）（Ｓｆ ＋ （１ － δ）γＶ ＋ Ｐａ － Ｃｓ － （１ － λ）βＣｖ）） ＋
（１ － ｘ）（ ｚ（μＳｐ ＋ （１ － δ）Ｖ ＋ Ｐａ － Ｃｓ） ＋
（１ － ｚ）（μＳｐ ＋ （１ － δ）γＶ ＋ Ｐａ － Ｃｓ － （１ － λ）βＣｖ））＝
Ｐａ － Ｃｓ ＋ μＳｐ ＋ （１ － δ）γＶ ＋ （Ｓｆ － μＳｐ）ｘ ＋
（１ － γ － δ ＋ δγ）Ｖｚ － （１ － λ）（１ － ｚ）βＣｖ，

πＥ２
＝ ｘ（ ｚ（Ｓｆ ＋ （１ － δ）Ｖ ＋ σＰａ － Ｃｒ） ＋

（１ － ｚ）（Ｓｆ ＋ （１ － δ）γＶ ＋ σＰａ － Ｃｒ － （１ － λ）Ｃｖ）） ＋
（１ － ｘ）（ ｚ（Ｓｐ ＋ （１ － δ）Ｖ ＋ σＰａ － Ｃｒ） ＋
（１ － ｚ）（Ｓｐ ＋ （１ － δ）γＶ ＋ σＰａ － Ｃｒ － （１ － λ）Ｃｖ）） ＝
σＰａ － Ｃｒ ＋ Ｓｐ ＋ （１ － δ）γＶ ＋ （Ｓｆ － Ｓｐ）ｘ ＋
（１ － γ － δ ＋ δγ）Ｖｚ － （１ － λ）（１ － ｚ）Ｃｖ ．

因此，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ｄｙ
ｄｔ

＝ ｙ（１ － ｙ）（πＥ１
－ πＥ２

） ＝

　 　 ｙ（１ － ｙ）（（μ － １）Ｓｐ（１ － ｘ） －
　 　 （１ － λ）（β － １）Ｃｖ（１ － ｚ）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 （２）
πＣ１

与 πＣ２
分别表示消费者选择自主消费和持

券消费策略的期望收益，πＣ１
与 πＣ２

可以表示为

πＣ１
＝ ｘ（ｙ（αＳ － Ｖ） ＋ （１ － ｙ）（Ｓ － Ｖ）） ＋

（１ － ｘ）（ｙ（αＳ － Ｖ） ＋ （１ － ｙ）（Ｓ － Ｖ）） ＝
αＳｙ － Ｓｙ ＋ Ｓ － Ｖ，

πＣ２
＝ ｘ（ｙ（αＳ ＋βＣｖ －γＶ） ＋（１ －ｙ）（Ｓ ＋Ｃｖ －γＶ）） ＋

（１ － ｘ）（ｙ（αＳ ＋ βＣｖ － γＶ） ＋ （１ － ｙ）（Ｓ ＋ Ｃｖ － γＶ））＝
αＳｙ － Ｓｙ ＋ βＣｖｙ － Ｃｖｙ ＋ Ｓ ＋ Ｃｖ － γＶ．

因此，消费者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ｄｚ
ｄｔ

＝ ｚ（１ － ｚ）（πＣ１
－ πＣ２

） ＝

ｚ（１ － ｚ）（ － （β － １）Ｃｖｙ － Ｃｖ ＋ （γ － １）Ｖ） ． （３）

２ ２　 均衡点及稳定性分析

由于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的有限理性，各博弈

方在一次决策中很难做出最佳的策略选择．因此，方
程（１）、（２）和（３）可视为一个演化过程，形成一个复

制动态系统，如（４）式所示，方程组（４）的解即为该

动力系统的均衡解．

Ｈ１ ＝ ｄｘ
ｄｔ

＝ ｘ（１ － ｘ） ｆ１（ｙ，ｚ） ＝ ０，

Ｈ２ ＝ ｄｙ
ｄｔ

＝ ｙ（１ － ｙ） ｆ２（ｘ，ｚ） ＝ ０，

Ｈ３ ＝ ｄｚ
ｄｔ

＝ ｚ（１ － ｚ） ｆ３（ｘ，ｙ）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４）

其中

ｆ１（ｙ，ｚ） ＝ （μ － １）Ｓｐｙ ＋ 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ｆ２（ｘ，ｚ） ＝ （μ － １）Ｓｐ（１ － ｘ） －
　 　 （１ － λ）（β － １）Ｃｖ（１ － ｚ）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ｆ３（ｘ，ｙ） ＝ － （β － １）Ｃｖｙ － Ｃｖ ＋ （γ － １）Ｖ．
该三维动力系统存在 ８ 个纯策略均衡点，即

Ｅ１（０，０，０），Ｅ２（１，０，０），Ｅ３（０，１，０），Ｅ４（０，０，１），Ｅ５（１，
１，０），Ｅ６（１，０，１），Ｅ７（０，１，１） 与 Ｅ８（１，１，１） ． 所有博

弈方在每个均衡点上都采取纯策略，这些均衡点构

成了解域 Ω 的边界．
在得到系统均衡点之后，需分析它们的渐近稳

定性．根据 Ｓｅｌｔｅｎ［２０］ 与Ｒｉｔｚｂｅｒｇｅｒ等［２１］ 的研究可知，
均衡点当且仅当是严格纳什均衡和纯策略纳什均衡

时才能被称为演化稳定策略（ＥＳＳ）．８ 个纯策略纳什

均衡点的渐近稳定性可通过计算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 矩阵的特

征值来获得［２２］ ．雅克比矩阵［２３］ 表示如下：

Ｊ ＝

∂Ｈ１

∂ｘ
∂Ｈ１

∂ｙ
∂Ｈ１

∂ｚ
∂Ｈ２

∂ｘ
∂Ｈ２

∂ｙ
∂Ｈ２

∂ｚ
∂Ｈ３

∂ｘ
∂Ｈ３

∂ｙ
∂Ｈ３

∂ｚ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

＝
Ｈ１１ Ｈ１２ Ｈ１３

Ｈ２１ Ｈ２２ Ｈ２３

Ｈ３１ Ｈ３２ Ｈ３３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 （５）

其中

Ｈ１１ ＝ （１ － ２ｘ）（（μ － １）Ｓｐｙ ＋ 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Ｈ１２ ＝ ｘ（１ － ｘ）（μ － １）Ｓｐ，
Ｈ１３ ＝ ０，
Ｈ２１ ＝ ｙ（１ － ｙ）（ － （μ － １）Ｓｐ），
Ｈ２２ ＝ （１ － ２ｙ）（（μ － １）Ｓｐ（１ － ｘ） －
　 　 （１ － λ）（β － １）Ｃｖ（１ － ｚ）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Ｈ２３ ＝ ｙ（１ － ｙ）（１ － λ）（β － １）Ｃｖ，
Ｈ３１ ＝ ０，Ｈ３２ ＝ ｚ（１ － ｚ）（ － （β － １）Ｃｖ），
Ｈ３３ ＝ （１ － ２ｚ）（ － （β － １）Ｃｖｙ － Ｃｖ ＋ （γ － １）Ｖ） ．

将各个纯策略均衡点代入雅克比矩阵，分别得

到 ３ 个特征值，并根据各均衡点的特征值实部符号

判定是否为演化稳定策略，均衡点为演化稳定策略

的条件如表 ３ 所示．

３　 数值仿真

根据以上分析，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演化

博弈时，系统的稳定性策略受许多参数影响．为更直

观地展示三方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本文采用

数值仿真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和参数的逻辑关系，部
分参数设置［２４］如下： μ ＝ １ ４，σ ＝ ０ ８，β ＝ １ ８，γ ＝

０２５
单海燕，等．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与中小型服务企业应对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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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均衡点在雅克比矩阵的特征值及稳定性判断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Ｊａｃｏｂｉａｎ ｍａｔｒｉｘ

均衡点 特征值 稳定性判断及满足条件

Ｅ１（０，０，０）
λ１ ＝ 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λ２ ＝ （μ － １）Ｓｐ － （１ － λ）（β － １）Ｃｖ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λ３ ＝ － Ｃｖ ＋ （γ － １）Ｖ

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μ － １）Ｓｐ ＋ Ｃｒ － Ｃｓ ＜ （１ － λ）（β － １）Ｃｖ － （１ － σ）Ｐａ，
（γ － １）Ｖ ＜ Ｃｖ

Ｅ２（１，０，０）
λ１ ＝ － 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λ２ ＝ － （１ － λ）（β － １）Ｃｖ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λ３ ＝ － Ｃｖ ＋ （γ － １）Ｖ

Ｓｆ － Ｓｐ ＜ － （η － １）Ｇ，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 （１ － λ）（β － １）Ｃｖ，
（γ － １）Ｖ ＜ Ｃｖ

Ｅ３（０，１，０）
λ１ ＝ μ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λ２ ＝ － （μ － １）Ｓｐ ＋ （１ － λ）（β － １）Ｃｖ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λ３ ＝ － βＣｖ ＋ （γ － １）Ｖ

μ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１ － λ）（β － １）Ｃｖ ＜ （μ － １）Ｓｐ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γ － １）Ｖ ＜ βＣｖ

Ｅ４（０，０，１）
λ１ ＝ 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λ２ ＝ （μ － １）Ｓｐ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λ３ ＝ Ｃｖ － （γ － １）Ｖ

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μ － １）Ｓｐ ＋ （１ － σ）Ｐａ ＜ Ｃｓ － Ｃｒ

Ｃｖ ＜ （γ － １）Ｖ

Ｅ５（１，１，０）
λ１ ＝ － μ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λ２ ＝ （１ － λ）（β － １）Ｃｖ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λ３ ＝ － βＣｖ ＋ （γ － １）Ｖ

（η － １）Ｇ ＜ μＳｐ － Ｓｆ，
（１ － λ）（β － １）Ｃｖ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γ － １）Ｖ ＜ βＣｖ

Ｅ６（１，０，１）
λ１ ＝ － 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λ２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λ３ ＝ Ｃｖ － （γ － １）Ｖ

（η － １）Ｇ ＜ Ｓｐ － Ｓｆ，
（１ － σ）Ｐａ ＜ Ｃｓ － Ｃｒ，
Ｃｖ ＜ （γ － １）Ｖ

Ｅ７（０，１，１）
λ１ ＝ μ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λ２ ＝ － （μ － １）Ｓｐ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λ３ ＝ βＣｖ － （γ － １）Ｖ

μ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μ － １）Ｓｐ ＋ （１ － σ）Ｐａ ＞ Ｃｓ － Ｃｒ，
βＣｖ ＜ （γ － １）Ｖ

Ｅ８（１，１，１）
λ１ ＝ － μＳｐ ＋ Ｓｆ ＋ （η － １）Ｇ，
λ２ ＝ － （１ － σ）Ｐａ － Ｃｒ ＋ Ｃｓ，
λ３ ＝ βＣｖ － （γ － １）Ｖ

（η － １）Ｇ ＜ μＳｐ － Ｓｆ，
Ｃｓ － Ｃｒ ＜ （１ － σ）Ｐａ，
βＣｖ ＜ （γ － １）Ｖ

１ ５，λ ＝ ０ ７，在满足不同参数条件下模拟 Ｅ１（０，０，
０），Ｅ３（０，１，０），Ｅ７（０，１，１），Ｅ８（１，１，１） 的演化路径，
如图 １ 所示．

１） 在上述参数取值不变的情况下，令 Ｓｆ ＝ ２０，
Ｓｐ ＝１０，Ｇ ＝ ５，Ｄ ＝ ２，Ｉ ＝ ０ ５，Ｃ ｔ ＝ ４，Ｃｓ ＝ ２，Ｃｒ ＝ １，
Ｃｖ ＝５，Ｖ ＝ ７，η ＝ １ ５，此时满足表 ３ 中 Ｅ１（０，０，０） 稳

定性条件，演化结果如图 １ａ 所示，政府、企业和消费

者最终分别稳定到“有偿扶持”、“消极自救” 和“持
券消费” 策略，即三群体的演化稳定策略为 Ｅ１（０，０，
０） ．当参数满足 Ｅ１（０，０，０） 稳定性条件时，由于（γ －
１）Ｖ ＜ Ｃｖ，易见 γＶ － βＣｖ ＜ γＶ － Ｃｖ ＜ Ｖ，表明不论其

他博弈方采用何种策略，消费者选择持券消费时的

净消费额低于其选择自主消费时，此时消费者应选

择“持券消费” 策略；若消费者选择“持券消费”，由
于（μ － １）Ｓｐ ＋ Ｃｒ － Ｃｓ ＜ （１ － λ）（β － １）Ｃｖ － （１ －
σ）Ｐａ，整理后发现无论政府选择何种策略，企业选

择积极自救时的收益低于消极自救时，企业应选择

“消极自救” 策略；若企业选择“消极自救”、消费者

选择“持券消费”，由于Ｇ － Ｓｆ ＜ ηＧ － Ｓｐ，即政府选择

无偿扶持策略时带来的收益低于有偿扶持时，政府

应选择“有偿扶持” 策略．因此，政府、企业和消费者

最终分别稳定到“有偿扶持”、“消极自救” 和“持券

消费” 策略．
２） 在上述参数取值不变的情况下，Ｓｆ ＝ ２０，Ｓｐ ＝

１，Ｇ ＝ ８，Ｄ ＝ ２，Ｉ ＝ １ ５，Ｃ ｔ ＝ １，Ｃｓ ＝ １ ５，Ｃｒ ＝ １，Ｃｖ ＝ ８，
Ｖ ＝ １１，η ＝ １ ５，此时满足表３中Ｅ３（０，１，０） 稳定性条

件，演化结果如图 １ｂ 所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最终

分别稳定到“有偿扶持”、“积极自救” 和“持券消费”
策略，即三群体的演化稳定策略为 Ｅ３（０，１，０） ．当参

数满足 Ｅ３（０，１，０） 稳定性条件时，由于 μＳｐ － Ｓｆ ＜
（ η －１）Ｇ，有Ｇ － Ｓｆ ＜ ηＧ － μＳｐ ＜ ηＧ － Ｓｐ，表明不论

其他博弈方采用何种策略，政府选择无偿扶持时的

收益小于有偿扶持时的收益，此时政府应选择“有偿

扶持” 策略；若政府选择“有偿扶持”，由于（μ － １）·
Ｓｐ ＋Ｃｒ － Ｃｓ ＞ （１ － λ）（β － １）Ｃｖ － （１ － σ）Ｐａ，整理

后发现无论消费者选择何种策略，企业选择消极自

救时的收益小于积极自救时，企业应选择“积极自

救”；若政府选择“有偿扶持”、 企业选择“积极自

救”，由于（γ － １）Ｖ ＜ βＣｖ，即 γＶ － βＣｖ ＜ Ｖ，表明消

费者选择持券消费时的净消费额低于其选择自主消

费时，消费者应选择“持券消费” 策略．因此，政府、企
业和消费者最终分别稳定到“有偿扶持”、“积极自

１２５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４（５）：５１６⁃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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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和“持券消费” 策略．
３） 在上述参数取值不变的情况下，令 Ｓｆ ＝ ２，

Ｓｐ ＝１，Ｇ ＝ ０ ５，Ｄ ＝ ０ ２，Ｉ ＝ ０ ０５，Ｃ ｔ ＝ ０ ５，Ｃｓ ＝ ０ ２，
Ｃｒ ＝ ０ １，Ｃｖ ＝ ０ ２，Ｖ ＝ １ ３，η ＝ １ ５，此时满足表 ３中

Ｅ７（０，１，１） 的稳定性条件，演化结果如图 １ｃ 所示，政
府、企业和消费者最终分别稳定到“有偿扶持”、“积
极自救” 和“自主消费” 策略，即三群体的演化稳定

策略是 Ｅ７（０，１，１） ．当参数满足 Ｅ７（０，１，１） 稳定性条

件时，由于 βＣｖ ＜ （γ － １）Ｖ，易见 Ｖ ＜ γＶ － βＣｖ ＜
γＶ －Ｃｖ，表明不论其他博弈方采用何种策略，消费者

选择自主消费时的消费额低于其选择持券消费时，
此时，消费者应选择“自主消费” 策略；若消费者选

择“自主消费”，由于 Ｇ － Ｓｆ ＜ ηＧ － μＳｐ，有 Ｇ － Ｓｆ ＜
ηＧ － μＳｐ ＜ ηＧ － Ｓｐ，表明不论企业如何选择，政府选

择无偿扶持时的收益低于有偿扶持时，因此政府应

选择“有偿扶持”；若消费者选择“自主消费”、政府

选择“有偿扶持”，由于（μ － １）Ｓｐ ＋ （１ － σ）Ｐａ ＞
Ｃｓ －Ｃｒ， 表明企业选择消极自救时的收益小于积极

自救时，企业应当选择“积极自救”．因此，政府、企业

和消费者最终分别稳定到“有偿扶持”、“积极自救”
和“自主消费”策略．

图 １　 各方演化路径

Ｆｉｇ 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４）在上述参数取值不变的情况下，令 Ｓｆ ＝ ２，
Ｓｐ ＝６ ５，Ｇ ＝ １，Ｄ ＝ ５，Ｉ ＝ ４，Ｃ ｔ ＝ １，Ｃｓ ＝ ３，Ｃｒ ＝ １ ５，

Ｃｖ ＝１，Ｖ ＝ ４ ５，η ＝ １ ４，此时满足表 ３ 中 Ｅ８（１，１，１）
的稳定性条件，演化结果如图 １ｄ 所示，政府、企业和

消费者最终分别稳定到“无偿扶持”、“积极自救” 和

“自主消费” 策略， 即三群体的演化稳定策略是

Ｅ８（１，１，１） ．当参数满足 Ｅ８（１，１，１） 稳定性条件时，
由于 βＣｖ ＜ （γ － １）Ｖ，易见 Ｖ ＜ γＶ － βＣｖ ＜ γＶ － Ｃｖ，
表明不论其他博弈方采用何种策略，消费者选择自

主消费时的净消费额低于其选择持券消费时，因此

消费者应选择“自主消费” 策略；若消费者选择“自
主消费”，由于 Ｃｓ － Ｃｒ ＜ （１ － σ）Ｐａ，整理后可发现

无论政府选择何种策略，企业选择消极自救时的收

益小于积极自救时，此时企业应选择“积极自救”；若
消费者选择“自主消费”、企业选择“积极自救”，由
于ηＧ － μＳｐ ＜ Ｇ － Ｓｆ，即政府选择有偿扶持时的收益

小于无偿扶持时，政府应选择“无偿扶持”．因此，政
府、企业和消费者最终分别稳定到 “无偿扶持”、
“积极自救”和 “自主消费”策略．

４　 参数分析

４ １　 相关参数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１）积极自救策略对有偿补贴的影响因子 μ
以点 Ｅ８（１，１，１） 为例进行分析，在其他参数取

值不变的情况下，将企业积极自救策略对政府有偿

２２５
单海燕，等．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与中小型服务企业应对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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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的影响因子 μ 分别设置为 １ ２、１ ４、１ ６，政府行

为策略的演化路径如图 ２ａ 所示．
由图 ２ａ可知：当有偿补贴的影响因子 μ较小时，

政府选择无偿扶持的概率趋于 ０，此时政府对企业有

偿扶持的付出相对较少，政府趋于选择有偿扶持而

不是无偿扶持；随着有偿补贴的影响因子 μ 逐渐增

大，有偿扶持所承担的费用逐渐增多，政府的策略选

择发生转变，政府更愿意选择无偿扶持，且有偿补贴

的影响因子 μ 的值越大，收敛到 １ 的速度加快，即政

府趋于选择无偿扶持．
２）有偿扶持策略对公信力的影响因子 η
以点 Ｅ８（１，１，１） 为例进行分析，在其他参数取

值不变的情况下，将政府有偿扶持策略对公信力的

影响因子 η 分别设置为 １ １、１ ５、１ ８，政府行为策略

的演化路径如图 ２ｂ 所示．
从图２ｂ可知：当公信力的影响因子η较小时，政

府选择无偿扶持策略的概率趋于 １，即较低的公信力

很难刺激政府选择有偿扶持，政府趋于选择无偿扶

持策略；但随着公信力的影响因子 η 逐渐提升，政府

选择无偿扶持的概率逐渐由 １ 转为 ０，即政府趋于选

择有偿扶持以提升公信力．

４ ２　 相关参数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１）积极自救策略对有偿补贴的影响因子 μ
以点 Ｅ３（０，１，０） 为例进行分析，在其他参数取

值不变的情况下，将企业积极自救策略对政府有偿

补贴的影响因子 μ 分别设置为 １ ２、１ ４、１ ６，企业行

为策略的演化路径如图 ３ａ 所示．
从图 ３ａ 可见，不管企业积极自救策略对政府有

偿补贴的影响因子 μ 取值如何变化，企业最终将选

择积极自救策略，即政府给予积极自救企业有偿补

贴力度的不同不会影响企业是否选择积极自救策

略，但随着 μ 的增加，收敛于积极自救策略的速度变

快，即政府给予积极自救企业的有偿补贴越高，企业

趋于快速选择积极自救策略．总的来说，有偿补贴值

不会影响企业积极自救策略的选择，但是在一定限

度内，适当地提升补贴力度可以促进企业加快选择

积极自救以应对疫情冲击．

图 ２　 相关参数对政府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图 ３　 相关参数对企业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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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４（５）：５１６⁃５２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１４（５）：５１６⁃５２６



　 　 ２）积极自救策略对消费券抵扣金额的影响因

子 β
以点 Ｅ１（０，０，０） 为例进行分析，在其他参数取

值不变的情况下，将企业积极自救策略对消费券抵

扣金额的影响因子 β 分别设置为 １ ４、１ ６、１ ８，企业

行为策略的演化路径如图 ３ｂ 所示．
从图 ３ｂ 可知，不论消费券抵扣金额的影响因子 β

取值的变化，企业最终选择积极自救策略的概率趋于

０，即当积极自救策略使得企业需要增加消费券抵扣

额从而导致自身收益降低时，企业更趋于选择消极自

救，且随着 β 的增加，收敛于消极自救的速度加快，说
明在没有额外的经济扶持情况下，企业不愿意选择积

极自救，让利于消费者．因此，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应给

予积极自救企业提供适当补贴，以应对疫情冲击．

图 ４　 相关参数对消费者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４ ３　 相关参数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１）消费券对实际消费额的影响因子 γ
以点 Ｅ７（０，１，１） 为例进行分析，在其他参数取

值不变的情况下，将消费券对实际消费额的影响因

子 γ 分别设置为 １ ４、１ ６、１ ８，消费者行为策略的演

化路径如图 ４ａ 所示．
从图 ４ａ 可知：不论消费券对实际消费额的影响

因子 γ 取值如何变化，消费者最终趋于选择自主消

费策略，由于若使用消费券导致消费者实际消费值

过高，即额外花费过大，相比之下，消费者不愿持券

消费，从而选择收益相对较高的自主消费策略；且消

费券对实际消费额的影响因子 γ 越大，消费者选择

自主消费的速度加快，即一旦使用消费券所花费的

额外支出越多，消费者越趋于选择自主消费．因此，
为了使消费者愿意选择持券消费，一方面需要减小

消费券对实际消费额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和

企业的通力合作，让消费券能真正发挥作用．
２）积极自救策略对消费券抵扣金额的影响因

子 β
以点 Ｅ３（０，１，０） 为例进行分析，在其他参数取

值不变的情况下，将企业积极自救策略对政府有偿

补贴的影响因子 β 分别设置为 １ １、１ ５、１ ９，消费者

行为策略的演化路径如图 ４ｂ 所示．
从图 ４ｂ 可知：不论企业积极自救策略对消费券

抵扣金额的影响因子 β 取值如何变化，消费者最终

趋于选择持券消费策略，即在积极自救企业的进一

步补贴之下，消费者认为持券消费的收益大于自主

消费，更愿意选择持券消费；且企业积极自救策略对

消费券抵扣金额的影响因子 β 越大，消费者选择持

券消费速度加快，即积极自救企业让利越多，消费者

越愿意选择持券消费．因此，企业可在一定范围内提

高对消费券的抵扣金额，刺激消费者持券消费，以获

取更多利润．

５　 结束语

中小型服务企业由于抗风险能力弱、生命周期

较短等弱势特征，在此次疫情中容易受到巨大冲击，
中小型服务企业面临严峻压力的同时也处于发展的

关键期，在应对疫情的同时寻求发展突破是中小型

服务企业面临的核心难题．本文以地方政府和中小

型服务企业联合发行消费券应对疫情为前提，构建

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系统

内各利益相关方的演化稳定策略和稳定性条件，通
过数值仿真分析企业自救策略对政府补贴行为的影

响、消费券抵扣金额对企业自救方式的影响以及企

业自救力度对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影响等．研究结果

４２５
单海燕，等．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与中小型服务企业应对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ＳＨＡＮ Ｈａｉｙａｎ，ｅｔ 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ａｍ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ｓｈｏｃｋ．



表明：
１）政府有偿扶持策略下补贴额较低、有偿扶持

策略对公信力的影响较大，将促使政府选择对企业

进行有偿扶持；企业积极自救策略下所获有偿补贴

较高、对消费券抵扣金额较少，企业越愿意坚持积极

自救策略；消费券对消费者实际消费额的影响程度

较小、积极自救企业对消费券抵扣金额较多，将促使

消费者选择持券消费．
２）政府对积极自救企业的补贴存在阈值，政府

有偿扶持所承担的费用逐渐增多，政府将从有偿扶

持策略逐渐转变为无偿扶持策略；政府给予积极自

救企业有偿补贴值不会影响企业积极自救策略的选

择，但是在一定限度内，适当地提升补贴强度可以促

进企业加快选择积极自救以应对疫情冲击．
３）由于在没有额外的经济扶持情况下，企业不

愿意选择积极自救，让利于消费者，因此政府对积极

自救的企业应提供额外补贴，使得企业让利于消费

者的成本相对减小，从而促使企业积极自救，同时让

利于消费者以刺激消费．因此，实施差异化的扶持政

策、结合消费券精准发放，可促进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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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海燕，等．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与中小型服务企业应对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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