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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监管中政府与企业演化博弈
及策略研究:基于第三方监督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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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碳排放监管是实现政府“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战略方针的重要保障。
企业作为环境的主要破坏者承担着碳减排的重任并接受社会监督。 在政府管制下,企业被动参与碳减

排,但偷排、超排现象时有发生。 文章针对政府碳排放监管问题,分析了影响企业碳排放的相关因素。
从第三方监督视角出发,在考虑政府、企业、第三方监督主体均为有限理性条件下,建立了政府与企业在

碳排放监管中的演化博弈模型。 研究了在第三方监督主体参与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有限动态策略选

择和不同参数变化下双方的策略选择演化趋势,并运用 Matlab 软件对结果进行仿真。 结果表明第三方

监督在政府与企业碳排放过程中具有显著作用,可以直接影响政府与企业的决策选择。 因此,加强第三

方监督力度可以提高政府监管效率,缓解政府监管压力,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督促企业合规排放二氧化

碳。 但第三方监督力量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 最后,为政府更有效地引入第三方监督主体提出对

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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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和各种极端天气,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重。 碳排放问题引

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承诺,到 202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40% ~ 45%,这是中国首次公布明晰量化的减排指标。 随后中国政府不断

加强碳减排力度,不仅承诺到 2030 年单位 GDP 的碳排放量较 2005 年下降 60% ~ 65%,且在 2030 年

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 在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

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的战略方针。 为实现中国在哥本哈根

会议上作出的承诺,并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国家、区域及企业协力完成。 企业作为社会财富的创

造者,也是环境的主要破坏者[1] 。 虽然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限制企业的碳排放量,但在利益驱动

下,企业偷排、超排现象仍时有发生。 目前,政府监管是控制企业碳排放量的主要手段,但是受限于

人力、物力和专业知识的不足[2] ,政府部门并不能及时有效地对企业碳排放行为进行全面管控。 第

三方监督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等优势[3] ,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政府监管的短板,对企业碳排放的监

督作用日益凸显[4] 。 因此,引入第三方力量配合政府对企业碳排放的监管是加强碳排放监管的内

在需求。

第三方监督包括碳审计机构、媒体和公众等的监督,其具体监督形式包括:碳审计机构审核企

业上报的年度碳排放总量,来监督企业有无虚假上报的情况;媒体通过群众举报,调查取证后曝光

偷排、超排企业;公众向政府或媒体举报企业偷排、超排现象。 第三方监督具有传播快、影响力大、

受影响范围广等特点[5] ,在治理碳排放污染中具有配合政府监管和震慑企业的作用。 构建合理的

第三方监督体系,使第三方监督力量与政府监管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发挥其监督职能,不仅可以

缓解政府在监管企业碳排放中的压力,降低政府监管成本,还可以敦促企业低碳生产,提高减排效

率。 因此开展对第三方和政府共同监管企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对弥补环保部门监管能力短板、增

加环境信息管理公信力、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针对碳减排管理问题,学者们从宏观的国家、区域层面至微观的企业层面展开大量研究[6] 。 从

政府视角出发:研究主要涉及在不延缓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进行节能减排行动[7-10] ;如何建立高效的

碳减排制度体系[11-12] ;建立全面的国家、区域碳排放预算体系[13] ;如何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14-15] ;引进碳税收制度限制高排放能源的使用[16-19] 和国家改善能源结构以达到节能减排目

标[20-22]等方面。 合理的碳配额及碳税政策、完善的碳交易市场及合理的奖赏惩罚制度有利于激发

企业参与减排行动的动力和提高企业减排效率。

从企业视角出发,学者们分别研究了:使用沼气、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生产源头)替代化石

能源的可行性[23-24] ;先进的节能技术(生产环节)可以在各个行业产生可观的碳减排效果[25-26] ;高

效的节能设备(生产环节)在提高能源使用率的同时降低设备自身的碳排放[27] ,为企业采取减排措

施提供科学依据。

在研究方法方面,演化博弈是假设博弈主体为有限理性的动态博弈方法,突破了传统博弈中主

体理性局限。 因此该方法更贴近实际,可以详尽地刻画社会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的长期决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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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28] 。 不少学者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对碳排放环境下政企之间治污问题进行研究。 刘枚莲等基于前

景理论构建了政府、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惩罚成本、低碳补贴等因素对政企策略选择

的影响[29] 。 吴士健等通过构建双重政府管制下的政府与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碳税政

策对于三方的策略选择影响[30] 。 焦建玲等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了碳配额、碳价、政府监管成本

和企业减排投资对减排地区政企之间的影响[31] 。

综上,现有研究大多从政府视角出发,研究政府如何制定碳税、碳配额、碳价、奖惩制度等宏观

政策来管控企业碳排放量。 或基于企业的视角研究企业如何进行低碳生产。 尽管有学者提出应当

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配合政府部门开展碳排放监管方面的政策建议[30,32-33] ,但是尚未有研究专门

针对第三方监督在碳排放监管中作用的发挥路径开展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第三方监督视角,运用

演化博弈的思想,探讨碳减排背景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有限动态策略选择,通过变化相关参数数

值,运用 Matlab 进行仿真研究,更加直观地反映出第三方在监管过程中的演化趋势,并根据结果分

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长期演化博弈问题,以期为政府监管企业碳排放实践中引入第三方监督提供

一定的理论支撑。

二、演化博弈规则介绍与模型构建

(一)规则介绍

本演化模型涉及两类参与群体:政府与企业。 由于受到信息的局限性、个体的知识有限性等因

素影响,两个博弈群体均是有限理性的群体。 政府群体的行为集合为(恪守职责,疏忽职守),企业

群体的行为集合为(不超排生产,超排生产)。

假设 1:企业群体不超排生产的概率为 a(0 ≤ a ≤ 1); 生产成本为 Cn; 卖出产品收益为 En; 节

省下的碳排放额在碳排放交易市场出售可得收益 S; 与此同时会得到政府奖励 Be。 这时企业超排

的概率为 1 - a, 此时生产成本为 Cy, 因碳排放量与产量有关,则 Cn < Cy。 卖出产品收益为 Ey。 企

业超排时可以采取两种策略:(1)企业超排会受到政府处罚,缴纳罚金;(2)企业在碳排放交易市场

购买碳排放权,需要花费 D。

假设 2:政府群体的工作人员恪守职责的概率为 b ( 0 ≤ b ≤1);认真监督企业排放行为,会产生

人力物力等各项成本 Cg; 则如若企业发生超排现象,就会被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发现,政府部门会得

到上级奖励、民众声誉奖励和政绩奖励等 Bg 。

假设 3:政府群体的工作人员疏忽职守的概率为 1 - b, 则不会发生监督成本 Cg, 但如若企业超

排现象被第三方发现则一定会被曝光,此时政府群体由于疏忽职守,造成负面影响,得到上级处罚、

民众声誉谴责和政绩惩罚等 Fg 。

假设 4:参考张国兴等的文献,若政府职员玩忽职守,则第三方发现超排现象的概率为 f (0≤ f ≤

1)。 由于第三方监督主体受其自身知识、人力物力、监督权利、企业阻挠等因素影响无法直接对企业进

行监管,所以若政府群体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则政府就会先发现企业超排现象,此刻第三方监督不发挥

其作用。 若政府群体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不履行其认真监督的职责,此时第三方就有 f 的概率发现并

曝光企业偷排超排现象,所以政企两群体的收益就是关于 f 的期望函数。 当政府玩忽职守、企业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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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第三方没有发现企业超排现象,即 f = 0 时,则政府不会因为玩忽职守而受到的上级处罚、民众声誉

谴责和政绩惩罚等 Fg, 企业会获得超量生产的收益 Ey, 生产成本为 Cy, 而不会受到政府罚款或者不

需要去碳排放交易市场花费 D 购买碳排放权。 第三方发现企业超排时,即 f = 1 时,政府会因为得到的

上级处罚、民众声誉谴责和政绩惩罚等 Fg, 企业则需要受到政府的处罚或者需要去碳排放交易市场花

费 D 购买碳排放权。
具体参数含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符号与说明

符号 说明

a 企业群体不超排的概率为 a,超排的概率为 1-a,0≤a≤1

b 政府群体工作人员恪守职责的概率为 b,疏忽职守的概率为 1-b,0≤b≤1

f 第三方发现企业超排的概率为 f,0≤f≤1

cg 政府群体工作人员恪守职责产生的监督成本

cn 企业群体不超排时的生产成本

cy 企业群体超排时的生产成本

Bg 政府群体恪守职责监察到企业超排现象后获得的上级奖励、民众声誉奖励和政绩奖励等

Fg 政府群体疏忽职守被第三方曝光企业超排现象后得到的上级处罚、民众声誉谴责和政绩惩罚等

En 企业群体不超排时卖出产品收益

S 企业群体不超排时,在碳排放交易市场出售碳排放权获得的收益

Be 企业群体发生减排行为获得的政府奖励

Ey 企业群体超排时卖出产品收益

D 企业群体超排时受到政府处罚的金额或在碳排放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权花费的金额

　 　 (二)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假设及参数设定可以得到政府群体和企业群体在不同策略选择情况下的不同收益矩

阵,如表 2 所示。
表 2　 收益矩阵表

政府

恪守职责 疏忽职守

企业
不超排 ( En -Cn + S +Be, - Cg ) ( En -Cn + S +Be, 0)

超排 ( Ey -Cy - D , Bg -Cg ) ( Ey -Cy - fD, - fFg )

三、演化博弈分析

根据博弈模型的收益矩阵可得,企业群体不超排的期望收益 U1 和超排的期望收益 U2 分别为:

U1 = b(En -Cn + S +Be) + (1 - b)(En -Cn + S +Be) (1)

U2 = b(Ey -Cy - D) + (1 - b)(Ey -Cy - fD) (2)

则:企业群体的平均收益为 U = aU1 + (1 - a)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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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群体恪守职责的期望收益 V1 和疏忽职守的期望收益 V2 分别为:

V1 = a( -Cg) + (1 - a)(Bg -Cg) (3)

V2 = a∗0 + (1 - a)( - fFg) (4)

则:政府群体的平均收益为: V = bV1 + (1 - b)V2

根据演化博弈理论,政企两群体的策略选择博弈复制动态方程为:

F(a,b) = da
dt

= a(1 - a)(U1 -U2) = a(1 - a)(En -Cn + S +Be +

bD - Ey +Cy + fD - bfD) (5)

G(a,b) = db
dt

= b(1 - b)(V1 -V2) = b(1 - b)(Bg -Cg - aBg + fFg - afFg) (6)

令
da
dt

, db
dt

同时等于 0,博弈模型的复制动态方程的局部均衡点为:(0,0)、(0,1)、(1,0)、(1,

1)、(
Bg + fFg -Cg

Bg + fFg
,

En -Cn + S +Be -Ey +Cy + fD
fD - D

)。 相应的雅克比矩阵为:

J =
a11 a12

a21 a2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1 - 2a)(En -Cn + S +Be -Ey +Cy + fD + bD - bfD) a(1 - a)(D - fD)

b(b - 1)(fFg +Bg) (1 - 2b)(Bg -Cg - aBg + fFg - afFg)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5 个局部均衡点并不一定是演化稳定策略,演化稳定策略需同时满足 :(1)trJ =a11 + a22 < 0;

(2)detJ =a11a22 -a12a21 > 0 方可。

5 个局部均衡点处在 a11、a12、a21、a22 处的具体取值如表 3 所示。
表 3　 局部均衡点处 a11、a12、a21、a22 的具体取值

均衡点 a11 a12 a21 a22

(0,0) En -Cn + S +Be -Ey +Cy + fD 0 0 Bg -Cg + fFg

(0,1) En -Cn + S +Be -Ey +Cy + D 0 0 Cg -Bg - fFg

(1,0) Cn - En - S -Be +Ey -Cy - fD 0 0 -Cg

(1,1) Cn - En - S -Be +Ey -Cy - D 0 0 Cg

( a∗,b∗ ) 0 A B 0

　 　 A =
(En -Cn + S +Be -Ey +Cy + fD)(En -Cn + S +Be -Ey +Cy + D)

fD - D
; B =

C2
g

Bg + fFg

-Cg

显然在局部均衡点( a∗,b∗ )处, trJ =a11 +a22 = 0,不满足判断条件,故 (a∗,b∗) 不是系统演化

稳定策略。 为方便计算令 M = En -Cn + S +Be -Ey +Cy 。

命题:(1)当 f <
Cg -Bg

Fg
且

- M
D

< f 时,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为(1,0);(2)当 f <
Cg -Bg

Fg
且 fD < -

M < D 时,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为(0,0);(3)当 f >
Cg -Bg

Fg
且

- M
D

< f 时,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为

(1,0);(4)当 f >
Cg -Bg

Fg
且 fD < - M < D 时,该系统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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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化仿真分析

本文使用 Matlab 软件对其结果进行演化仿真分析,探讨各个参数具体数值变化下,第三方监督

对政企治理碳污染过程中的策略选择。

第一,
 

当 f <
Cg -Bg

Fg
且

- M
D

< f 时,结合图 1 分析可得,系统的均衡点为(1,0)。

若政府玩忽职守,企业超排比不超排所得到的利益之差小于超排受到的处罚期望,企业趋向于

选择不超排的策略;同时,若企业不超排,政府恪守职责得到的收益小于政府玩忽职守得到的处罚,

政府趋向于选择玩忽职守的策略。 此时在该条件下(1,0)为 ESS,意味着经过长期的反复博弈,企

业的策略选择将逐渐倾向于选择不超排策略,而政府的策略选择将趋向于选择玩忽职守策略。 但

随着 f 的增加,上述条件将更稳定,这说明在第三方监督力度不断加强的环境下,企业将更加倾向于

不超排;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逐渐被弱化,最终更趋向于选择玩忽职守。

在碳排放的监管过程中,第三方机构的监督力度对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若

第三方的监督力度提高到一定程度,使得企业超排与不超排的净收益之差小于超排所受处罚的期

望,权衡利益之后,企业趋向于选择不超排策略;而此时,政府玩忽职守所受到处罚的期望收益大于

恪守职责的净收益,于是政府趋向于选择玩忽职守策略。 同时,政府惩罚力度也是控制企业碳排放

量的重要手段,对企业有震慑作用。 严厉的惩罚力度会迫使企业选择趋向于不超排。

图 1　 演化仿真示意图( M = - 2;D = 6 ; Bg = 4 ; Cg = 8 ; Fg = 5 ; f = 0. 5 )

第二,当 f <
Cg -Bg

Fg
且 fD < - M < D 时,结合图 2 分析可得,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为(0,0)。

当政府玩忽职守时,企业超排比不超排所得到的利益之差大于超排受到的处罚期望,企业倾向

于选择超排的策略;在企业选择超排策略时,政府选择恪守职责策略所得到的收益小于政府玩忽职

守得到的处罚,政府趋向于选择玩忽职守的策略。 此时在该条件下,(0,0)为 ESS。 在长期演化博

弈过程中,企业的行为策略逐渐倾向于选择超排的策略,政府逐渐倾向于选择玩忽职守的策略。 但

随着 f 的增加, Bg -Cg < - fFg 仍成立, fD < - M < D 条件将不成立,演化博弈的局部演化结果因此

发生改变。 这意味着第三方监督的介入会产生正向作用;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消极影响。 随着第三

方的监督力度增大(即 f 增大),政府趋向于选择玩忽职守策略,同时,企业更趋向于选择不超排

策略。

当第三方的监督力度不够大时,企业超排与不超排净收益之差大于超排所受处罚的期望,且小

于超排必受到的处罚,而超排被第三方发现的可能性不够大,于是企业趋向于选择超排策略;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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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第三方的监督力度又使得政府玩忽职守所受处罚期望收益大于恪守职责的净收益,于是政府趋

向于玩忽职守的策略。

同时,由于碳交易市场的碳价不稳定且价格较低,导致企业采取减排措施后,节省下来的碳排

放权在碳排放交易场所出售获得的收益 S 较少,减少企业减排的动力,故此时企业的选择策略也会

趋向于超排。

图 2　 演化仿真示意图( M = - 4;D = 6 ; Bg = 4 ; Cg = 8 ; Fg = 5 ; f = 0. 6 )

第三,当 f >
Cg -Bg

Fg
且

- M
D

< f 时,结合图 3 分析可得,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为(1,0)。

若政府玩忽职守,企业超排比不超排所得到的利益之差小于超排受到的处罚期望,企业趋向于

选择不超排的策略;同时,若企业不超排,政府恪守职责得到的收益小于政府玩忽职守得到的处罚,
政府趋向于选择玩忽职守的策略。 此时(1,0)为系统均衡点,意味着在长期的反复博弈中,企业的

策略选择将趋向于选择不超排,政府的最优选择将趋向于玩忽职守策略。 因为当 f 足够大时,第三

方监督力度较大,企业超排被发现曝光的可能性增大,导致企业因超排被罚款的风险加大,企业的

策略选择倾向于选择不超排。 而此时,政府对于第三方监督的依赖性较强。 长期下去,会使政府工

作人员的监督工作松懈,选择趋向玩忽职守。

当第三方的监督力度足够大时,企业超排与不超排净收益之差远远小于超排所受处罚的期望,

于是选择不超排策略;但第三方的监督力度越大,政府为玩忽职守所得到处罚的期望也越小,从而

选择玩忽职守。 而且,第三方的监督力度越大,企业越趋向于选择不超排策略,政府玩忽职守的风

险降低,从而导致政府对第三方产生依赖,更趋向于选择玩忽职守。

这也是第三方监督力度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监督力度加大能使企业望而生畏,不敢选择超

排策略;另一方面,监督力度的加大使政府产生依赖心理,而更容易玩忽职守。

图 3　 演化仿真示意图( M = - 4;D = 6 ; Bg = 4 ; Cg = 8 ; Fg = 5 ; f = 0. 9 )

第四,当 f >
Cg -Bg

Fg
且 fD < - M < D 时,结合图 4 分析可得,系统没有演化稳定策略。

当 f 在上述区间时,政府监管者和企业的演化博弈将没有局部稳定点,即当第三方的监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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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Bg -Cg

Fg
, - M

D( ) 时,政府恪守职责的收益高于所受处罚的期望,而企业超排与不超排所得净收

益之差大于超排所受处罚的期望,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博弈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博弈过程难以

控制。

当第三方监督力度介于企业超排和不超排时政府恪守职责和玩忽职守的比值之间,政府选择

恪守职责和玩忽职守两种策略中,企业有且仅有一种情况,超排带来的净收益更多。 此时,政府与

企业都处于周期动荡状态,当对方的策略改变时,总可以通过改变自身策略来使得自身净收益最大

化,博弈过程很难控制,没有一个稳定策略。

图 4　 演化仿真示意图( M = - 4;D = 6 ; Bg = 4 ; Cg = 8 ; Fg = 10 ; f = 0. 6 )

五、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政府与企业在碳排放监管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以第三方监督为视角,运用演化博弈模

型,建立政府在企业碳排放监管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在第三方介入之后,对双方行为策略的

影响。 第三方在政府监管企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影响政府和企业的行为策略

选择。

其一,对企业而言,当第三方监督力量过小时,企业只受政府部门监管。 此时,在利益驱使下,

部分企业会铤而走险,选择超排策略,以获取不当收益;当第三方监督力量逐渐增大,即第三方积极

配合政府监管企业碳排放行为时,其对企业的威慑力也逐渐增大。 企业会畏惧超排行为被第三方

曝光而受到政府的处罚和社会的谴责。 因此,出于对社会声誉和不受政府处罚的考虑,在较大的第

三方监督力度和政府处罚力度下,企业的行为策略逐渐从超排策略转向不超排策略。

其二,对政府而言,当第三方监督力度过小时,政府监管部门不受第三方监督威胁,因此逐渐倾

向于选择玩忽职守策略;当第三方监督力度逐渐增大,其对于政府的行为策略也会逐渐产生影响。

若政府继续选择玩忽职守策略,第三方就会曝光政府的疏忽职守行为,政府会受到上级的处罚和社

会舆论的谴责,政府声誉会受到损失。 因此,当第三方监督力度逐渐增大,政府不作为带来的声誉

损失较大时,政府监管部门会逐渐倾向于选择恪尽职守策略;当第三方监督力度极大时,政府部门

选择玩忽职守策略。 企业稍有违法超排行为,就会被第三方曝光,无需政府监管。 因此,在长期反

复的演化过程中,政府部门就会产生惰性而倾向于选择玩忽职守策略。

(二)管理启示

结合研究结论,为了实现更高效的企业碳排放监管效率,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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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府应该完善第三方监督体制,加快建设第三方监督平台。 加强第三方监督力度,充分

发挥第三方监督的作用,是解决企业偷排超排现象的有效手段。 (1)政府引入第三方来监督企业碳

排放行为,并不是突击性、临时性的工作,而应将第三方监督主体嵌入日常监督体系中,完善原有的

监督机制。 (2)政府应该制定第三方监督激励机制,鼓励第三方广泛参与,营造良好的第三方监督

氛围,充分发挥第三方参与监管事宜的积极性。 (3)政府与第三方应该建立阳光信息互动平台,加

强两者之间的信息互通、信息共享,使第三方监督主体可以高效地配合政府监管工作。

第二,政府应该加快法制建设,运用法律手段规范企业的碳排放行为。 现阶段中国立法部门并

没有出台有关企业碳排放方面的法律法规,导致法制性不强。 因此,部分企业抱有侥幸心理,偷排

超排。 政府应该制定明确的法律制度,加大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提高企业超排偷排成本,给予

企业必要的震慑。 同时,政府部门要加强自身监管能力,并提高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

监督能力,使其在对企业碳排放的监管中尽职尽责,避免因第三方监督力量过大而引起的政府职员

疏忽职守情况的发生。

第三,政府应该完善碳交易定价机制。 提高碳排放权的市场价值,使碳交易价格接近于实际价

值,避免碳交易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 目前中国碳交易价格波动较大,且价格较低,使得

采取减排措施的企业在碳排放交易场所出售碳排放权收益较低,严重影响企业的减排积极性。 因

此,提高碳排放权的市场价值可以提高企业减排的积极性,敦促企业采取减排行为。

第四,企业应承担环保责任,履行环保义务。 企业应自觉遵守相关部门规定,按规定排放二氧

化碳。 从可持续发展观和提高行业竞争力的角度考虑,加大节能技术的投入,积极使用节能技术,

提高能源利用率,节约能源,更多地选择低碳供应链。

只有通过政府、企业和第三方监督的共同努力,有效地建立以政府为政策、监督主导,企业为减

排行动主体,第三方配合政府监管的立体化减排体系,才能提高减排效率,以进一步完成节能减排

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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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evolutionary
 

game
 

and
 

strateg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n
 

carbon
 

emission
 

supervis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
 

party
ZHANG

 

Kaize,
 

SHEN
 

Juqin,
 

XU
 

Shasha,SUN
 

Fuhua

(School
 

of
 

Busines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P.
 

R.
 

China)

Abstract 
 

Strengthening
 

carbon
 

emission
 

supervis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realizing
 

the
 

government s
 

strategic
 

policy
 

of
 

 establishing
 

an
 

economic
 

system
 

with
 

green
 

and
 

low-carbon
 

recycling
 

development .
 

As
 

the
 

main
 

factor
 

of
 

destroying
 

the
 

environment 
 

enterprises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social
 

supervision.
 

Under
 

the
 

government s
 

control 
 

enterprises
 

participate
 

i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assively 
 

but
 

smuggling
 

and
 

over-discharge
 

have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evant
 

factors
 

affecting
 

corporate
 

carbon
 

emissions
 

in
 

response
 

to
 

government
 

carbon
 

emissions
 

regulatory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rd-party
 

supervision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ird-party
 

supervision
 

subjects 
 

th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n
 

carbon
 

emission
 

regulation
 

is
 

established.
 

Under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third-party
 

supervisory
 

body 
 

the
 

limited
 

dynamic
 

strategy
 

choice
 

amo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terprise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the
 

two
 

parties
 

under
 

different
 

parameters
 

are
 

studied 
 

and
 

the
 

results
 

are
 

simulated
 

by
 

Matlab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rd-party
 

supervis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carbon
 

emissions
 

process 
 

and
 

can
 

directly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choic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third
 

parties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ease
 

the
 

pressure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reduce
 

the
 

cost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urge
 

enterprises
 

to
 

comply
 

with
 

the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However 
 

the
 

oversight
 

of
 

the
 

third
 

party
 

has
 

weake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Finally 
 

it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third-party
 

supervisory
 

bodies
 

more
 

effectively.

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 
 

third
 

party
 

supervision 
 

government 
 

enterprises 
 

evolutionary
 

game 
 

simu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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