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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产品

区域品牌的建设。农业农村部将 2017 年确定为农业品牌推进年，计划从 2022

年到 2025年培育 300个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然而，由于农产品区域

品牌发展速度过快，使得品牌在建成以后由于缺少维护，而不能充分发挥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甚至给地区名声带不良影响。由于农产品区域品牌建成后维

护主体和维护机制不明确，导致很多不良商家“搭便车”，通过生产低质量产品

来获取短期大量的利益，并给品牌带来巨大的伤害，进而造成农产品区域品牌中

的“柠檬市场”问题。因此，平衡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保障农产品区域品牌

建成后能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为解决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柠檬市场”问题，本研究结合现实案例，通过

文本分析法，确定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中的主要参与主体和各参与主体的策略，

并通过演化博弈理论，构建“行业协会-企业-消费者”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进而通过雅可比矩阵求解，对三方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稳定性进行分析，最后运

用 Matlab，改变三方收益变量的数值，对结果进行仿真模拟，观察各参数对主

体策略选择的影响。

通过对参与主体策略选择和参数变化的系统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

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主要参与主体为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2）惩罚力

度是影响企业是否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的重要因素。（3）行业协会对企业

的补贴力度对行业协会和企业有重要影响。（4）行业协会进行消费者教育投入

对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有促进作用，对消费者投诉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关键词：农产品区域品牌 信息不对称 演化博弈论 算例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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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onal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has

identified 2017 as the year of agricultural brand promotion, and plans to

cultivate 300 representative regional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2022 to 2025. However,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brand cannot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driv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lack of maintenance after

completion, and eve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putation of the

region. Due to the unclear maintenance subject and maintenance

mechanism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onal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ny unscrupulous businesses "free ride" to obtain a large

number of short-term benefits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low-quality

products, and bring huge harm to the brand, which in turn causes the

problem of "lemon market" in the regional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cipants

and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emon market" in the regional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study combined with real ca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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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main participants and the strategies of each

participant in the maintenance of regional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constructed a tripartit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between "industry

associations-enterprises-consumers" through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and then analyzed the stability of the strategy selection of the three

participants through the Jacobian matrix solution, and finally used Matlab

to change the value of the tripartite benefit variables. The results were

simulated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each parameter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main strateg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strategy selection and

parameter changes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The main participants in the regional brand maintenan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industry associations,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2) Punish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whether an enterprise

produces products above standard quality. (3) The subsidy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to enterprise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enterprises. (4) The investment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in consumer education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production of

products above standard quality, and the impact on consumer complaints

has two sides.

Keywords: regional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information

asymmetry;evolutionary game theory;case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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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实践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质量事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质量强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

国质量水平的提高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发展基础还不够坚实。面对当

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坚定

不移推进质量强国建设[1]。

鉴于此，国务院 2023年 2月颁布了我国未来 13年的发展战略规划——《质

量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中明确指出：到 2025年我

国要实现六大目标，其中之一是：品牌建设取得更大进展！具体内容是“品牌培

育、发展、壮大的促进机制和支持制度更加健全，品牌建设水平显著提高，企业

争创品牌、大众信赖品牌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品质卓越、特色鲜明的品牌领军

企业持续涌现，形成一大批质量过硬、优势明显的中国品牌”[1]。

（1）各领域“争创国内国际知名品牌”是当前国家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纲要》中的六条“重点任务”其中之一是“增强企业质量和品牌发展能力”，

其中具体实施措施是争取到 2025年“争创国内国际知名品牌”，具体内容有：

完善品牌培育发展机制，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打造中国精品和“百年老店”。

鼓励企业实施质量品牌战略，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深化品牌设计、市场推广、

品牌维护等能力建设，提高品牌全生命周期管理运营能力[1]......因此，树立品牌、

维护品牌是我国点前经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2）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培育与维护是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抓手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纲要》提出的当前直

接关系到中国质量提升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目标的七项“重点工程”之一

是“区域质量发展示范工程”，这一工程旨在通过区域性的示范，推动全国范围

内的质量提升。它不仅能够解决地域间质量不均的问题，还能形成可复制、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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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成功模式。《纲要》中针对该“工程”给出了三条具体实现措施，其中之一

是“创建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内容包含“......培育一批产业集群商标和区域

品牌，提升产业质量效益”[1]。可见，这一工程旨在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中国

品牌的国内外影响力。2020年 12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建立农产品品牌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2]。2017到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对农产

品区域品牌的建设和发展作出指示：要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做大做强做优特色

产业，依托地方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来打造地方特色品牌。

（3）农产品区域品牌广泛存在的“搭便车”问题不利于品牌的维护

作为解决农产品同质性高、可替代性强的重要工具——农产品区域品牌，因

其公共品属性，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搭便车”现象。区域品牌是区域内某一产业

长期发展的产物，属于该区域内人民的共同财产，对该区域内经济发展有巨大的

带动作用，甚至该产业是该地区的核心产业，区域品牌的发展直接影响区域内人

民的收入，然而，一些不良企业为谋暴利导致产品质量不达标的情况频频出现，

这些不良企业为了获取更多客户，通过低质低价来吸引不明状况的消费者[3]，最

终，不仅伤害了消费者，也阻碍了品牌的长

期发展。因此，如何解决“搭便车”问题成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研究中的热点。

（4）农产品区域品牌利益主体协同治理效果不佳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选择更倾向于质量而非价

格，且愿意追溯农产品生产，加入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价值创造过程[4]，然而，各

主体利益诉求不同，导致消费者难以加入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创造中[5]。消费者

加入价值共创需要成本和知识、行业协会搭建平台需要付出成本，使得整个过程

难以进行[6]。因此，厘清消费者加入价值共创对行业协会监管成本、监管效率以

及对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影响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2理论背景

以往学者较多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7-8]，也有学者运

用扎根理论对成功案例进行剖析[9]，为区域品牌的建设奠定了基础。随着农产品

区域品牌建成的数量越来越多，但真正发挥带动乡村振兴的却在少数，学者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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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意识到，不仅要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更要对其维护进行研究，使其能充分发

挥带动作用。

（1）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建成后发展和维护阶段的研究较为匮乏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是为了做大做优做强地方优势农业，从而带动地方经

济的发展，从国内外现有研究来看，学者多注重农产品区域品牌初建阶段的研究，

主要研究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参与主体[7]、成功因素[8]、对乡村振兴的作用[10]、

对成功案例进行分析[8]，较少有学者研究品牌建成后该怎么来发展和维护。因此，

对于品牌建成后，如何对其健康发展和维护进行管理，以使其持续发挥带动作用

方面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2）静态、单因素研究对复杂多变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解释力度不强

目前，对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研究主要使用案例分析和实证，来探究农产品

区域品牌的建设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农产品区域品牌不能良好发展是因为其利益

相关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部分文献用静态博弈的方法来研究农产品区域品牌发

展中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柠檬市场”问题[11-13]，但一方面，现有研究多数将博弈

主体看作是完全理性的，缺乏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有限理性行为；另一方面，农产

品区域品牌的发展是动态多变的，静态、单因素研究不能较好的解释农产品区域

品牌发展机制。

（3）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参与主体的相互作用研究较少

农产品区域品牌现实发展中是多个参与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过程充满动态

性和复杂性，现已有文献对参与主体作用进行了研究[7]，但对参与主体的研究较

为分散，忽略了各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且较少有文献考虑消费者参与对于

行业协会监管成本、监管效率以及生产企业提升质量意愿的影响。

基于上述，本文运用价值共创理论、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理论，选取行业协

会、企业和消费者作为博弈主体进行框架搭建，并选取真实案例进行收益参数设

定和初始数值设置，通过观察参与方策略选择的变化，为农产品区域品牌质量提

升提出系统性对策，期望能够起到理论指导作用。

1.2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研究目的

（1）构建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的多参与主体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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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价值共创理论下，将消费者加入农产品区域品牌质量提升的参与主体

中，在有限理性假设下，构建消费者、行业协会、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在

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参与主体的最优策略选择。

（2）分析各参数对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

将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和行为进行参数设置，构建参与主体的支付矩阵，建

立复制动态方程，用 Matlab 进行算例仿真，通过观察参数变化导致参与方策略

选择的变化，来确定各参与主体的行为会对其他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

（3）为解决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柠檬市场”问题提出策略

“柠檬市场”即次品市场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交易过程中“劣币驱

逐良币”的现象。通过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变化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来针对品牌农

产品发展中的”柠檬市场“问题提出策略，从而保证品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1.2.2研究意义

1.2.2.1理论意义

第一，弥补以往研究政府单方面维护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不足。从价值共创视

角将消费者、行业协会和企业引入农产品区域品牌质量提升的过程，形成农产品

区域品牌产品质量提升的“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的多元驱动模式。传统的

价值创造观念认为，价值是由企业创造的，消费者只是使用企业创造的价值。而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能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企业的生产中，学界逐渐认为

价值是由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创造的。本文通过价值共创理论将消费者引入农产品

区域品牌质量提升的过程中。

第二，弥补以往探究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的静态、单因素影响的不足。现实

中，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是复杂且多变的，本文通过演化博弈理论将农产品区

域品牌运营过程中的参与主体放到一个框架里研究，通过改变相关参数，同时分

析多个变量及主体间的动态决策对农产品区域品牌质量提升的影响，并且演化博

弈假设认为，博弈过程中的参与主体是有限理性的，他们会通过不断地学习对方

策略来改变自己的策略选择，从而达到动态均衡，相较于完全理性假设，有限理

性假设更加符合现代对人性假设的研究。

1.2.2.2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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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提高行业协会的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本文通过价值共创理论和

演化博弈理论，搭建“行业协会—消费者—企业”之间的博弈框架，探究行业协

会健全消费者投诉机制对行业协会的影响，避免行业协会盲目监管提升成本和消

极监管降低产品质量，通过消费者提供线索来帮助行业协会监管产品质量，从而

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第二，为解决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中的“柠檬市场”问题提供系统性建议，

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维护做出贡献。以往对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柠檬市场”问

题的研究多是静态的、单因素的，不符合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和多

变的特征，本文通过参与主体的动态决策和参与主体之间决策的动态影响，来为

系统地解决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柠檬市场”问题提出建议，为维护农产品区域

品牌做出贡献。

提高农产品质量，提升人民群众质量获得感。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

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数量”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尤其是对食品方

面，消费者对质量愈发在意。然而，“留学螃蟹”、“脚踩酸菜”等问题的发生

对消费者地满意度有极大的伤害，同时也反应了区域品牌农产品质量监管存在不

足。本文通过研究各参与主体协作下提升产品质量，来为消费者谋求福祉。

1.2.2.2创新点

本文主要创新点在于：

（1）弥补以往研究政府单方面维护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不足。从价值共创视

角将消费者、行业协会和企业引入农产品区域品牌质量提升的过程，形成农产品

区域品牌产品质量提升的“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的多元驱动模式。

（2）弥补以往探究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的静态、单因素影响的不足。现实

中，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是复杂且多变的，本文通过演化博弈理论将农产品区

域品牌运营过程中的参与主体放到一个框架里研究，通过改变相关参数，同时分

析多个变量及主体间的动态决策对农产品区域品牌质量提升的影响。

1.3研究思路

1.3.1研究内容

本文具体分为六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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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并介绍了研究方法、

列出了创新点和绘制了技术路线图。

第二章梳理了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共创理论、演化博弈理论和“柠檬市场”

理论等核心概念和其研究现状，为下文分析农产品区域品牌运营过程中个参与主

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作铺垫。

第三章界定各参与主体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行业协会、

企业和消费者在质量提升过程中的运作机制和收益变量，为构建参与主体演化博

弈模型做铺垫。

第四章选取农产品区域品牌案例，分析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在质量提升

过程中的运作机制和收益变量，并获取其中处罚、奖励、价格、产量等相关数据，

用于算例仿真的初始数据，运用现实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过程，在解决“柠檬市

场”问题中更加有真实性。

第五章在价值共创理论基础上，在模型中引入消费者，构建消费者、企业和

行业协会三者之间的演化博弈，通过求解复制动态方程，进而求解模型的演化稳

定策略，并用 Matlab 进行模型仿真，分析消费者参与的情况下，各参与主体的

演化稳定策略。

第六章通过对参与主体演化稳定策略的分析，根据参数的变化为农产品区域

品牌产品的质量提升提出建议，并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和未来展望。

1.3.2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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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1.4研究方法和可行性论证

1.4.1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阅读国内外文献，获取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共创、演化博弈理论和“柠檬

市场”理论等现阶段的研究成果，明确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的参与主体，

并对相关理论进行归纳和总结，构建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共创模型。

（2）文本分析法

选取农产品区域品牌案例，通过线上搜索搜索，获得文字数据和参数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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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在质量提升过程中的运作机制和收益变量，并获取

其中处罚、奖励、价格、产量等相关数据，用于算例仿真的初始数据。

（3）数学建模法

虽然企业可能会生产质量低的产品，但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仍是以自身利益最

大化为前提的，各主体会不断学习其他参与主体的策略，并调整自己的策略。本

文基于价值共创视角，将消费者引入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的过程中，构建“消费

者—行业协会—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数学模型探讨影响参与主体策

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和各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求出各博弈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

（4）算例仿真法

上述方法求出了各种情境下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了验证各因素的变化和各因

素的组合变化对各参与主体对提升产品质量的影响，本文通过改变各因素数值大

小和各因素数值大小的组合，运用 Matlab进行算例仿真，验证模型的准确性。

1.4.2可行性论证

信息不对称理论指出， 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的过程中，当一家企业生产

低质量产品，用低价策略来诱导消费者购买其不合格产品时，因为信息差，消费

者会认为该品牌的产品质量普遍低下，因此消费者在此后只用市场平均价格来衡

量产品质量，而愿意为“不明确”的质量付出更多成本，久而久之会有更多企业

为了节约成本、低价销售而选择降低产品质量，从而让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无

法在市场上生存。

在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中，行业协会对企业的监管需要付出大量成本，且监

管方法困难，导致监管效率不高，不能有效提高企业的最觉醒。因此，本文基于

价值共创理论，将消费者引入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过程中，通过各方共同作用，

来提高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自觉性。

同时，各参与主体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无法达到完全理性的程度，因此农产

品区域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各参与主体的有限理性的博弈，且各参与主体策略

选择是会随着对相邻主体策略变化的学习而变化的，例如：当行业协会选择消极

监管时，企业则会更大概率选择投机行为，与此同时，若行业协会对企业有较高

的惩罚力度，则企业策略的选择将会是另一种变化；当行业协会选择积极监管时，

企业则更可能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的策略，然而若是行业协会监管查出企业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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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很低，很多违规查不出来，则企业将会学习行业协会的策略和参数赋值，

从而改变自己的策略，但若是此时行业协会对消费者有较高的投诉补偿，则因为

有了证据，监管效率会大幅提升，企业则会再次通过学习对手策略来改变自身策

略，演化博弈理论的动态学习假设符合农产品区域品牌个参与主体的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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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农产品区域品牌相关研究

本部分通过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内涵、特性、作用和影响因素进行梳理，为下

文研究做铺垫。

2.1.1 农产品区域品牌内涵

区域品牌是地区和品牌相结合的产物，属于新兴研究领域。Gould 等认为

（2007），区域品牌是原产地效应理论拓展研究的结果[14]。Roth 等（1985）最

早将原产地效应定义为“消费者对某个国家或地区一类产品的固定观念”[15]，比

如，原产地效应使消费者认为，当一种葡萄酒来自新泽西州时，它获得的“享受

评级”低于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16]。后来，Saeed（1994）将原产地效应拓

展为“原产地带给消费者的所有影响或偏好”[17]。

国外相关研究中提出的区域品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区域品牌常以

“Regional branding”、“Place branding”和“Geo-branding”等词汇出现。品牌

管理大师 Keller（1998）提出，空间区域或地理位置也能够成为品牌[18]，自此，

学界展开了对区域品牌的研究。Chernatory D（1998）提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

命名是以“地区+产品”的方式来命名的，这种方式更能将区域优势传达给消费

者[19]，比如“阳澄湖大闸蟹”、“新疆大枣”、“阿克苏苹果”等都是以此方式

命名的。依托区域特点，发展自身优势，能够帮助农产品区域品牌快速获得名气

[20]。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品牌给出了不同定义，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农产品区域品牌内涵

学者 农产品区域品牌内涵

Bowen 等（2009）[21]

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一个确定区域内的行业协会、企业和农户共同创建

的，经过授权的品牌，它在产品原产地、品牌授权和质量要求上有固

定的标准

WiedmannI K 等

（2011）[22]

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依托自然资源或人文环境，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建设

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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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农产品区域品牌内涵

Principal（2010）[23] 与企业品牌不同的是，区域品牌的建立与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有关

朱玉林等（2006）[24]

农业区域品牌是指在某区域范围内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和较强生产

能力，较高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农业企业(或家庭)所属品牌的商誉

总和

郭红生等（2006）[25]

农产品区域品牌是指一个地域内一群农业生产经营者所用的公共品

牌标志, 其基础必定要有某一特定农业产业或农产品大量聚集于某

一特定的行政或经济区域, 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明显的竞争集合

体

董银果等（2020）[26]
经过长期的生产积累和消费者的认可，该地区的某种农产品就与地区

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良好的声誉的品牌

郑秋锦等（2006）[27]

农产品区域品牌是拥有独特自然资源及悠久的种植、养殖方式与加工

工艺历史的农产品，经过区域地方政府、行业组织或农产品龙头企业

等其他营销主体有组织的强力运营与管理，形成的具有明显区域特征

的品牌

本文遵从郑秋锦等（2006）[27]对区域品牌的定义，认为农产品区域品牌是

拥有独特自然资源及悠久的种植、养殖方式与加工工艺历史的农产品，经过区域

地方政府、行业组织或农产品龙头企业等其他营销主体有组织的强力运营与管理，

形成的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品牌。

2.1.2 农产品区域品牌特性

本文所研究的是依靠区域优势，在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经

过长期生产经营，已经形成以“区域+农产品名称”命名的品牌，农产品区域品

牌有以下特性：

（1）区域性[28]。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依托区域内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或

自然环境，经过长期的生产经营，区域内形成大量的生产该类农产品的企业，通

过在消费者心里积累印象和好感而形成的以“区域名+农产品名”的品牌，该品

牌与其他品牌的区别是该地区代表区域品牌的整体形象，而其他品牌则是由其归

属的企业形象所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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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用性[29]。与企业私有品牌不同的是，区域品牌属于区域内生产者的

共用财产。农产品区域品牌是在区域资源的基础上，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共同

努力的结果，该区域内的生产者，只要产品质量达标，都可以去行业协会认证该

区域品牌，且该区域内的生产者同荣共辱，区域品牌价值高，则生产商获利高，

农产品区域品牌能有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区域内企业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共同

推动农产品质量发展，且共同享受品牌红利。

（3）背书性[30]。在乡村振兴战略环境下，发展农产品区域品牌来带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在政府的带领下，通过行业协会和消费者的

共同努力，带动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政府作为区域品牌的建设者之一，对产

品质量负有一定责任，且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宣传和整合销售等途径看到地方政府

在里面的投入，则会增加消费者的信任，获得消费者的好感度。

（4）持久性[31]。作为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工具，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是

为了长期稳定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私有品牌相似，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品

牌是为了产期利益。与企业私有品牌不同的是，经营区域品牌的企业大小不一，

产品质量更是参差不齐，难免会有一些企业追求短期利益，危害品牌发展，因此，

在政府带头建立行业协会后，行业协会要严格监管企业，防止企业舞弊，使得农

产品区域品牌能够长期持久的发展。

2.1.3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作用

作为农业大国，在本世纪初我国刚加入 WTO 时，国内一些学者设想通过发

展品牌农产品来提高我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考虑到我国此时农产品贸易处于供

给过剩和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中，即大宗中低档农产品供给过剩，而高档农产品

供给不足，陆国庆（2002）首次在国内提出了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战略思想，

他认为在产业集群的前提下，品牌代表的是该产业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比如法国香

水和瑞士手表等，通常是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品牌[32]。在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定

义的基础上，朱玉林等（2006）认为区域品牌代表区域内该产业的整体形象，属

于区域的公共产品[33]，区域内所有生产者可以共享[34]。

通过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国内外研究进行归纳，学者一致认为区域品牌的建设

对区域经济发展是正向的，本文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列举，如表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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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农产品区域品牌作用

学者 农产品区域品牌作用

Martinovic（2002）[33] 区域品牌能提高区域内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Bowen(2009)[21]
区域品牌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对环境保护有促进作

用

Lamarque(2015)[35] 农产品区域品牌能够增加品牌溢价，提高当地农民收入

Keren(2022)[36] 建立区域品牌能够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感知质量

干经天（2003）[37]

通过建设区域品牌，使得一些有潜质的农业企业有更好的发展资

源和环境，逐步进行扩张，进而演变成龙头企业，再带动区域内

其他企业的发展。

曹艳爱（2011）[38]
农产品区域品牌可以作为伞品牌，对区域内的农产品起到庇护和

提携的作用，能提高消费者的信任

郑琼娥（2018）[39]
农产品区域品牌通过带动产业规模，能够促进校企合作，带动劳

动力需求

程瑞芳（2019）[40]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能扩大城市知名度，带动城市旅游业的发

展

通过以上学者对农产品区域品牌进行研究发现，建立农产品区域品牌，不仅

能在微观层面，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带动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提高消费者感知质

量和增加品牌溢价，在宏观方面也能通过提高区域知名度来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依托地区优势，建立强有力的农产品区域

品牌，有利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

2.1.4 农产品区域品牌影响因素

区域内有多家生产该类型农产品是建设区域品牌的前提条件，刘丽等（2006）

认为，产业集群是区域品牌形成的前提，在产业集群的前提下，区域内该农产品

生产者具有资源获取优势、外部经济效应、交易成本的节约以及创新优势等竞争

优势，可使该地区产品更容易在消费者心中留下高质量的印象[41]。在区域品牌建

设中，除了人力、物力、财力之外[42]，黄俐晔（2008）认为，农产品区域品牌建

设具有很强的政策性，通过行政手段来塑造品牌形象，是区域品牌建设的基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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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43]。黄蕾（2009）提出，品牌是对产品质量的一种承诺，因此，要想建设农产

品区域品牌，离不开质量控制环节[44]。马清学（2010）探讨了区域品牌的生成机

理，认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离不开区域内的某种优势资源或特色资源[45]，如

“洛阳牡丹”依靠历史名人武则天而出名，而“新疆大枣”则是由于当地的气候

优势，使得枣长的又大又甜而被消费者所熟知。程杰贤等（2018），运用倾向得

分匹配法研究政府政策对区域品牌建设影响，发现政府规制能有效减少农户的投

入，且对生产技术具有提升作用[46]。丁郭明等（2022）通过对“射阳大米”区域

品牌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农产品区域品牌在建设中，经常因专业性问题而碰到发

展瓶颈，而行业协会通过自身的规范建设和科学运作，能够有效解决农产品区域

品牌建设中的瓶颈问题，从品牌策划、质量提升、规范管理、品牌营销和打假维

权等方面，不断推进品牌提升[47]。

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产业集群[22]、政策支持[23]、质量提升[24]、区域资

源[25]和行业协会[44]等都是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2.2 价值共创理论相关研究

2.2.1 价值共创概念

价值共创是价值创造主体通过进行一系列服务交换和资源整合所实现的与

其他主体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48]。20世纪 90年代，G Hamel 等（1991）提出“核

心竞争力”理论[49]，该理论认为，核心竞争力是公司独有的能力和经验知识，是

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优势，此时学者们认为价值是由企业单独创造的，消费

者只是价值的消耗者。随后，Ramirez（1999）提出，企业可以让消费者参与生

产阶段，即消费者被看成生产者中的一员，帮助企业创造价值[50]，自此，消费者

加入生产阶段，生产出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进而帮助企业创造价值，被

学者称为价值创造的价值共同生产阶段（楼芸等，2020）[51]。

目前，学者对价值共创的研究主要分为基于用户体验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和

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周文辉等，2018）[52]。Prahalad 和 Ramaswamy

（2004）较早从消费者体验视角揭示了企业与消费者进行价值共创的一种模式，

该视角以消费者的价值体验为核心，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升消费者体验，该理

论认为企业不是向消费者提供体验，而是通过提供体验情境，使消费者自己创造

独特的体验[53]。随着价值共创的主体不断扩展，Vargo等（2004）提出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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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共创观念，即服务主导观念，他们认为服务是一切经济交换的根本基础，价

值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是价值共创的基本实现方式[54]。Vargo等（2015）在后来

的研究中对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提出服务生态系统的

价值共创这一观点，认为价值共创是所有参与主体进行服务交换的全过程[55]。

2.2.2 价值共创作用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于价值共创的研究和应用也越来越多。小米公

司建立“小米社区”虚拟品牌社区，用以用户和用户，用户和企业之间的对话，

以实现多元交互的价值共创。学者基于不同场景实证了价值共创的作用，何彪等

（2022）对展览会中参展商的价值共创进行了研究，认为价值共创对于顾客感知

价值、顾客满意度和顾客未来行为意向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56]。郭强等（2022）

则抓住近些年来“双碳”的热点，对旅游业中政府、旅游企业、游客之间的价值

共创，游客和游客之间的价值共创，旅游企业和旅游企业之间的价值共创进行研

究，提出随着游客和游客建的交流，低碳价值、经济价值的旅游方式在游客中迅

速传播，从而影响到游客低碳消费的价值观念，由游客低碳消费的价值观念促使

旅游企业进行低碳创新，对旅游产品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从而为游客提供更加低

碳环保、经济节约的旅游产品[57]。沈鹏熠等（2021）对全渠道零售体验的价值共

创进行研究发现，全渠道零售商提供的价值共创活动能够通过增加消费者的体验

价值来增加品牌资产[58]。万文海（2021）从用户和员工内外协同视角对价值共创

进行研究发现，用户驱动创新和和员工内部创业对平台型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

促进作用[59]。

2.2.3 参与价值共创影响因素

价值共创的结果是很难被发现的，但参与主体的参与是可以观察到的，因此

对于参与主体的参与是可以设计和控制的
[60]。Freida等（2018）运用扎根理论，

通过从网站上收集相关信息和访谈的方式收集数据并进行编码，发现隶属关系、

专业知识、表达和经验、认可、社区和有形奖励等是顾客参与价值共创的激励因

素
[61]。胡俊等（2021）从顾客参与动机来探究顾客参与价值共创的影响因素发

现，效益动机和信任动机正向促进了顾客参与价值共创的意愿
[62]。P. Frow 等

（2016）的研究提出，有效的价值共创取决于平台的搭建
[63]，L. Thomas等（2014）

对价值共创平台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定义：（1）平台作为一组组织能力，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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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卓越的性能，（2）平台是用于一系列产品的稳定中心，（3）平台是两个或多

个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中介，（4）平台是支持互补技术资产集合的系统或架构
[64]，

在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价值共创过程中，行业协会作为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中介，

起到了平台的作用，传达消费者的心声。李江敏等（2023）运用扎根理论对“屈

原昭君故里”进行了价值共创过程分析，发现政府旅游部门在价值共创中起到引

领作用，在价值共创过程中，政府旅游部门、旅游企业和游客之间存在直接互动

[65]。现实中，农产品区域品牌行业协会普遍成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管理主体，

主导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价值创造，行业协会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组织，在地

方政府的支持下建立，规范和主导本行业
[66]。

2.3 演化博弈理论相关研究

2.3.1 演化博弈理论概述

演化博弈理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是基于传统博弈和动态演化相结

合的一种新的博弈理论方法[67-68]。作为经济学中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博弈论在

当今各个行业受到广泛应用。传统博弈假设认为博弈主体（局中人）是“完全理

性”的，且博弈双方掌握完全信息，且传统博弈要求“一局定胜负”，在一次博

弈中就要获得效益最大化，而现实情况中，博弈主体往往因自身知识水平和精力

受限，无法满足“完全理性”假设，并且无法达到掌握完全博弈信息的条件，因

此传统博弈在现实应用中受到一定限制。区别于传统博弈，演化博弈认为博弈主

体是“有限理性”的，博弈各方只能掌握部分的信息，无法通过一次博弈达到平

衡，博弈主体会在博弈过程中不断学习对方的策略，从而改变自身策略，使自身

达到利益最大化。演化博弈区别于传统博弈的动态性为：传统博弈的博弈主体本

身就掌握充分信息，不能在博弈中学习，通过一次博弈便达到稳定，而演化博弈

的动态性表现在博弈主体在博弈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对方策略，在多次博弈过程

中“吸取教训”，从而最后达到动态平衡。

演化博弈思想起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该观点认为人不是“完全理性”

的，人在遇到困难时会选择相信自己的知觉或者模仿对手有效的战略行为，这与

动物模仿和学习的行为非常相似。因此，演化博弈理论包含复制动态方程和演化

稳定策略。复制动态是指对优势策略的模仿能力，博弈主体会根据对方策略的变

化而调整自己的策略，演化稳定策略是指种群中大部分成员所采取的策略，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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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主体经过不断学习后选择的最优策略，此时该种群（博弈各主体）将会处于平

衡状态[69]。

演化博弈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学者已经在金融监管、节能减排、网络安全

和质量提升等方面大量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方法，这些研究拓展了演化博弈的应用

范围，为后续研究做出了启示。李志文等（2023）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农产

品市场双寡头的区块链采纳决策问题，单位价值较高的农产品（品牌农产品、优

质农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会优先使用区块链技术来进行产品溯源，从而减

少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担忧[70]。李波等（2022）在对乳制品企业提升安全意识

策略的研究中，通过企业、政府和消费者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发现企业提升

质量意识、推动新技术研发都能增加收益[71]。张昱等（2022）为更好地协调农业

生态旅游发展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制定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提高

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的效率，构建了利益相关者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三者策略

选择对农业旅游发展的影响[72]。李新建等（2022）运用三方演化博弈，以地方政

府为主体，探讨了地方政府补贴对农产品区域品牌提升的影响[73]。

2.3.2 演化博弈理论适用性分析

演化博弈继承了传统博弈标准分析的优点，同时也规避了“完全理性”、“信

息完全对称”等理想条件假设，使得博弈过程和博弈结果都更加符合现实，在现

实问题的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本文探讨的农产品区域品牌质量提升的博弈主体为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

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成以后，区域内想要生产该品牌产品的企业需要向行业协会

缴会费，并获得行业协会认证，同时行业协会拥有对企业的监管和处罚的权利，

会对一些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做出处罚措施，消费者则会根据自己购买产品中

遇到的质量问题，向行业协会反应，并获得奖励。参与博弈的三方符合演化博弈

的假设条件：参与主体都是有限理性的，他们在博弈过程中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

出发，通过学习对方的策略从而对自己的策略做出调整，最终选择最优策略，达

到均衡状态。博弈最好的结果则是企业最后选择的最优策略是生产高质量产品，

因此，本文通过建立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复制动态方程，通过改变影响

因素的数值来观察博弈主体策略的选择，从而为促使企业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提

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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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信息不对称理论相关研究

2.4.1 信息不对称理论内涵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由于交易的一方不能完全了解交易另一

方的行为，或者交易一方无法观察和监督交易另一方的行为，从而导致的买方与

卖方掌握信息的交易信息存在差异[74-76]。信息不对称理论由 Akerlof,G.A、Stiglitz,

J. E. 和 Spence, M.三位学者在 20世纪 90年代提出，他们分别对旧车交易市场、

劳动力和保险市场进行了研究。

2.4.2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

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是导致市场“劣币驱逐良

币”的根本原因[74]。由于买方对产品信息掌握有限，不能正确评估产品的价值，

因此只能通过市场平均价格来判断平均质量，因此也不愿意付出高于市场均价的

价格，从而导致原来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因为成本与利润不成正比，而转向去

生产低质量产品，这对产品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无法

掌握完整的产品信息，于是表现出特色农产品市场上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

一问题越是加重将引发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市场失灵，导致“柠檬市场”。“柠

檬市场”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产品市场的长期发展，容易抑制产品质量增长和产品

创新，因此较多学者曾探讨整治“柠檬市场”的方法。韦彬等（2019）对线上食

品交易“柠檬市场”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网络食品”因难以被检验、容易修

图和虚假评论等原因，更容易发生逆向选择的现象，并从监管、信息整合等方面

给出了应对方案[77]。彭贝贝等（2019）对地理标志农产品中的柠檬市场进行了分

析，发现因为劣质产品定价较低，优质碧螺春的交易价格低于市场合意价格[78]。

农产品区域品牌在运营过程中，生产企业一般包括龙头企业+小微企业，龙头企

业的数量一般不超过三个，而有大量的小微企业，这就可能使得这些小微企业因

技术和资本投入的原因，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并在农产品市场上定低价策略，

诱导消费者选择同一品牌但质量低的该产品，久而久之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因

为消费者不为质量买单而减少产品研发的投入，降低产品质量，最终将对该品牌

造成毁灭性打击。

2.5 因素之间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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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区域品牌、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共创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之间已有

相关研究，为本文的问题选择、参与主体界定等方面提供了思路，下面将从各因

素之间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为下一步研究做铺垫。

2.5.1 农产品区域品牌与价值共创之间的相关研究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培育和维护离不开多方力量的公共作用。区域品牌价值共

创有利于凝聚区域品牌建设力量，增强品牌忠诚度[79]，农产品区域品牌因其属权

的特殊性，单一创造价值对品牌价值的影响非常微小，生产企业中大多数属于小

微企业，对品牌的运营能力有限，因此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需要利益相关者共

同努力，共同创造价值。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企业孤军奋战难以取得成果，

必须以区域公共品牌创新活动为基础, 以合作共生、协同发展为核心理念，各利

益相关者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共同创造出强有力的品牌[80]。消费者加入价值共

创中不仅能帮助企业创造价值，同时还能提高品牌影响力，Ostrom（2010）认为，

消费者在参与价值共创的过程中，能增强其品牌感知，增加品牌好感度，有利于

扩大品牌影响力[81]。

根据服务主导逻辑价值共创可知，要想让建设主体积极参与到农产品区域品

牌价值共创中，就必须实现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崔丙群等（2022）认为，农

产品区域品牌的价值共创需要企业、行业协会、政府、消费者、农户等多方参与，

极具动态性和复杂性[82]。陆娟等（2010）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初期论述了政府

的作用，认为政府是区域品牌建设的主体，完善品牌授权机制和监管机制有利于

促进区域品牌发展[83]。胡晓云（2020）从区域品牌定义方面阐述了品牌的价值共

创，认为区域品牌是人们对区域内产品、产业和地理特征的综合评价，该品牌建

设通常是由政府主导的，由行业协会、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维护的，是公共物品，

各参与主体共同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区域品牌创造价值[84]。另外，越来越多学者

认为政府在区域品牌建设初期起到主导作用，而行业协会则在区域品牌发展期起

到主导作用，陆娟等（2022）提出，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不同时期，参与主

体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在区域品牌建设初期，政府起到主要带动作用，而在农产

品区域品牌经营提升和营销推广时期，行业协会和企业则发挥主要作用[85]。毛佩

瑾（2020）认为，行业协会是专业化的服务组织，其拥有的专业知识和市场把控

能力不是单个企业能具备的[86]。企业在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共创中发挥的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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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企业是价值共创的关键维度，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生

产企业相互依存、相互竞争，形成产业聚集，共同提高区域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其中，龙头企业发挥带头作用，龙头企业通过对质量的把控和产品研发的投入，

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并通过技术和经验分享，带动当地产业化生产的发展。此

外，龙头企业通过拓展产业链，提升品牌的价值链，促进规模经济的产生[87]。从

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可知，政府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初期起到重要作用，此时的

土地规划、道路修建、技术投入等较大投资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行业协会作为区

域品牌的名义所有者，其在品牌经营期间起着主导作用，企业要想使用该品牌，

都需要行业协会认证，且由于生产企业大小不一，行业协会在企业和消费者中间

起到桥梁作用，除此之外，行业协会还有监管和处罚权力，如果企业生产劣质产

品，行业协会则会对企业采取处罚措施，因此，本文探讨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经营

过程中的主体为行业协会、企业、消费者，主体间的价值共创行为如图 2.1所示：

图 2.1 主体间价值共创过程图

2.5.2 农产品区域品牌与博弈论之间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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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学者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研究过程中，已有学者将博弈论方法引入

到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认识到区域品牌建设中竞争和合作是共存的。博弈论方

法研究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更加符合现实情况，能深度剖析出各参与主体策略选

择的变化，在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研究生产低质量产品的内外在影响因素中，李学工等（2009）建立农产品

区域品牌建设完成后的静态博弈模型，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如果区域内有一户农

户选择生产低质量农产品，则其他农户会因市场选择问题纷纷效仿生产低质量农

产品，从而会出现“柠檬市场”效应[88]。涂传清等（2012）建立品牌信号传递的

博弈模型，分析了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模仿生产高质量产品企业的原因，一方

面，产品的差价会促使这些不法企业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来牟取暴利，另一方面

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模仿行为多久能被发现也是影响他们模仿的一个重要原

因[89]。杨燕曦（2017）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出企业“搭便车”行为，并为企业提出

建议，认为企业除了使用区域品牌外，可以再注册自己的品牌[90]。杨佳雨等（2021）

则通过建立“智猪博弈”模型分析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中龙头企业和小企业的博

弈问题，认为如果小企业选择投入建设区域品牌，将会因为资金和市场原因，给

小企业造成致命性打击[91]。

也有学者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了如何解决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搭便车”行

为。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搭便车”，普遍存在于各个农

产品区域品牌中，对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治理，主要是解决“搭便车”行为，这

种为了自身短期利益，去生产质量不符合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的产品，对于品牌

的名声有巨大的伤害，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中“柠檬

市场”的存在，也有部分学者提出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方法。董银果等（2022）

基于 TTA体系为治理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搭便车”问题提出解决方法，认为追

溯体系、认证体系能够解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品

牌管理者与品牌成员之间、市场监管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

效抑制“搭便车”行为[92]。本文的研究对以上研究成果都有所借鉴。

2.5.3 区域品牌中的“柠檬市场”问题研究

区域品牌属于地区内的集体产物，是区域内众多利益相关者长期合作、竞争

下形成的集体资产，因其集体资产属性，这就使得区域品牌在发展到一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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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柠檬市场”问题[93]。

为了解决区域品牌中的“柠檬市场”问题，彭贝贝等（2019）通过淘宝“碧

螺春”茶叶的销售数据，对“碧螺春”茶叶中的“柠檬市场”问题进行研究，发

现由于市场逆向选择的存在，正宗“碧螺春”茶叶的价格受到了“柠檬市场”问

题的影响，并建议该地成立行业协会，来督促规范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94]。戚振

宇等（2023）对林果区域品牌中的“柠檬市场”问题进行了研究，由于区域品牌

中的运营主体缺乏品牌维护的动力，坐享其成大企业的宣传效果，进行不规范的

生产质量一般的产品，使得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受损，出现滞销的现象，并提出

建立协同推进机制、联合支持机制、林果产品生产加工标准体系、品牌使用监管

机制、风险预警机制与服务保障机制来维护区域品牌[95]。

2.5.4 价值共创中的演化博弈方法应用研究

价值共创的参与主体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不同角色都以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目

的，参与到集体的价值创造中，不同角色的不同策略对集体价值创造都有着重要

的影响，因此，许多学者用博弈论的相关方法对价值共创的参与主体进行研究，

以期为最大化的创造集体价值提出策略。

为了探索在价值共创理念下供给主体的最优稳定策略选择，孙晴等（2023）

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对参与智慧养老的主体进行研究，发现智慧养老服务系统

的最优稳定状态，需要博弈主体在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前提下，充分协作、实现共

赢[96]。为了平衡数字金融生态系统中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实现系统的价值共创，

丁志刚等（2023）构建了数字金融生态系统参与主体价值共创的演化博弈模型，

根据演化结果对金融监督提出了贸易金融生态系统协同治理的相关建议[97]。张艳

楠等（2022）基于多元利益参与主体的研究视角，引入旅游企业合作开发收益分

成比例合作性参数，构建参与主体演化博弈模型，为生态脆弱区在多产业集聚发

展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容易产生环境污染破坏问题提出了建议[98]。

2.6 综合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农产品区域品牌相关的研究已经有一

定研究成果，比如农产品区域品牌对市场占有率[34]、乡村振兴等影响的研究

[21,36,37,40]，这些研究成果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必要性有很大的支撑作用，也

有一些学者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对较为成功的农产品区域品牌进行了成功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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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这对建设区域品牌的参与主体选择有参考作用，这些成果为农产品区域品牌

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反映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农产品区域品牌

建设不是最终目的，对于其后期维护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第一，以往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研究多重视品牌建设阶段的研究，学者较多

地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主体进行分析和确定和分析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

成功因素[7-8]，较少有学者重视品牌建成后的维护。建成农产品区域品牌固然重

要，但是只有农产品区域品牌长期稳定的发展，才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因此，

对于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阶段的维护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以往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研究多注重单因素对区域品牌的影响

[23,27,10]，所得出的结果也是相互独立的，而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设和发展中牵扯

到众多利益相关者，需政府、行业协会、消费者、生产企业和农户等共同的价值

投入，整个过程极具复杂性和动态性，因此本文从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过程入手，

将参与主体放入同一个框架中，研究不同参与主体的互动关系对品牌维护的影响。

第三，以往对“柠檬市场”问题的研究多用的是静态博弈[5,11,12]，然而静态

博弈因其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导致研究存在一定偏差，不能准确分析出

“柠檬市场”的致因和解决“搭便车”行为方法。在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利益相关

者建立的演化博弈模型中，各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在博弈过程中他们会不断学习

对方的策略选择来改变自己的策略，能更加准确的分析出不良企业的致因。

基于上述，本文立足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阶段，以行业协会、企业和消

费者为参与主体，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通过求解复制动态方程，进而求解模型

的演化稳定策略，并用 Matlab 进行模型仿真，分析消费者参与的情况下，各参

与主体的演化稳定策略，从而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品牌维护提出符合现实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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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构建

本章通过文本分析法，找出各参与主体的收益变量，进而搭建行业协会、企

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本章通过文本分析来确定收益变量的原因

为：克服演化博弈研究方法的不足。演化博弈研究方法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收益

变量由方法使用者自己确定，缺少依据，而本文通过文本分析，从文字数据中提

取收益变量，具有现实依据，更能对现实情况起到指导作用。

3.1研究设计

本部分旨在为下文研究寻找适当的案例，并通过在行业协会官网、法院判决、

论坛资料等地寻找案例相关资料，为文本分析做铺垫：

3.1.1案例选择

建立并发展农产品区域品牌是维护乡村振兴成果、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鼓励各地建立农产品区域品牌，争取做到“一县一品

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然而，多数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建立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带

动作用甚微，这主要是因为品牌发展受阻导致的。区域内一些不良企业为获取更

大利润，降低产品质量，以低价获取更多客户，久而久之，导致消费者对该品牌

的质量感知降低，使得消费者只愿意花费市场均价来购买该品牌的产品，生产高

质量产品的企业不得不降低质量来维护自身利益，这就是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导

致的“柠檬市场”问题。以往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研究较多探讨“柠檬市场”问

题的存在，较少有学者提出了解决方案，但由于参与发展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主体

尚不明确，尚不能系统的探讨农产品区域品牌治理方案，本文使用演化博弈的研

究方法，来系统的探讨如何维护农产品区域品牌。演化博弈方法虽能系统性的分

析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维护过程，但由于参与主体和收益变量设置的主观性，会降

低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因此，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分析农产品区域品牌的

相关文字数据，来确定参与主体和收益变量，并根据之间的关系来构建演化博弈

模型，从而保证结论的真实性和普适性。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运营多是由行业协会或政府部门主导，两者对该品牌的作

用相似，本研究选取行业协会主导的区域品牌，对其运营方式进行深入剖析。

为了更好的研究农产品区域品牌中的“柠檬市场”问题，本文选取阳澄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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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蟹、烟台苹果和五常大米作为文本分析对象。选择标准如下：

第一，案例的典型性。所选择的农产品区域品牌都是经过各参与主体长时间

的运营，已经形成规模经济，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足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且该品牌中存在”柠檬市场“问题。

第二，案例的适配性。所选案例要与本文研究匹配，本文研究的是由行业协

会主导的，各生产企业进行生产的农产品区域品牌。因此，本文选择案例的标准

为该品牌是由发展成熟的行业协会进行主导的，行业协会有收取企业会费、指定

行业（质量）标准、监管和处罚违规企业等权力。

第三，案例的多样性。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有普适性，本文选取海鲜、水果

和粮食三种不同品类，这三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品类，对研究内容更具

有代表性。

第四，资料收集的完整性。为了保障本研究能顺利进行下去，本文选择的案

例均为知名品牌，具有较多公开资料，此外，该品牌的行业协会曾公开处罚过企

业，能够找到相关案例资料。

3.1.2案例介绍

本文选取的三个农产品区域品牌阳澄湖大闸蟹、烟台苹果和五常大米都属于

各自品类中的翘楚，因其产地优势、历史文化等，使其产品具有独特性，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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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品牌简介

阳澄湖大闸蟹 烟台苹果 五常大米

主导单位 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 烟台苹果协会 五常市大米协会

品类 海鲜 水果 粮食

品牌简介

阳澄湖大闸蟹被誉为“蟹中

之王”，长期稳坐国内螃蟹

行业的“头把交椅”。蟹身

不沾泥，俗称清水大闸蟹，

体大膘肥，青壳白肚，金爪

黄毛，肉质膏腻。农历 9月

的雌蟹、10月的雄蟹，性

腺发育最佳。煮熟凝结，雌

者成金黄色，雄者如白玉

状，滋味鲜美。 2005年 05

月 09日，原国家质检总局

批准对“阳澄湖大闸蟹”实

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烟台苹果是以烟台辖

区内栽培的苹果，历

史悠久，被称为中国

现代苹果的发源地。

烟台气候和环境条件

非常适宜苹果生长，

被农业部确定为中国

苹果优势产区，烟台

苹果以“果形端正、

色泽艳丽、果肉甜脆、

香气浓郁”享誉国内

外。是烟台市的区域

公用品牌。

五常大米是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五常市特

产，中国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由于水稻成

熟期产区昼夜温差

大，大米中可速溶的

双链糖积累较多，对

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五常大米颗粒饱满，

质地坚硬，色泽清白

透明，饭粒油亮，香

味浓郁。

3.1.3资料获取

本文使用的是二手资料，资料主要来自线上搜集，搜集方式如下：（1）行

业协会官网。该品牌行业协会在实行权力时，会在官网上公布实行方式、对象和

结果等。（2）百度百科。由于本文选择的品牌都是知名品牌，因此，百度百科

对该品牌的历史、荣誉和运作方式都会有详细的介绍。（3）法院判决。当行业

协会监管到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对品牌造成伤害时，会对该企业进行处罚，然

而，存在一些不良企业逃避罚款，行业协会有权吊销该企业对区域品牌的使用权，

此时行业协会有权根据《品牌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不良企业缴纳罚款。（4）

网友点评。由于缺乏专业的投诉渠道，消费者在购买到质量较差的产品后会在各

大网络论坛发帖吐槽该品牌，包括质量、售后等问题。（5）中国知网。在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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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搜索这三个品牌，已有学者对案例进行梳理，借鉴其中部分资料，见表 3.2。

表 3.2 案例资料来源及内容

品牌 资料获取方式 资料主要内容 编号

阳澄湖大闸蟹

烟台苹果

五常大米

行业协会官网
监管过程、处罚、奖

励、会费收取

H1

H2

H3

阳澄湖大闸蟹

烟台苹果

五常大米

百度百科

品牌历史、品牌特征、

地域文化、荣誉、运

作方式

B1

B2

B3

阳澄湖大闸蟹

烟台苹果

五常大米

法院判决 企业违规处罚

F1

F2

F3

阳澄湖大闸蟹

烟台苹果

五常大米

论坛资料 质量、售后问题

W1

W2

W3

阳澄湖大闸蟹

烟台苹果

五常大米

中国知网 案例梳理

Z1

Z2

Z3

3.2数据编码

在对数据处理方面，本文按照 Glaser[99]等的编码方式，进行三个阶段的编码，

即开放性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具体来说，本文编码步骤如下：第一，

开放性编码。首先，剔除与本研究无关的段落，对剩余数据进行编码。其次，对

筛选后的数据进行逐句编码，让数据“说话”，提取出数据中潜藏的概念。最后，

将初始编码得到的概念汇总，对汇总后的概念进行进一步范畴化，得到二级编码。

第二，主轴式编码。将开放性编码得到的范畴放到一起提炼总结，发现不同范畴

之间的关系，得到主范畴。第三，选择性编码。将主轴式编码获得的主范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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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得到参与主体和收益变量之间的关系，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3.2.1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通过对原始文字数据进行逐句分析，从文字数据中将研究的相

关概念抽离出来。在把原始文字数据进行逐句、逐段编码过程中，用概念来界定

文字数据中出现的现象，将语义表达相同、事件内容相似的句子或段落用相同概

念表述出来，再将获得的概念进行归类，从而得到初始范畴。在编码过程中，不

能添加个人情感色彩，保持价值中立，对一切概念保持开放自由的态度。编码过

程见表 3.3。

表 3.3 开放性编码概念化

文字数据 概念化

烟台苹果”农产品地理标志地域保护范围为：东经 119°34′～

121°57′......（B2）

只有烟台部分地区产的苹果

能叫烟台苹果（a1）

面积 120平方千米的阳澄湖分为西湖和东湖两部分，分属于

不同的行政区域管辖......（B1）

只有部分区域的大闸蟹属于

阳澄湖大闸蟹（a2）

水稻品种是根据五常的自然条件精心培育优良品种“五优稻

四号”（即稻花香 2号）......（H3）
优质产品需要挑选优质种子

（a3）

这两个协会分别为各自属下的养殖户颁发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防伪戒指......（H1）
产品防伪标识（a4）

协会可以充分发挥凝聚作用，增强同业发展合力，有效地把

相关企业和果农组织起来（Z2） 行业协会主导（a5）

对不是来源于该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的商品使用该地理标

志，造成欺骗性后果，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商标法对此予以

禁止（F1）

行业协会依法吊销生产低质

量产品企业的商标使用权

（a6）

我们坚持品牌保护，积极对外宣传，加强对接，与全国主流

媒体、新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H2）

行业协会投入保护（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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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数据 概念化

协会有规范和约束会员企业的责任，对于以普通大闸蟹冒充

阳澄湖大闸蟹的企业，其应采取惩戒措施（H1）
行业协会通过惩罚违规企业

来维护市场秩序（a8）

苹果协会是沟通政府部门与企业联系的桥梁，有利于创新新

阶段果业管理机制（H2）

行业协会是品牌维护的重要

主体（a9）

建立规范的数据信息档案，主动接受烟台市苹果协会和有关

执法部门的检查监督等（W2）

行业协会实施监管权力

（a10）

协会依据市场经济规则，充分发挥服务、协调、监督的作用

（H1、H2、H3）

行业协会进行监管是维护品

牌的有效方法（a11）

一码在它的包装上印上统一溯源标志，一物一码，外包装有

a 码，内包装有 b 码，经溯源验证才能激活，......（Z3）
行业协会教导消费者辨别产

品（a12）

立即取消苏州市相城区蟹礼记农产品有限公司协会任何渠道

和电商平台的推荐资格（H1）

行业协会对生产标准质量产

品企业补贴（a13）

负责阳澄湖大闸蟹的新闻发布和宣传工作（Z1） 行业协会的宣传（a14）

“烟台苹果”巩固提升线下实体营销网络，2020年上半年在

全国一二线城市建设 100个“烟台苹果”品牌形象店（H2）

行业协会的品牌建设投入

（a15）

消费者认为，此举或将有损阳澄湖大闸蟹的品牌形象（F1）
行业协会处理消费者投诉的

态度影响品牌形象（a16）

收购、销售不成熟果品将取消使用资格（Z2）
行业协会处罚违规企业

（a17）

有消费者向我会投诉苏州市相城区蟹礼记农产品有限公司以

“渔礼记”品牌销售假冒的阳澄湖大闸蟹......（H1）

消费者投诉是品牌维护的重

要手段（a18）

行政打假太难，五常市就尝试开辟自己“保真”的渠道，让消

费者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纯正的五常大米（F3）
消费者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维

护的重要主体（a19）

收到后，她先拿起手机扫描蟹扣上的防伪码，查看是否为正

品和溯源信息（W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5%9C%BA%E7%BB%8F%E6%B5%8E?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91%E7%9D%A3/7423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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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数据 概念化

强烈要求保护个人信息，结果第一时间就泄露了，这彻底把

我激怒了（W1）
消费者进行投诉需要付出一

定的成本（a21）

他向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举报，要求协会对该会员

企业进行调查处理，并对举报人信息进行保密（W1）
消费者购买到低质量产品后

向行业协会进行投诉（a22）

哈尔滨五常市大米的年产量为 14亿斤。每斤出厂价的成本

6-7元，加之其他费用，每斤的市场指导价为 10元以上，低

于 10元的五常大米很难保证是纯正的五常大米（B3）

生产符合标准产品需要相对

较高的成本（a23）

大闸蟹生长在江、河、湖底的泥沟里，并以动物尸体或腐殖

质为食物，因此含有各种病原微生物（H1）
生产低质量产品（a24）

符合下列条件的经营者，向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申

请使用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防伪专用标识（B1）

生产标准质量产品的企业才

能使用品牌（a25）

五常大米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市场来决定，并不是由市长来决

策。企业是市场的主体（W3）

企业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

的重要主体（a26）

会费标准......（H1）
企业使用品牌每年缴纳会费

（a28）

2021 年在杭州上城周氏水产有限公司购买的阳澄湖大闸蟹

没有佩戴防伪专用蟹扣（F1）
企业销售低质量产品（a29）

目前正与江南大学、济南果品研究院等合作......（W2） 企业的质量投入（a30）

授权和管理“五常大米”地理证明标识和“五常大米”图案

标识的使用（H3）
品牌名义上属于行业协会

（a31）

“烟台苹果”以 145.05亿元位列......（B2）
农产品区域品牌品牌价值高

（a32）

阳澄湖大闸蟹先后获得了......（H1） 品牌荣誉（a33）

但农产品的标准化困难，行政打假成本太高......（W3） 监管需要付出较高成本

（a34）
常市向各地派出打假小分队，到全国去打假，但效果很不理

想（W3） 监管较为困难（a35）

一看蟹壳......（W1） 好产品特征（a36）

大眼幼体经由专业中华绒螯蟹育苗场繁育而成......（H1）
好产品从蟹苗培育开始

（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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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数据 概念化

法院判决网店赔偿五常市大米协会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20
万元......（F3）

对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执

行 20万元的处罚（a38）

一些农贸市场上有些散装标有“五常”的大米售价仅 3元左

右......（W3）
低质量产品用低价来诱导消

费者（a39）

业内人士认为，五常大米作为国内最好的大米，但也存在原

产地、加工程度之分导致价格差别很大，但不应该低于指导

价，过低的价格可能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W3）

低于指导价的产品为劣质产

品（a40）

在防伪专用标识使用过程中能自觉遵守......（Z1） 产品质量防伪办法（a41）

确定标志和防伪专用标识的样式......（Z1） 产品有辨识度（a42）

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身份证（Z1） 产品防伪标识（a43）

通过对文字数据进行初步处理，从中抽离出概念，然后对概念进行归类，得

到初始范畴，归类过程见表 3.4：

表 3.4 开放性编码范畴化

概念化 初始范畴

只有烟台部分地区产的苹果能叫烟台苹果（a1）
品牌使用范围（A1）

只有部分区域的大闸蟹属于阳澄湖大闸蟹（a2）

行业协会依法吊销生产低质量产品企业的商标使

用权（a6）
惩罚（A2）

行业协会通过惩罚违规企业来维护市场秩序（a8）
行业协会处罚违规企业（a17）

行业协会是品牌维护的重要主体（a9） 行业协会参与（A3）
企业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重要主体（a26） 企业参与（A4）
消费者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重要主体（a19） 消费者参与（A5）

行业协会实施监管权力（a10）
行业协会监管（A6）

行业协会进行监管是维护品牌的有效方法（a11）

行业协会投入保护（a7）
行业协会品牌维护投入（A7）行业协会的宣传（a14）

行业协会的品牌建设投入（a15）

行业协会对生产标准质量产品企业补贴（a13） 行业协会补贴（A8）

行业协会教导消费者辨别产品（a12） 消费者教育（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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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化 初始范畴

监管需要付出较高成本（a34）
监管成本（A10）

监管较为困难（a35）
企业使用品牌每年缴纳会费（a28） 行业协会收益（A11）

生产符合标准产品需要相对较高的成本（a23） 生产成本（A12）
消费者进行投诉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a21） 投诉成本（A13）

消费者识别产品质量（a20）

产品质量识别（A14）
农产品区域品牌品牌价值高（a32）
好产品特征好产品特征（a36）

产品质量防伪办法（a41）
产品有辨识度（a42）

企业的质量投入（a30）
企业合规（A15）

低于指导价的产品为劣质产品（a40）
消费者购买到低质量产品后向行业协会进行投诉

（a22）
消费者投诉（A16）

优质产品需要挑选优质种子（a3）
质量控制（A16）

好产品从蟹苗培育开始（a37）
行业协会主导（a5）

品牌归属（A17）品牌名义上属于行业协会（a31）
企业使用品牌需要向行业协会申请（a27）

生产低质量产品（a24）
企业违规（A18）低质量产品用低价来诱导消费者（a39）

企业销售低质量产品（a29）

3.2.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根据开放性编码得到的初始范畴之间的内部关系进行对比、提

炼进而得到主范畴的过程。开放性编码获得的初始范畴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要想

进一步明确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维护机制，需要通过主轴式编码来进一步分析初始

范畴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演化博弈方法建模的框架下，对开放性编码得到的初始范畴进行主轴

式编码，将 A1-A18共计 18个初始范畴编码为品牌使用条件（Z1）、参与主体（Z2）、

行业协会收益变量（Z3）、企业收益变量（Z4）和消费者收益变量（Z5）五个主

范畴，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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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主轴编码

初始范畴 主范畴 内涵

品牌使用范围（A1）
品牌使用条件（Z1）

只有符合条件的企业才有使

用该品牌的权力品牌归属（A17）

行业协会参与（A3）
参与主体（Z2）

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参与

者
企业参与（A4）

消费者参与（A5）
行业协会监管（A6）

行业协会收益变量（Z3）
行业协会参与农产品区域品

牌维护的支出、收入和策略

行业协会品牌维护投入（A7）
行业协会补贴（A8）
消费者教育（A9）
监管成本（A10）

产品质量识别（A14）
惩罚（A2）

行业协会收益（A11）
生产成本（A12）

企业收益变量（Z4）
企业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维

护的支出、收入和策略

质量控制（A16）
企业合规（A15）
企业违规（A18）

消费者投诉（A16）
消费者收益变量（Z5）

消费者参农产品区域品牌维

护的支出、收入和策略投诉成本（A13）

3.2.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指的是对主范畴经过系列的分析，选择出一个核心范畴，分析其

它主范畴与核心范畴间的关系，从而梳理出核心范畴的“故事线”的过程。它是

对主轴式编码所得到的主范畴的进一步处理，进一步分析出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

从而建立更有内涵的核心范畴。核心范畴的建立是构建理论框架的过程，通过核

心范畴将这些主范畴串联起来，得到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整个“故事线”，从

而使得本文研究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本文通过对五个主范畴和十八个初始范畴

以及原始材料进行分析，最终确定“参与主体”为核心范畴，因为农产品区域品

牌整个维护需求和维护过程都是围绕着参与主体展开。

在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过程中，“参与主体”这一故事线为：企业要想使用

该品牌商标，首先要符合商标使用条件，该企业需在该区域品牌规定的生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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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区域品牌隶属于行业协会，满足条件的企业会得到行业协会的使用许可。如

果让企业各自对该农产品区域品牌进行投资建设，因企业异质性，会使得很多大

型企业一直付出而使得成本过高，而多数小型企业则只需躺在大企业的“功劳簿”

上生产即可，这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企业每年给

行业协会交会费，行业协会进行品牌宣传和渠道联系。然而，一些不良企业因想

要获得短期利益，生产低质量产品，降低生产成本，将不合格的产品以低价投入

市场，获取更多客户从而快速获取短期利润，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到该类产品后，

对该品牌的好感度将会极大的降低，愿意付出的购买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则生产

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将会失去市场，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现象。为了避免

该类事件发生，行业协会则会对企业进行监管，而监管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且监

管效率低下，因此行业协会会对生产标准质量产品的企业进行提供售卖渠道、现

金等方式的补贴，会对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进行现金处罚。然而，尽管如此，

对监管效率的提高也是有限的，而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只要消费者对低质量产品

进行投诉，行业协会就一定能查出企业违规，因此行业协会通过消费者教育、奖

励消费者等方式来鼓励消费者投诉，最终形成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对农产品

区域品牌的三元维护机制。

基于文字数据编码得到的副范畴、主范畴和故事线，构建出农产品区域品牌

维护的运作机制，如图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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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运作机制图

3.3结果讨论

3.3.1参与主体及策略分析

作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机制的“故事线”展开点，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

过程是围绕着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展开的。根据演化博弈理论，参与主体间的信

息是不完全对称的，参与主体会通过不断学习对方策略来改变自身策略，从而实

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通过对文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主要

参与主体为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其它出现的人或组织可看作这三者的策略，

需要这三者的参与才能发挥其它人或组织的作用，企业直接生产产品且将产品推

向市场，行业协会和消费者的策略也都是围绕着使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产品展开的。

维护过程即三方博弈过程围绕着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造成的“柠檬市场”问

题展开。企业的策略为生产低质量产品和生产高质量产品，消费者是产品的接收

者，因此企业策略的选择最先由消费者感知，消费者的策略则为投诉和不投诉，

当消费者购买到低质量产品后，可以选择是否向行业协会投诉，行业协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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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积极监管和消极监管，消费者投诉能直接影响行业协会的监管效率。根据以

上分析画出参与主体策略图如图 3.2：

图 3.2 参与主体策略图

3.3.2三方博弈模型构建

企业为了自身短期利益，生产低质量产品，将会导致“柠檬市场”问题的产

生。农产品区域品牌作为维护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工具，应该充分发挥带动地方

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在建立农产品区域品牌后，行业协会应对品牌进行维护，

防止“柠檬市场”问题对品牌造成伤害。为防止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行业协会

要对企业进行监管，处罚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监管和处罚能震慑部分企业，

使其生产标准质量产品；行业协会也要对企业进行补贴，从文字数据处理中可以

看出，行业协会对企业的补贴不是以现金方式补贴的，而是行业协会利用其社会

地位，与当地大型商超或其它渠道进行合作，使其采购销售企业的产品，该补贴

方式不仅使得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产品的利润提高，且能使得企业违规成本增加，

使企业不会轻易违规；消费者投诉能提高行业协会监管效率，行业协会根据消费

者投诉的证据，便一定能检查出来企业违规，为了使得消费者愿意投诉，行业协

会应降低消费者投诉的成本。

消费者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重要参与者。作为产品的直接使用者，消费

者对于产品的具体信息掌握的更多、更完善，消费者在购买到低质量产品后，通

过向行业协会反应能提高行业协会监管效率。消费者的策略为投诉和不投诉，当

消费者选择投诉时，需要付出时间、经历、话费和材料证明费等成本，很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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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买到低质量产品后会有“这些东西也不值多少钱，不用麻烦去投诉......”等

想法。此外，低质量产品有时候不能一眼辨别出，消费者购买到低质量产品后可

能会认为该品牌的产品“就这样”，从而从心理上降低对该品牌的期望。综上所

述，行业协会要想提高监管效率，需从消费者投诉的两方面困难入手，一方面，

行业协会可以给与消费者适当的现金或优惠券补贴，以对冲消费者的投诉成本；

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包装、短视频、防伪标（蟹扣）等方式，对消费者

进行教育，使消费者能够识别产品质量。

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的产品。然而，

企业若生产标准质量以上的产品，需从种植/养殖初始的幼苗选择开始，一层层

进行质量投入，才能够生产出标准质量以上的产品，这就使得规规矩矩生产的企

业获得的单位成本较低且较小的企业获得客户的途径较少，在价格无明显差异的

情况下，消费者跟愿意选择大企业的产品，导致很多小企业获客成本较高。一些

不良企业为了提高单位利润和获得更多客户，则会改变产品生产工序，通过生产

低质量产品来降低生产成本，例如：选择便宜幼苗、过量喷洒农药等，通过低成

本产品来低价获取更多客户。企业之所以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一方面是行业协

会监管效率低，难以查出企业违规行为，就算查出罚款较少也难以对他们形成约

束；另一方面，企业挺而走险生产低质量产品能够获得更多利润，哪怕交了罚款

也仍有利润空间。单凭处罚难以约束企业，因此，许多行业协会选择对企业进行

补贴，该补贴并不是现金补贴，而是行业协会通过自身影响，帮助企业获得帮多

销售渠道，当企业使用了这些渠道，再选择违规时，就会考虑到丧失渠道的成本，

进而能对企业产生一定的约束。

行业协会、消费者和企业三者之间的策略选择形成了一个博弈过程，他们之

间的策略选择和收益变量互相影响，通过学习对方的策略而给出自己的策略，通

过文字数据分析得出的三方博弈模型如图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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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三方博弈模型图

3.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构建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运作机制。首先，选取并介绍了相关

案例及数据获取渠道。其次，对获取的文字数据进行编码分析，得到副范畴和主

范畴。最后，通过确定核心范畴，梳理出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将主范畴和副

范畴进行串联。通过价值共创理论，将消费者引入到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过程

中，消费者参与能有效提高行业协会监管效率，减少监管成本，构建出品牌维护

三个主体和主体的策略选择，通过结合各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和收益变量，构建

三方博弈模型，为下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和算例仿真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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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费者、企业和行业协会间的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上一章对收集案例的文字数据进行分析，确定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

主体：消费者、企业和行业协会，消费者可选择的策略为投诉和不投诉；企业可

选择的策略为生产低质量产品和生产标准质量产品；行业协会可选择的策略为积

极监管和消极监管。本章通过利用文本分析得到的参与主体收益变量构建农产品

区域品牌维护的演化博弈模型，针对农产品交易市场中不良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

导致消费者降低对该区域品牌产品的质量和价格预期导致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中

的“柠檬市场”问题，分析系统演化平衡点和稳定性，并通过算例仿真来展示参

与主体博弈演化过程。

4.1模型设计与假设

4.1.1模型设计

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成功后需维护才能发挥其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作

为维护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工具，农产品区域品牌近年来发展势头迅速，中央鼓

励各县根据地域优势，发展区域品牌，以达到“一县一品牌”的农业繁荣景象。

然而，随着近年来区域品牌数量的增长，其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众

多农产品区域品牌中，能发挥带动作用的只有少数，多数区域品牌只能让当地几

家企业盈利。农产品区域品牌之所以难以蓬勃发展，很大原因是因其中一些企业

生产低质量产品，将低于品牌规范的产品推出市场，而消费者在购买到这些产品

后，对该品牌产品的质量感知就会降低，久而久之，消费者将愿意花费更少的钱

来购买该品牌的产品，这就使得原本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利润空间降低，甚至

使生产该品牌产品的企业无法再进行质量投入，只能统一降低产品质量，这就使

得该品牌产品失去了原本的优势，与市场上大多数该品类产品相比，质量甚至不

如其它普通产品，这就是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柠檬市场”

问题。“柠檬市场”问题是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疑难杂症”，其存在导致农产品

区域品牌失去了作用，企业挂不挂该品牌都不能再影响消费者的选择，甚至消费

者会因其以前的高价而避开选择该品牌的产品。

为解决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柠檬市场”问题，本文通过价值共创理论，

将消费者引入到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过程中，通过收集典型案例的文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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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字数据进行分析，将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主体确定为消费者、企业和行业

协会，并通过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演化博弈模型，进行模型

分析和计算，找到演化稳定策略，使各参与主体之间能够在“斗争”中“合作”，

以促进农产品区域品牌的长期发展。

4.1.2模型假设

为保障模型的准确性和实用性，本文所提出假设中所涉及的变量和参与主体

根据上一章文字数据分析而来。

假设 1：参与主体。本文根据文字数据分析结果，选取行业协会、企业和消

费者三方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过程的参与主体，且参与三方都是在有限理性下

进行策略选择的，三方参与主体都会不断学习另外两方的策略变化，从而改变自

身策略。

假设 2：策略选择。行业协会的策略空间为（积极监管 X1，消极监管 X2），

行业协会以 x的概率选择积极监管策略，以 1-x的概率选择消极监管策略，当行

业协会选择积极监管策略时，行业协会将会严格审查企业资质、把控企业生产过

程、积极回应和补偿消费者投诉，当行业协会消极监管时，行业协会单纯以短期

利益为主、对行业协会生产过程和质量把控不闻不问、对消费者的投诉不加以落

实；企业的策略空间为（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 Y1，生产低质量产品 Y2），企

业选择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概率为 y，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概率为 1-y；

消费者在购买到低质量产品后的策略空间为（投诉 Z1，不投诉 Z2），消费者会以

z的概率选择投诉，以 1-z 的概率选择不投诉，x、y、z∈[0,1]。

假设 3：对于企业。如果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则可以获得 R1的销售

额，此时企业需要进行质量投入成本为 C1，企业由于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将

会获得行业协会提供的渠道（行业协会与当地商超洽谈的结果）、媒体等补贴，

其价值总和为 R2（区域品牌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有驱动作用，行业协会属于政

府与企业之间的营利性组织，能够调动相关资源，假设此时行业协会需要付出的

成本为 0），在行业协会积极监管的情况下，若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则

能获得现金奖励 R3，由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辨识能力有限，对生产标准质量以

上产品的企业进行投诉，对企业造成的损失为 m1。如果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

则可以获得 R4的销售额，假设此时企业质量投入为 C2，面临被发现后的罚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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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R4（α为惩罚系数α∈[0,1]），此时，因为区域品牌名声受损，企业的销售量会

有所下降，损失为 m2。根据现实形况可知，R1+R2+R3-C1<R4-C2，m1<m2。

假设 4：对于消费者。如果消费者选择投诉，则需要付出 C3的成本（信息搜

寻费、材料证明费等），如果行业协会积极监管，则会获得赔偿和奖励总计为 r，

如果消费者选择不投诉，则不能得到任何赔偿和奖励。

假设 5：对于行业协会。行业协会积极监管的成本为 C4，为了保障模型的简

洁性，假设行业协会消极监管的成本为 0。为使得消费者能更好辨识产品，当行

业协会进行积极监管时会投入 C5的消费者教育成本（包装设计、防伪标识、视

频制作与推广），此时假设消费者购买到标准质量以上产品时，投诉成本 C3和

对企业的影响 m1变小。当行业协会积极监管时，昭示着该品牌认真负责的态度，

该区域品牌则会得到良好的发展，此时行业协会得到的会费收益为 B1，若行业

协会消极监管，该区域品牌则会因名誉损失而导致总体利润降低，此时行业协会

的会费收益为 B2。根据现实情况可知 B1>B2。

以上假设参数及含义见表 4.1：

表 4.1 参数及内涵

参数 内涵 参数 内涵

x 行业协会积极监管概率 C3 消费者投诉成本

y
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

品概率
C4 行业协会积极监管成本

z 消费者投诉概率 C5 消费者教育成本

R1

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

品销售额
m1 消费者错误投诉对企业造成的损失

R2

行业协会对企业提供的渠

道、媒体等补贴
m2 消费者正确投诉对企业造成的损失

R3

行业协会对企业生产标准

质量以上产品的奖励
r 消费者得到的补偿和奖励的总和

R4

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的销

售额
α 惩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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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内涵 参数 内涵

C1

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

品的投入
B1 行业协会积极监管下的会费收益

C2 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投入 B2 行业协会消极监管下的会费收益

4.2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4.2.1支付矩阵构建

基于以上假设可得出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支付矩阵如表

4.2所示：

表 4.2 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支付矩阵

策略组合 行业协会收益 企业收益 消费者收益

（X1，Y1，Z1） B1-C4-R3-C5 R1+R2+R3-C1-m1 -M1-C3

（X1，Y2，Z1） B1-C4+αR4-r-C5 R4-αR4-C2-m2 r-M2-C3

（X1，Y1，Z2） B1-C4-R3-C5 R1+R2+R3-C1 -M1

（X1，Y2，Z2） B1-C4+αR4-C5 R4-αR4-C2 -M2

（X2，Y1，Z1） B2 R1+R2-C1-m1 -M1-C3

（X2，Y2，Z1） B2 R4+R2-C2-m2 -M2-C3

（X2，Y1，Z2） B1 R1+R2-C1 -M1

（X2，Y2，Z2） B2 R4+R2-C2 -M2

4.2.2复制动态方程构建

4.2.2.1行业协会复制动态方程

设行业协会在“积极监管”下的期望收益为 Ux1，在“消极监管”下的期望

收益为 Ux2，平均收益为 Ux：

行业协会选择积极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

Ux1=yz(B1-C4-R3-C5)+z(1-y)(B1-C4+αR4-r-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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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z)(B1-C4-R3-C5)+(1-y)(1-z)(B1-C4+αR4-C5)

行业协会选择消极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

Ux2=yzB2+z(1-y)B2+y(1-z)B2+(1-y)(1-z)B2

行业协会的平均收益：

Ux=xUx1+(1-x)Ux2

行业协会复制动态方程：

F(x) =dx/dt=x(1-x)(Ux-U1-x)=x(x-1)(B2-B1+C4+C5-αR4+yR3+zr+yαR4-yzr)

4.2.2.2企业复制动态方程

设企业在“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下的期望收益为 Uy1，在“生产低质量

产品”下的期望收益为 Uy2，平均收益为 Uy：

企业选择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策略的期望收益：

Uy1=xz(R1+R2+R3-C1-m1)+x(1-z)(R1+R2+R3-C1)+z(1-x)(R1+R2-C1-m1)+

(1-x)(1-z)(R1+R2-C1)

企业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策略的期望收益：

Uy2=xz(R4-αR4-C2-m2)+x(1-z)(R4-αR4-C2)+z(1-x)(R4+R2-C2-m2)+

(1-x)(1-z)(R4+R2-C2)

企业的平均收益：

Uy=yUy1+(1-y)Uy2

企业复制动态方程：

F(y) =dy/dt=y(1-y)(Uy-U1-y)=y(1-y)(C2-C1+R1-R4+xR2+xR3-zm1+zm2+xαR4)

4.2.2.3消费者复制动态方程

设消费者在“投诉”策略下的期望收益为 Uz1，在“不投诉”策略下的期望

收益为 Uz2，平均收益为 Uz：

消费者选择投诉策略的期望收益：

Uz1=xy(-M1-C3)+x(1-y)(r-M2-C3)+y(1-x)(-M1-C3)+

(1-x)(1-y)(-M2-C3)

消费者选择不投诉策略的期望收益：

Uz2=xy(-M1)+x(1-y)(-M2)+y(1-x)(-M1)+

(1-x)(1-y)(-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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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平均收益：

Uz=zUz1+(1-z)Uz2

企业复制动态方程：

F(z) =dz/dt=z(1-z)(Uz-U1-z)=z(z-1)(C3-xr+xyr)

4.3三方演化博弈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4.3.1均衡点求解

为求演化博弈均衡点，联立三方博弈主体复制动态方程可得出三维动力系统

如下：

F(x) = x(x − 1)(B2 − B1 + C4 + C5 − αR4 + yR3 + zr + yαR4 − yzr)
F(y) = y(1 − y)(C2 − C1 + R1 − R4 + xR2 + xR3 − zm1 + zm2 + xαR4)
F(z) = z(z − 1)(C3 − xr + xyr)

令 F(x)、F(y)和 F(z) 都等于 0，得到 8个可能为演化稳定策略的均衡点 E1

（0，0，0）、E2（0，1，0）、E3（1，0，0）、E4（0，1，1）、E5（1，1，0）、

E6（1，0，1）、E7（0，0，1）、E8（1，1，1）根据李雅普诺夫判稳第一法则

可知：雅可比矩阵的所有特征跟均为零是局部均衡点演化稳定策略的充要条件；

如果系统矩阵的特征值中有正且有负，则该均衡点为鞍点；如果雅可比矩阵的所

有特征值均为正，则该均衡点为不稳定点；若雅可比矩阵中，有特征根为零，且

有特征根为负，则该点不能判定[100]。

根据 Friedman[101]提出的非线性矩阵数值计算方法，构建三方演化博弈的雅

可比矩阵如下：

Jacobian(J)=

�F(x)
��

�F(x)
��

�F(x)
��

�F(y)
��

�F(y)
��

�F(y)
��

�F(z)
��

�F(z)
��

�F(z)
��

=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a11=(2x - 1)(B2 - B1 + C4 + C5 - αR4 + yR3 + rz + yαR4 - ryz)
a12=x(x - 1)(R3 + αR4 - rz)
a13=-rx(x - 1)(y - 1)
a21=-y(y - 1)(R2 + R3 + αR4)
a22=-(2y - 1)(C2 - C1 + R1 - R4 + xR2 + xR3 - zm1 + zm2 + xαR4)
a23=y(m1 - m2)(y - 1)
a31=rz(y - 1)(z - 1)
a32=rxz(z - 1)
a33=(2z - 1)(C3 - rx + r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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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所得 8个可能是演化稳定策略的均衡点代入雅可比矩阵 J 中，得到该

博弈均衡点的特征值，如表 4.3所示：

表 4.3 三方演化博弈均衡点及特征值表达式

均衡点 特征值λ1 特征值λ2 特征值λ3

E1（0，0，0） B1 - B2 + αR4 - C5 - C4 C2 - C1 + R1 - R4 -C3

E2（0，1，0） B1 - B2 - C4 - C5 - R3 C1 - C2 - R1 + R4 -C3

E3（1，0，0） B2 - B1 + C4 + C5 - αR4

C2 - C1 + R1 + R2 + R3 - R4 +

αR4

r - C3

E4（0，1，1） B1 - B2 - C4 - C5 - R3 C1 - C2 - R1 + R4 + m1 - m2 C3

E5（1，1，0） B2 - B1 + C4 + C5 + R3

C1 - C2 - R1 - R2 - R3 + R4 -

αR4

-C3

E6（1，0，1） B2 - B1 + C4 + C5 + r - αR4

C2 - C1 + R1 + R2 + R3 - R4 -

m1 + m2 + αR4

C3 - r

E7（0，0，1） B1 - B2+ αR4 - C5 - r - C4 C2 - C1 + R1 - R4 - m1 + m2 C3

E8（1，1，1） B2 - B1 + C4 + C5 + R3

C1 - C2 - R1 - R2 - R3 + R4 +

m1 - m2 - αR4

C3

4.3.2均衡点稳定性仿真分析

由李雅普诺夫判稳第一法则可知，当均衡点所对应的三个特征根λ1、λ2、λ3

都小于零时，该均衡点为演化稳定策略。在均衡点 E4、E7、E8中，所对应的特

征根λ3=C3>0，因此 E4、E7、E8都为不稳定点。现实中，行业协会监管以及监管

费用中所付出费用的总和，即 C4+C5+r应小于对违规企业的处罚，这样才能使得

行业协会持续对企业进行监管，持续维护区域品牌，因此 C4+C5+r< αR4，且由假

设 5可知 B1>B2，因此 E1所对应的特征根λ1>0，即 E1为不稳定点。企业生产低

质量产品不仅成本低，且能低价获取更多客户，因此在不考虑外界因素情况下，

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的利润肯定高于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利润高，即

R4-C2>R1-C1，即 E2所对应的特征值λ2>0，E2为不稳定点。E3、E5、E6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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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分类讨论。

对于均衡点 E3和 E6。E3和 E6不同时是演化稳定策略，C2 - C1 + R1 + R2 + R3

- R4 + αR4和 C2 - C1 + R1 + R2 + R3 - R4 - m1 + m2 + αR4是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且

行业协会积极监管情况下，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处罚减去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所多

出来的那部分利润，前者为消费者不投诉，后者为消费者投诉。若惩罚力度较小，

即αR4<C2 - C1 + R1 + R2 + R3 - R4 - m1 + m2 则 y=0 为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若奖

励力度过小，即 r<C3，则不投诉为消费者的演化稳定策略，即 E3为三方演化博

弈的演化稳定策略，否则，E6为演化稳定策略。

对于均衡点 E5。E5不同时是演化稳定策略，B1-B2是行业协会积极监管和行

业协会消极监管所收取会费的差，也是两种策略下，行业协会直接收益的差额。

C4 + C5 + R3为行业协会积极监管所付出的代价，即行业协会监管成本、消费者

教育和对生产高质量产品企业的奖励的总和。当 B2 - B1 + C4 + C5 + R3<0时，即

行业协会监管成本较低，多收取的会费足够支撑行业协会积极监管的情况下，

E5为演化稳定策略。见表 4.4。

表 4.4 三方演化博弈均衡点稳定性

均衡点 特征值λ1 特征值λ2 特征值λ3 稳定性

E1（0，0，0） + + - 不稳定

E2（0，1，0） * + - 不稳定

E3（1，0，0） * * * 讨论

E4（0，1，1） * - + 不稳定

E5（1，1，0） * - - 讨论

E6（1，0，1） * * * 讨论

E7（0，0，1） * + + 不稳定

E8（1，1，1） * - + 不稳定

（注：“+”表示特征根为正，“-”表示特征根为负，“*”表示特征根正负需讨论）

为进一步讨论均衡点稳定性，且能直观展现出演化稳定策略的结果，本文运

用 Matlab2016b 对模型进行算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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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1：当 E3或 E6为演化稳定策略时。若对于消费者的奖励加上补偿 r 大于

消费者投诉过程中花费的总成本，则消费者积极投诉，此时均衡点 E3为博弈三

方的演化稳定策略；若对于消费者的奖励加上补偿 r 小于消费者投诉过程中花费

的总成本，则消费者投诉只会让自身受损增加，此时不一定是因为对消费者的补

偿减小了，更可能是行业协会投入消费者教育的成本 C5减小导致的消费者投诉

成本增加，此时均衡点 E6为博弈三方的演化稳定策略。针对以上两种情况，设

置分别满足 E3（情形 1）和 E6（情形 2）的两组初始值，进行算例仿真。情形 1：

C1=5，C2=1，C3=0.4，C4=2，C5=0.3，R1=8，R2=0.5，R3=0.5，R4=15，m1=0.5，

m2=2，r=0.3，α=0.2，B1=20，B2=10；情形 2：C1=5， C2=1，C3=0.05，C4=1，

C5=0.5，R1=8，R2=0.5，R3=0.5，R4=15，m1=0.5，m2=2，r=0.3，α=0.2，B1=20，

B2=10。针对情形 1和情形 2的两种赋值，对博弈模型进行算例仿真如图 4.1和

4.2所示：

图 4.1 情形 1博弈三方演化过程 图 4.2 情形 2博弈三方演化过程

从图 4.1和 4.2可以看出均衡点 E3和 E6的演化过程，对于消费者，由于消

费者购买到低质量产品所获得的收益和成本不同，上图中 z 轴朝着两个方向演化，

当 r-C3<0时，消费者的策略 z 向着 z=0的方向演化，此时，消费者因投诉成本过

高，或因奖励太小，在购买到低质量产品后选择沉默，不进行投诉，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行业协会应加大消费者教育投诉或加大对消费者的奖励。对于行业协会

和企业，情形 1和情形 2两种情形下，行业协会总是以不同速度向着 x=1演化，

而企业则向着 y=0演化，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违规过高，抱

着行业协会消极监管不能查处企业违规行为，导致其他企业模仿生产低质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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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行为，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得消费者对该品牌失去信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行业协会一方面应加大对行业协会的处罚力度，使得生产低

质量产品的企业违规成本变高；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应加大对消费者教育的投入，

降低消费者成本，促使消费者投入，使得企业朝着生产低质量产品的速度降低，

也就是在现实中减少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企业对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的

模仿。

讨论 2：当 E5为演化稳定策略时。当 B2与 B1的差值足够大时，即行业协会

积极监管所以区域品牌带来的效果非常好，使得行业协会收取更多会费，使得

B1-B2>C4 + C5 + R3，此时博弈三方策略选择收敛到点 E5（1，1，0）（情形 3）。

根据 E5（1，1，0）为演化稳定策略给参数赋值，令 C1=5，C2=2，C3=0.05，C4=1，

C5=1，R1=10，R2=1，R3=0.5，R4=12，m1=0.5，m2=2，r=0.3，α=0.3，B1=20，

B2=10。针对情形 3赋值，对博弈模型进行算例仿真如图 4.3所示：

图 4.3 情形 3博弈三方演化过程

从图 4.3可以看出，在情形 3的参数赋值条件下，博弈三方演化轨迹朝着 E5

走去。对于行业协会，在此条件下，行业协会若消极监管，虽然不用付出监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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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消费者教育成本和对企业的补贴，但所获得的会费也因自身的不作为和区域

品牌维护不当而减少，而行业协会若积极监管，则昭示着该品牌严谨的发展态度，

使得更多消费者信赖该品牌和更多企业加入该品牌的生产活动中，因此，行业协

会朝着 x=1的方向演化。对于企业，企业若生产低质量产品，则不仅无法获得行

业协会的各种补贴和奖励，同时也将面临着高额的处罚，在充分学习行业协会的

策略之后，企业逐渐选择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企业策略朝着 y=1的方向演化。

对于消费者，在博弈之处，企业由于不了解行业协会的策略选择，会选择生产低

质量产品，消费者通过举报不仅能得到补偿，还能得到一定的奖励，而随着博弈

三方互相学习对方策略，企业策略朝着 y=1的方向演化，此时消费者若再投诉，

则不仅获得不了补偿和奖励，还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因此，消费者通过学习其

他两方策略的变化，逐渐选择不投诉，消费者策略选择朝着 z=0的方向演化。

4.4参数灵敏度仿真分析

上文通过对参数关系进行讨论，并代入参数用 Matlab 进行算例仿真，分析

出了不同情境下，博弈三方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了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维护提出

可行性策略，本文将通过改变重要参数的值，来观察博弈三方策略选择的演化过

程，分析各参数对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并解释其内在原因。参考上文对初

始参数进行赋值，令 C1=5，C2=2，C3=0.05，C4=1，C5=1，R1=10，R2=1，R3=0.5，

R4=12，m1=0.5，m2=2，r=0.3，α=0.3，B1=20，B2=10。为避免初始策略不同

导致的演化轨迹差异，对博弈三方策略选择的初始赋值都为 0.5。

4.4.1惩罚系数对三方策略选择影响

取α值为 0.1、0.5、0.8分别表中低、中、高三种不同的惩罚力度，博弈三方

在不同惩罚力度下的策略选择演化过程如图 4.4、 4.5 和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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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α变化下行业协会策略演化轨迹 图 4-5 α变化下企业策略演化轨迹

图 4.6 α变化下消费者策略演化轨迹

对于行业协会策略变化。从图 4.4可以看出，随着惩罚力度的增大，行业也

将越快演变为选择积极监管策略，但惩罚力度的增大对行业协会策略选择变化的

影响不明显，在低、中、高三种惩罚力度下，行业协会策略选择演化轨迹的斜率

相近。其原因为在此赋值条件下，企业策略选择会逐渐收敛于生产标准质量以上

产品的策略，从而导致不同惩罚力度下行业协会对企业的罚款数量差异不大。

对于企业策略选择变化。在低惩罚力度下，企业会冒着风险选择生产低质量

产品，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可以看出，低惩罚力度无法对企业形成约束，

企业在不断学习行业协会策略后，最终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在中、高惩罚力度

下，企业以不同速度演化到、为选择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策略，这是因为高

惩罚力度导致行业协会更快演化为积极监管，而企业在面临“高压监管”下，还

要面临高额处罚，最终对企业形成有效的约束。

对于消费者策略选择变化。从第三章文本分析可以看出，行业协会对企业的

罚金大多要用到品牌建设中，而对于消费者投诉的奖励，则与惩罚力度本身无关，

但惩罚力度影响了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决策，消费者通过不断学习行业协会和企业

策略选择来进行决策，因此惩罚力度对消费者策略选择的影响是间接的。在低惩

罚力度下，消费者策略选择趋于不稳定，但总体更倾向于选择投诉。在中、高惩

罚力度下，消费者策略演化轨迹完全一致，为了更清晰地展现演化轨迹，在图

4-6中将中惩罚力度下消费者的初始策略定为 0.8，可以清楚的看到，中、高惩罚

力度下，消费者策略选择演化轨迹先趋于重合，再趋于选择不投诉，这是由于消

费者所获得的奖励与惩罚力度无关，与现实情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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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补贴力度对三方策略选择影响

行业协会对企业的补贴分为两种，一种是行业协会提供的渠道（行业协会与

当地商超洽谈的结果）、媒体等帮助，其价值总和为 R2，另一种是行业协会给

企业的现金奖励 R3。设（R2，R3）的值为（0.5，0.2）、（1，0.5）、（3，1）分

别代表低、中、高三种补贴。R2和 R3对行业协会和企业有直接影响，为了更精

准的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提出策略，将（R2，R3）=（3，1）设为参照线，将

（R2，R3）=（2，2）、（R2，R3）=（1，3）分别设为“对比线 1”和“对比线 2”，

观察 R2和 R3分别对行业协会和企业策略选择的不同影响力度。代入不同奖励系

数的博弈三方策略选择轨迹如图 4.7、4.8和 4.9所示：

图 4.7 R2、R3变化下行业协会策略演化轨迹 图 4.8 R2、R3变化下企业策略演化轨迹

图 4.9 R2、R3变化下消费者策略演化轨迹

对于行业协会策略变化。从图 4.7可以看出，低补贴下，行业协会较快的演

化为积极监管策略，随着补贴力度增大，行业协会演化为积极监管的策略越慢。

在行业协会高额补贴下，监管需要付出更多成本，且企业通过不断学习行业协会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价值共创视角下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演化博弈研究

52

策略，更多的选择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策略，从而使得行业协会积极监管需要

付出的成本更大，而对生产低质量产品企业的处罚更小，因此，行业协会演化为

积极监管策略的速度与补贴力度呈负相关。“参照线”和“对比线 1”、“对比

线 2”是在补贴力度不变的情况下，分别改变 R2、R3的占比，“参照线”R2的占

比高，“对比线 2”R3的占比高。“参照线”演化为积极监管的速率最快，“对

比线 2”演化为积极监管的速率最慢，可以得知，R3对行业协会积极监管策略选

择的影响大于 R2。现实原因在于，行业协会通过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通过创

新管理模式；通过与当地乡村振兴政策相呼应，便能提高 R2，而 R3则是行业协

会积极监管时，通过对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企业的奖励来刺激其他企业规范生

产标准、提高产品质量，需要行业协会付出较多成本，因此通过增大 R3来增大

补贴力度会抑制行业协会监管的积极性。

对于企业策略选择变化。从图 4.8可以看出，在低补贴力度下，企业生产标

准质量以上产品的收益较低，且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的违规成本较低，因此，企

业先朝着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方向演化，而随着企业学习行业协会策略，面临较高

惩罚下，缓慢向着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方向演化，可以看出，低补贴在现实

中将导致大量企业降低生产标准。在中、高补贴下，企业以不同速度直接朝着积

极监管方向演化，高补贴力度的演化速度更快，可知，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

品策略选择的概率与补贴力度呈正相关。为了探究 R2、R3对企业不同的影响力

度，在图 4.8中也设置 R2、R3占比不同的“参照线”和“对比线 1”、“对比线

2”。结果显示“参照线”和“对比线 1”、“对比线 2”相重合，即“参照线”

和“对比线 1”、“对比线 2”的演化速度完全相同，即 R2、R3对企业选择生产

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策略的影响力度完全相同。

对于消费者策略选择变化。从图 4.9可以看出，R2、R3对消费者策略选择无

直接影响。在低补贴下，消费者策略受到行业协会、企业策略变化的影响，趋于

震荡。在中高补贴下，消费者策略选择演化轨迹接近，但在中补贴力度下，消费

者以更慢的速度演化到不投诉，而高补贴力度下，消费者以更快的速度演化为选

择不投诉策略。由此可知，行业协会对企业补贴能间接影响到消费者策略的选择，

当补贴力度过小时，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概率就会变高，行业协会选择积极监

管的概率也会提高，就会导致消费者更选择投诉获得的收益最大，消费者在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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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投诉的策略更大。而在中高补贴力度下，企业快速演化为生产标准质量以上

产品策略，而行业协会的监管也会因需要付出高额补贴而懈怠，此时消费者则会

快速演化为不投诉策略，且补贴力度越大，消费者演化为不投诉的速度越快。

4.4.3消费者教育投入对三方策略选择影响

消费者教育投入能让消费者精准把控产品质量，识别高质量产品，让消费者

投诉有效且高效，这对企业策略选择有一定震慑作用。为了验证行业协会进行消

费者教育对企业和消费者策略选择的影响，将 C5设为变动参数，由于行业协会

进行消费者教育一定选择积极监管策略，因此 y=1。由假设 5可知，当行业协会

进行消费者教育投入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消费者投诉成本（减少鉴定成本、

明确投诉渠道等），因此当 C5增大时，C3减小。当行业协会投入较高消费者教

育成本，使得消费者能够识别产品质量，则在购买到标准质量以上产品时，消费

者投诉概率降低，即无法识别产品质量而进行投诉造成的区域品牌损失 m1降低，

因此，m1随着 C5的增大而减小。

综上所述，设 C5=（0.2，1，2）、C3=（0.15，0.05，0.02）、m1=（2.5， 0.5,，

0.2），其中 C5、C3、m1的值一一对应，组成三组参数，分别对应低、中、高

三种消费者教育投入。代入不同消费者教育投入，企业和消费者策略选择演化轨

迹如图 4.10和 4.11所示：

图 4.10 C5变化下企业策略演化轨迹 图 4.11 C5变化下消费者策略演化轨迹

对于企业策略选择变化。从图 4.10可以看出，当消费者教育投入 C5=0.2时，

消费者投诉的成本将会增大，此时消费者因不能准确识别产品质量，造成投诉不

当（投诉渠道不当、投诉不该投诉的产品），从而使得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被

投诉时的损失 m1增大，此时企业演化为生产低质量产品策略。当 C5=1 和 C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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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企业都演化为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策略，且当 C5=2时，企业演化为生

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速度更快。由于 C5与 C3和 m1呈负相关，因此 x 与 C5呈

正相关，与 C3和 m1呈正相关，现实原因为：当行业协会对消费者教育投入增大

时，消费者投诉成本降低，则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消费者因投

诉不当对企业造成的损失会减小，则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成本随之降低。

对于消费者策略选择变化。从图 4.11可以看出，当 C5=0.2时，消费者策略

选择朝着 z=1演化，即此时消费者更倾向于投诉。当 C5=1和 C5=2时，消费者投

诉成本降低，消费者反而朝着 z=0方向演化，C5=1时消费者朝着不投诉策略演化

的速度比 C5=2时快。由此可知，消费者选择投诉策略的概率不一定投诉成本有

关，即使投诉成本低，但企业此时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则消费者投诉后不能

得到任何回报，因此，消费者策略选择演化的三条线可以解释为：若行业协会进

行消费者教育成本 C5过小，企业更倾向于生产低质量产品，此时消费者则会对

其进行投诉，且能得到 r 的补偿和奖励；当消费者教育成本达到一定量，企业则

会选择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此时消费者能够识别出产品质量变化，则会选择

不投诉，且在 C5足够大到让企业选择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时，C5越大，消费

者演化为不投诉的速度越慢，这说明当 C5达到能够让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

品的临界点后，消费者投诉的概率 z与投诉成本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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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过程中行业协会、企业

和消费者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参数变化对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从

而为解决农产品区域品牌运营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柠檬市场”问题提

出建议。首先，通过文本分析法对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编码分析，确定农产品

区域品牌维护过程中的主要参与主体和参与主体的收益变量。其次，运用演化博

弈方法，对通过文本分析法得出的三方参与主体的策略和收益变量进行参数设定，

并构建动态博弈模型。最后，通过对动态博弈模型进行求解和仿真，探讨不同场

景下博弈三方的演化稳定策略和参数对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本文得出主要结论

如下：

（1）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主要参与主体为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本

文通过收集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相关文字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文字数据

进行编码分析，确定了参与主体。参与主体之间的策略选择是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的，各参与主体会通过不断学习相邻参与主体的策略而改变自身策略，从而达

到自身效益最大化，因此，在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过程中，要考虑到各参与主体

的策略选择的系统性，要考虑各参数之间“此消彼长”的相互关联。

（2）惩罚力度是影响企业是否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的重要因素。行业

协会对的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进行惩罚是企业违规的主要成本，当行业协会提

高惩罚系数α，意味着企业违规将面临着高额处罚，且高惩罚系数α下，行业协

会监管概率提高，综合违规成本和被查处的概率，企业策略则会向着生产标准质

量以上产品演化。当惩罚系数α过低时，行业协会监管需要付出固定成本，但通

过查处违规企业的罚款减少，则行业协会积极监管的概率减小，企业通过学习行

业协会策略选择，会在低惩罚系数α下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来获得短期快速收

益。

（3）行业协会对企业的补贴力度对行业协会和企业有重要影响。行业协会

对企业的补贴分为 R2和 R3，其区别为 R3需要行业协会付出现金成本，而 R2则只

需行业协会进行协调。通过对 R2、R3进行不同大小赋值和设置参照线、对比线

得出结论：高补贴会抑制行业协会监管的积极性，且 R3对行业协会的影响更大，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价值共创视角下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演化博弈研究

56

原因在于当行业协会增大补贴力度时，需要付出较大成本，且企业违规概率随着

补贴力度的增大而减小，行业协会越是积极监管，需要付出的成本则越大；高额

补贴会促进企业选择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且 R2、R3对企业的影响力度相等。

（4）行业协会进行消费者教育投入对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有促进作

用，对消费者投诉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对于企业，当消费者教育成本 C5过低，

则消费者投诉成本 C3提高、消费者错误投诉所造成的损失 m1增大，此时企业违

规成本降低且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收益减少，则企业会演化为生产低质量产

品策略。当消费者教育成本提高到企业策略选择向着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演化

时，消费者教育投入越大，企业违规概率越低；对于消费者，行业协会进行消费

者教育的投入具有两面性，当消费者教育成本过低时，消费者投诉成本增大，且

消费者错误投诉的概率也随之增大，可知，过低的消费者教育投入会抑制消费投

诉的积极性。当消费者教育投入足够大时，消费者投诉的积极性与消费者教育成

本呈反比，原因为，当消费者教育成本过大，企业由于受到惩罚震慑和生产标准

质量以上产品的收益增加，企业会更大概率选择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而随着

企业违规概率降低，消费者投诉获得的收益 r将会减小，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

费者投诉的积极性。因此，行业协会进行消费者教育的投入不是越高越好，过高

的消费者教育投入会增加行业积极监管的成本，抑制行业协会监管的积极性，也

会对消费者投诉积极性造成反向影响，不能作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长久机制。

5.2 对策建议

对农产品区域品牌运营过程的监管，是行业协会主导下，消费者和企业参与

的“柠檬市场”问题综合治理机制。在此机制下，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重视质量问题，使得品牌能够长久发展，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重视参与主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加强品牌维护的系统性。行业

协会作为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的主导者，在维护过程中，应考虑消费者加入对企

业策略选择的影响。行业协会对企业单独监管的成本高、效率低，不利于品牌的

发展，而消费者加入能够让企业更大概率选择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策略，且消

费者举报能够让行业协会进行精准监管，降低行业协会监管成本，有利于行业协

会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持续维护。

（2）提高惩罚力度，震慑违规企业。惩罚力度不仅是对生产低质量产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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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一种惩罚，更能对生产该品牌产品的企业起到震慑最用，通过提高惩罚力度

能够让行业协会监管总成本降低，提高行业协会监管积极性，从而使得消费者在

投诉违规企业时，更够拿到补偿和奖励，提高消费者投诉的积极性，通过行业协

会积极监管和消费者投诉的双重作用，使得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更大概率被处

罚，从而对其他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得企业不得不提高产品质量。

（3）优化补贴结构，促进行业协会监管积极性。行业协会对企业的补贴由

R2和 R3组成，当行业协会对企业补贴力度越大，行业协会监管的积极性越低，

这是由于当补贴过大，导致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概率也就越大，使得行

业协会无法用对企业的罚款来抵消补贴支出导致的。由结论可知，R3对行业协

会监管积极性的负面影响大于 R3，且 R2、R3对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完全一样，

因此行业协会在在品牌运营过程中，应积极与本地乡村振兴机构合作，充分发挥

区域品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带动作用，解决更多就业、造就更多产业，从而获

得更多的媒体、超市等机构的支持，增加 R2，保持 R3在合理范围内，使得补贴

总量得以增加，降低行业协会监管成本，调动行业协会监管积极性和企业提高产

品质量的积极性。

（4）增加消费者教育投入，控制价值共创过程。消费者加入农产品区域品

牌维护的过程中，对品牌价值的创造具有积极作用，消费者的加入能够促进企业

选择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但由于消费者知识有限，往往会因为错误识别产品

质量而造成错误投诉，对品牌造成消极影响，使得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利润都降低。

而行业协会增加消费者教育的投入，一方面，能够降低消费者投诉成本，使得消

费者投诉概率更大，迫使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增加消费者教育投入能

够减少消费者的错误投诉，使得企业生产标准质量以上产品的利润率增大，从而

使得农产品区域品牌能够长期发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行业协会可以从包

装设计、视频和文案宣传等方面来提高消费者辨别产品质量的能力，包装设计和

视频文案宣传既能加大品牌的传播力度，起到宣传作用，又能让消费者对产品有

新的认识，起到该投诉的时候投诉，不该投诉的时候不投诉的作用。

5.3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文在资料收集、模型构建与解析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未来进行补

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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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文通过对文字数据进行分析，选择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维护中最为重

要的三个参与主体：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但现实中，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维

护的影响不止于这三个主体，政府、农户等都对品牌具有一定影响，因此，在后

续研究中，可以考虑其它主体对品牌维护的影响。

第二，本文算例仿真所使用的数据是在参考现实情况下，同比例缩小所设定

的，与现实情况相似，但不能全面反映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在后续研究中，可

以针对一个案例，从参数设定和赋值都采用一个案例的现实情况，从而使得研究

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第三，现有成熟的大数据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做更加精准的文本分析，使得相

关变量更加准确，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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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仿真代码

function dydt=jiuye(t,y,C1,C2,C3,C4,C5,R1,R2,R3,R4,m1,m2,r,a,B1,B2)
dydt=zeros(3,1);
dydt(1)=y(1)*(y(1)-1)*(B2-B1+C4+C5-R4*a+R3*y(2)+r*y(3)+R4*a*y(2)-r*y(2)*y(
1));
dydt(2)=y(2)*(1-y(2))*(C2-C1+R1-R4+y(1)*R2+y(1)*R3-y(3)*m1+y(3)*m2+y(1)*a
*R4);
dydt(3)=y(3)*(y(3)*-1)*(C3-y(1)*r+y(1)*y(2)*r);
end

计算

clc,clear;
syms x y z C1 C2 C3 C4 C5 R1 R2 R3 R4 B1 B2 M1 M2 m1 m2 r a ;
Ex1
=y*z*(B1-C4-R3-C5)+z*(1-y)*(B1-C4+a*R4-r-C5)+y*(1-z)*(B1-C4-R3-C5)+(1-y)*
(1-z)*(B1-C4+a*R4-C5);
Ex2 =y*z*B2+z*(1-y)*B2+y*(1-z)*B2+(1-y)*(1-z)*B2;
result1 = simplify(Ex1-Ex2);

Ey1 =
x*z*(R1+R2+R3-C1-m1)+x*(1-z)*(R1+R2+R3-C1)+z*(1-x)*(R1+R2-C1-m1)+(1-x)
*(1-z)*(R1+R2-C1);
Ey2 =
x*z*(R4-a*R4-C2-m2)+x*(1-z)*(R4-a*R4-C2)+z*(1-x)*(R4+R2-C2-m2)+(1-x)*(1-z)
*(R4+R2-C2);
result2 = simplify(Ey1-Ey2);

%消费者 3
Ez1 = x*y*(-M1-C3)+x*(1-y)*(r-M2-C3)+y*(1-x)*(-M1-C3)+(1-x)*(1-y)*(-M2-C3);
Ez2 = x*y*(-M1)+x*(1-y)*(-M2)+y*(1-x)*(-M1)+(1-x)*(1-y)*(-M2);
result3 = simplify(Ez1-Ez2);
Fx = x*(1-x)*result1
Fy = y*(1-y)*result2
Fz = z*(1-z)*result3
disp(['雅克比矩阵'])
A = [simplify(diff(Fx,x)) simplify(diff(Fx,y)) simplify(diff(Fx,z));

simplify(diff(Fy,x)) simplify(diff(Fy,y)) simplify(diff(Fy,z));
simplify(diff(Fz,x)) simplify(diff(Fz,y)) simplify(diff(Fz,z))]

equ = [Fx==0, Fy==0, F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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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solve(equ,[x,y,z]);
disp(['均衡点']);A1=[answ.x, answ.y,answ.z]
disp(['均衡点个数为']);length(answ.x)
for j=1:length(answ.x)

disp(['第' num2str(j) '轮']);
JHD=A1(j,:)
B = subs(A,[x,y,z],[A1(j,1),A1(j,2),A1(j,3)])
eig(B);

end

仿真（灵敏度分析）

clc;clear;
figure(1)
C1=5,C2=2,C3=0.05,C4=1,C5=1,R1=10,R2=1,R3=0.5,R4=12,m1=0.5,m2=2,r=

0.3,a=0.3,B1=20,B2=10;
for C5=0.2,C3=0.15,m1=2.5
[t,y]=ode45(@(t,y)jiuye(t,y,C1,C2,C3,C4,C5,R1,R2,R3,R4,m1,m2,r,a,B1,B2),[0

50],[0.5 0.5 0.5]);
plot(t,y(:,1),'k--','lineWidth',1);
hold on
end
for C5=3,C3=0.05,m1=0.5
[t,y]=ode45(@(t,y)jiuye(t,y,C1,C2,C3,C4,C5,R1,R2,R3,R4,m1,m2,r,a,B1,B2),[0

50],[0.5 0.5 0.5]);
plot(t,y(:,1),'k.','lineWidth',1);
hold on
end
for C5=5,C3=0.02,m1=0.2
[t,y]=ode45(@(t,y)jiuye(t,y,C1,C2,C3,C4,C5,R1,R2,R3,R4,m1,m2,r,a,B1,B2),[0

50],[0.5 0.5 0.5]);
plot(t,y(:,1),'k','lineWidth',1);
hold on
end
axis([0 1 0 1])
set(gca,'XTick',[0:0.1:1],'YTick',[0:0.1:1] )]
xlabel('$t$', 'interpreter','latex');
ylabel('某某策略选择','interpreter','latex');
grid on
legend('R2=0.5,R3=0.2', 'R2=1,R3=0.5 ', 'R2=3,R3=1（参照线） ');
hol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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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是结束，更是开始。在兰州财经大学的三年学习生涯已接近尾声，我们相识

于 21年秋季，终将离别于 24年夏季，各自奔赴向未来。在写硕士论文过程中，

记忆总是回到刚入学的场景，有师兄师姐在校园里帮忙拿行李、有老师们在等着

新生报到、有后来的双选会......，纵有万般不舍，也需为这三年画上句号。感谢

这三年来老师、家人和朋友的陪伴和付出。

万般有幸，能当林艳老师的学生。刚入学，带着对未来三年的迷茫，后来，

我进入了林艳老师师门，好像孩子找到了家门，终于有了依靠。这三年，林艳老

师在学习和生活上给我提供极大的帮助。在学习上，林艳老师治学严谨、善于创

新，从入学开始，林老师给我安排了系统的学习方式，使我对研究生生涯有了清

晰的规划，每次我把写完的论文发给林老师，林老师都会在第二天早上五点多起

来，一字一句的给我改，使我在学习方式上终身受益。在生活上，林老师总是怕

我吃不饱，红烧肉、肉饼和冬至满满一大锅的饺子，都充满了林老师对我无微不

至的关怀。万分荣幸，遇此良师，希望林老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生我不易，养我艰辛，感恩父母这二十多年的辛苦。父亲母亲这二十多年来

好像从来没说过累，只是用勤劳的双手，给我和我弟推上更好的平台。父母没文

化，赚钱艰辛，也不善于表达，但却能满足我不经意说出的需求，每天辛勤劳作，

用汗水浸湿的钱来供我上学。生养之恩，无以为报，我只能严格要求我自己，不

辞辛、走正道、助他人，向社会传递善良和互助，将你们的勤劳和善良传递于后

世。在此，祝你们身体健康，再无忧虑。

感谢工商管理学院各位老师和论文答辩的各位指导老师。感谢一直在后面支

持我们的研秘李老师、杜老师和给我上过课以及指导过的的各位老师，是你们的

教育筑起我知识的框架。感谢论文开题和答辩的各位指导老师，感谢你们百忙之

中不辞艰辛给我提出修改意见。

感谢我的同门。万般荣幸，能跟你们在一个师门，感谢我的师兄师姐和师妹，

我们在一起开组会、在一起聚餐、在一起吃老师做的饭，徒步兰州，有幸与你们

在兰州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特别感谢裴春然师姐和戴仁杰师兄，感谢你们让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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