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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情境下互联网平台生态治理的演化博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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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有效解决互联网平台生态发展中的监管滞后问题#采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建立平台生态内部三主

体///平台企业'平台商家和用户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引入新媒体监督强度系数#研究新媒体监督对平台企业和

商家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缺乏政府监管的自由发展情境下#各方均追求利益最大化#平台企业选择消极监

管#此时平台商家违规运营'用户不参与反馈#整个系统处于混乱状态)新媒体情境下#媒体监督将会对平台企业

和平台商家行为选择产生影响#但媒体监督强度过大会产生负面作用)而平台企业积极监管可以有效促进平台

生态健康发展)加大媒体监督强度可以降低平台商家违规概率#并促使平台企业发挥市场管理者职能)在对商家

行为监管方面#媒体与平台企业存在替代作用#且媒体监督强度过高会弱化平台企业监管效力&未来应进一步

强化平台企业监管力度'鼓励新媒体有效参与监督治理&

关键词!互联网平台企业)平台治理)新媒体监督)演化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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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下$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
b

(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得到普遍应用$互联网

平台被广泛嵌入到产品生产(项目运营和市场运作中$

/

%

0平台企业作为一种新型链接系统$驱动共享经

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的发展进步/

!

0

)互联网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趋势进一步激发了大众创新活力$

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然而$平台企业在盘活社会资源(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可能

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如用户人身安全保障(消费者隐私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等)由于交易过程存在较大

的信息不对称$个体逐利性容易引发用户行为异化$

/

B

0干扰平台市场正常运行甚至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

影响)

针对平台经济这种新业态$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指出要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包容意味着对发展初期的新业态(新经济不能%一刀切&的一律审批或禁止创

新发展$审慎要求监管既要规范又要有一定的灵活度)实践表明$现有平台生态问题的监管表现出%先包

容(后审慎&的先天割裂)

/

"

0现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外部监督具有相对滞后性并存在监管缺位(成本高(效率

低等问题$难以适应平台生态内部复杂的动态管理情境$

/

#

0

%命令#控制&式的规制不符合互联网平台企

业的发展规律$易使平台企业陷入%合规性&与%最佳性&的两难境地$

/

D

0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平台企业创新

变革$也与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相悖)因此$政府应适当放松对平台市场的管制$激发行业自律组织与社

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建立一种新型的综合性(协同性治理模式)

平台企业具有整合(协调(组织(创造等功能$

/

@

0兼有市场经营者与市场管理者双重身份$

/

?

0在平台生

态中可以起到运营整个市场的作用$

/

E

0有能力且有义务规范交易流程(明确双方责任以及进行严格的资

格审查来改变双边群体行为$减少平台连接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扮演%类政府机构&的角色)基于此$平

台企业已经成为平台生态治理的重要主体)

/

%$

0此外$随着%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创新社会治理&思想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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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会化治理的作用愈发突出)与平台经济同属互联网数字技术衍生物的新媒体技术在一定程度上突

破了政府外部监管的条框$成为平台企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具有极高的实时性与交互

性$加快信息传播速度$迅速建立舆论联结$这使得新媒体监督成为平台企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政府发挥监督职能/

%%

0

)新媒体借助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实时更新信息$通过对

事件进行及时(客观的报道$有效降低了外界与被监督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

%!

$

%B

0提高了信息透明

度/

%"

0

)新媒体主要通过声誉机制/

%#

0

%##与行政介入机制/

%D

0

%ED发挥作用'新媒体报道能够引发公众更多关

注$形成社会舆论压力$

/

%@

0通过影响企业及管理人声誉进而影响涉及主体的行为决策/

%#A%?

0

+媒体报道的

增加也会更快引起行政监管机构的注意$从而引导强制性行政力量介入监管/

%D

0

%E"

$/

%E

0

$迫使平台生态内部

参与主体行为向好转变)由此可见$新媒体情境下$媒体监督影响了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中参与主体的

策略选择$进而对平台安全问题改善起到重要作用)

在互联网平台企业治理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从政府外部治理的视角切入$探究政府(平台企业

以及平台上商家的行为$忽略了平台生态发展中政府监管滞后时内部参与主体的牵制行为$以及平台用

户作为一个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另外$媒体监督的作用虽然在以往研究中有所体现$但多以实证的

方法进行验证$且对媒体监督的衡量指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理论$分析缺乏政

府监管的情境下$平台企业(平台商家与用户之间的演化稳定策略$探究在有限理性下不同主体策略选择

的影响因素及各方的相互影响关系)同时$基于新媒体监督的路径与意义$引入媒体监督强度系数$分析

新媒体介入后对平台企业和商家行为选择及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以期得出新媒体情境下媒体监督对平

台生态发展的作用)

二$模型构建

"一#问题描述与假设

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内部参与者包括三部分###平台企业(平台商家和用户)平台企业指通过制定

合理的收费标准和价格比例将买卖双方聚集到进行交易场所的经济主体$如滴滴(美团(

C)3S*S

等$其主

要作用是整合交易双方的资源信息$搭建信息交换(需求匹配的平台$以赚取经济租金实现商业目的+平

台商家指通过平台提供产品(服务或出租资源以获得利益的经济主体+用户指通过平台获得产品或服务

满足自身需求的经济主体)其中$平台商家和用户可以通过平台获取各类供需信息$通过交易实现资源

转换和利益转移)平台企业委托平台商家为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用户基于对平台企业的信任参与到平

台生态中$使用平台商家的产品或服务$交易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交易过程中各主体出于自身利益$

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平台企业为尽快扩大网络规模也可能存在降低平台

商家的进入门槛及对商家违规行为不进行规范的现象$容易使潜在风险向全社会转移$个体的%有限理

性&催生出社会治理的%公地悲剧&

/

!$

0

)

本文主要探讨平台市场中发生不良问题初期影响平台有序运营的因素$以及新媒体介入后$对平台

企业和平台商家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考虑现实情况并结合理论研究$当平台生态内部不

良行为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整体利益还未受到较大威胁$而机会主义行为确实损害了部分平

台参与者的利益)政府(行业协会等由于信息鸿沟与响应时效问题$可能无法及时参与问题治理)此时$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可以持续关注并通过新闻报道等方式实现对不良行为的初步遏制)

平台企业有解决问题的潜力$平台生态内部通过协调适应可能改善不良行为并形成更好的平台秩

序$盲目管制主体行为可能限制平台发展)当内部制衡未能达到理想成果(不良问题持续发酵时$新媒体

可以加大报道强度$并快速引发舆论关注$引起行政监管部门的关注$促使违规主体及主要责任方解决问

题$降低事故扩散概率)因此$研究引入新媒体监督$探究其对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发展的影响$通过分

析各参与主体行为选择$寻找系统稳定策略)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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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情境下互联网平台生态治理的演化博弈研究

不考虑平台商家与用户的角色转换$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

'博弈参与主体均为有限理性$三者之间信息不对称$行为选择交互影响)

假设
!

'平台企业的策略集为8积极监管
C

%

$消极监管
C

!

9)平台企业面对同质化的竞争对手$为了

尽快建立网络规模发挥交叉网络外部性的正反馈效应$可能会选择降低平台商家进入的管制条件以迎合

大众需求$而平台企业间白热化的竞争以及平台商家鱼龙混杂的参与模式使得平台问题涌现$为了让平

台运营合理规范$平台企业需要牺牲一部分利益限制参与$并采取一定的措施监管平台商家和用户的行

为$以此维护市场稳定)然而$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将引发市场挤出效应与成本效应$给平台带来额外的运

营成本和用户规模的缩减$所以并不是所有平台都会选择积极监管)

平台商家的策略集为8合规
I

%

$违规
I

!

9)平台企业委托平台商家为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平台商家

基于平台企业提供的基础设施和用户信息开展工作$在此过程中$部分平台商家会依照平台企业要求$合

规运营获取收益)但平台商家在与用户的交易中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短期高收益的激励可能诱发%短视&

行为$平台商家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提供虚假信息(劣质商品或服务$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违规行

为一旦被发现$平台商家需要承担经济处罚$甚至给平台带来声誉及经济损失)

表
<

!

模型参数设置

符号 定义

-

%

平台积极管制时付出的成本及平台商家入驻率降低所增加的额外运营成本

-

!

平台商家合规运营的成本

-

B

用户积极反馈所付出的时间(精力等成本

L

%

平台商家被媒体或平台企业发现违规行为时受到的处罚

L

!

用户对违规平台商家行为进行反馈$平台商家受到的处罚

L

B

平台企业消极监管$平台商家违规行为被媒体曝光后的损失

L

"

用户对平台商家违规行为不反馈时遭受的损失

7

%

平台企业消极监管时带来的额外收益

7

!

平台商家通过违规运营额外获得的利益

7

B

!

7Z

B

" 用户对合规!违规"平台商家有效性反馈获得平台的奖励!

7Z

B

&

7

B

"

图
<

!

演化博弈模型图

用户策略集为8反馈
P

%

$不反馈
P

!

9)用户作为平台服务的体验者$是平台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前

提$其对于平台产品及服务的优劣感知明显$面对不合规行为时$用户可以选择向平台反馈$以获得平台

给予的补偿$但反馈需要付出时间(精力等反馈成本$且仅有部分反馈可以得到平台企业的妥善处理)因

此许多用户面对平台商家的违

规行为并不会采取反馈措施)

假设
B

'平台企业采取积极

监管策略的概率为
1

1

$采取消

极监管策略的概率为
%

I

1

1

+平

台商家采取合规策略的概率为

16

$采取违规策略概率为
%

I

16

+用户采取反馈策略的概率

为
1@

$不反馈概率为
%

I

1@

)

在新媒体情境下$媒体发现平台

企业或平台商家出现违规行为

的概率为
"

$报道强度为
#

$当

报道强度较低时$其影响较小$

相关主体受到声誉损失概率较

大$随着报道强度增加$违规主

体受处罚$损失增加)其中
$

$

1

1

$

16

$

1@

$

"

$

#

$

%

)其他参数

及定义如表
%

所示)

"二#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假设$博弈三方的

策略组合共有
?

种$演化博弈模

型如图
%

所示)

根据各参数及主体行为$得

到支付收益矩阵如表
!

所示)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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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

!

博弈三方支付收益矩阵

平台商家合规
I%

用户反馈
P

%

用户不反馈
P

!

平台商家违规
I!

用户反馈
P

%

用户不反馈
P

!

I

-

%

I

7

B

I

-

%

I

-

%

I

7Z

B

I

-

%

平台企业积极监管
C% I

-

!

I

-

!

7

!

I

L

%

I

L

!

7

!

I

L

%

I

-

B

O

7

B

$ I

-

B

O

7Z

B

I

L

"

7

%

7

%

7

%

I"

#

L

B

7

%

I"

#

L

B

平台企业消极监管
C! I

-

!

I

-

!

7

!

I"

#

L

%

7

!

I"

#

L

%

I

-

B

$ I

-

B

I

L

"

由于
"

(

#

的位置及作用机制均相同$为了分析简便$设置
1

K"

#

来进行下一步分析$此时
1

即为媒体

监督强度系数)

三$模型结果分析

"一#复制动态方程及均衡点

%<

平台复制动态方程及均衡点

记互联网平台企业选择%积极监管&和%消极监管&的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分别为
Q

%%

(

Q

%!

(

Q

%

$则

有'

Q

%%

K

161@

!

I

-

%

I

7

B

"

O

16

!

%

I

1@

"!

I

-

%

"

O

!

%

I

16

"

1@

!

I

-

%

I

7Z

B

"

O

!

%

I

16

"!

%

I

1@

"!

I

-

%

"$

Q

%!

K

161@

7

%

O

16

!

%

I

1@

"

7

%

O

!

%

I

16

"

1@

!

7

%

I

1

L

B

"

O

!

%

I

16

"!

%

I

1@

"!

7

%

I

1

L

B

"$ !

%

"

Q

%

K

1

1

Q

%%

O

!

%

I

1

1

"

Q

%!

)

根据
L+,7/(63+*

方程$可得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

L

1

1

! "

K

+1

1

+,

K

1

1

Q

%%

I

Q

%

! "

K

1

1

%

I

1

1

! "

Q

%%

I

Q

%!

! "

K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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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通过微分方程稳定性定理及式!

B

"对平台企业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命题
%S

!

平台企业的演化稳定策略同时受到平台商家和用户策略选择的影响$此外平台企业管制成

本(消极监管时的收益与损失(平台企业对用户的奖励程度(媒体监管力度也会影响平台企业策略的选

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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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减少$平台企业给予用户的奖励的减少$会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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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衡点$平台企业倾向于选择积极监管策略)

!<

平台商家复制动态方程及均衡点

令平台商家选择合规运营和违规运营的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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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平台商家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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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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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任意值都是稳定策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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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及式!

D

"对平台商家策略稳定性进行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命题
!S

!

平台商家的演化稳定策略同时受平台企业和用户策略选择的影响$此外平台商家合规运营

成本(违规时受到的惩罚(用户的反馈度(媒体监督的程度都会对平台商家策略选择产生影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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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由违规运营转化为合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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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复制动态方程及均衡点

设用户选择%参与反馈&和%不参与反馈&的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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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用户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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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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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用户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得出'

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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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演化稳定策略同时受平台企业和平台商家策略选择的影响$此外用户反馈的成本(

平台商家违规对用户造成的损失(用户得到平台企业的奖励会直接影响用户博弈策略的选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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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随着用户反馈成本的提高(平台商家违规对用户造成的损失减少$用户得到平台企业的奖励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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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会出现由采取反馈向不反馈的转变)

"二#媒体监督强度系数影响分析

新媒体情境下$媒体监督更容易使平台企业和平台商家陷入舆论中并作出反应$因此$其作用更体现

在对平台企业和平台商家的策略选择影响中$所以本节分析平台企业与平台商家的演化稳定策略)假定

用户选择%反馈&策略$即
1@

K

%

)

此时$

!!!

L

!

1

1

"

K

1

1

%

I

1

1

! "

/

I

161@

7

B

I

%

I

16

! "

1@

7Z

B

O

%

I

16

! "

1

L

B

I

-

%

I

7

%

0

K

1

1

%

I

1

1

! "

/

I

16

7

B

I

%

I

16

! "

7Z

B

O

%

I

16

! "

1

L

B

I

-

%

I

7

%

0$ !

%$

"

令
L

!

1

1

"

K

$

$

1

*

6

K

-

%

O

7

%

O

7Z

B

I

1L

B

7Z

B

I

7

B

I

1

L

B

$且
+1

*

6

+

1

K

7

%

O

7

B

O

-

%

! "

L

B

7Z

B

I

7

B

I

1

L

B

! "

!

&

$

$即
1

*

6

随
1

增大而

增大$说明新媒体监督对平台商家服务提供商起到监督作用$并且媒体监督力度越强$平台商家选择合规

运营的概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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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监督力度会影响平台商家策略选择$且监督力度越强$平台商家选择合规策略可能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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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平台企业监管)

可见处在不同取值范围内的媒体监督强度系数
1

$可能会使平台企业和平台商家选择不同的稳定策

略)因此进一步分析
1

取值对平台企业和平台商家策略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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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纯策略均衡点的稳定性$需要上述矩阵满足矩阵的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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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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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参与反馈时各均衡点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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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各均衡点稳定性分析$可得平台

企业与平台商家的演化稳定策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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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得结论类似)

四$仿真分析

本节运用
L+7,+S

软件对演化稳定策略进行仿真分析)首先$在新媒体情境下$分析媒体监督强度不

同时$三方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变化以及平台企业策略转变对平台商家行为的影响+其次$分段探究媒体

监督强度变化对平台企业和平台商家策略选择的影响$以进一步分析媒体监督强度对平台商家行为监管

的影响)

"一#三方演化分析

设置
-

%

K

D

$

-

!

K

B

$

-

B

K

B

$

L

%

K

D

$

L

!

K

!

$

L

B

K

%!

$

L

"

K

!

$

7

%

K

!

$

7

!

K

!

$

7

B

K

$g#

$

7Z

B

h!

)

当媒体监督强度系数取值为
$

$即
1

K

$

$设置各参与主体初始策略
1

1

K

16

K

1@

K

$g#

$随着时间的

变化$三个参与主体演化策略均会收敛于
$

$所得结果如图
!

所示)即平台企业选择消极监管$平台商家

选择违规运营$用户选择不反馈)当确定平台企业的策略为积极监管时$平台商家的演化稳定策略会趋

向于合规运营$如图
B

所示)由此可见$平台企业作为连接平台商家服务提供商和用户的桥梁$应发挥自

身优势约束平台商家行为$调节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良性发展模式的建立)

图
K

!

(

YN

时演化策略图 图
L

!

(

(

Y<

时演化策略图

当媒体监督强度系数为
%

$即
1

K

%

时$随着时间变化媒体发挥监督作用$促使平台商家选择合规运

营$基于媒体与平台企业之间在平台商家行为监管上的替代作用$平台企业仍然选择消极监管$演化结果

-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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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所示)将图
!

与图
"

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媒体监督强度增大的情况下$平台企业收敛到%消极监

管&的速度变慢$而平台商家趋向%合规运营&的速度变化不大$说明媒体监督可以约束平台企业行为$且

强度足够大时$两者在对平台商家违规行为监管上的替代作用非常显著)因此平台企业可以利用媒体的

监督作用$建立与新媒体监督互补的监管体系$但也应注意加强自身内部化监督管理$防止消极监管带来

企业声誉受损等负面影响)

"二#媒体监督系数影响下平台企业与平台商家稳定策略分析

图
M

!

(

Y<

时演化策略图

!!

%<

当
$

'

1

'

M3*

!

-

!

O

7

!

L

%

$

7

%

O

-

%

O

7Z

B

L

B

"时$

媒体监督强度较低$令
1

K

$gB

$相关参数设置为
-

%

K

D

$

-

!

K

B

$

L

%

K

D

$

L

B

K

%!

$

7

%

K

!

$

7

!

K

!

$

7Z

B

K

!g#

以满足上述条件$博弈的稳定策略为!

$

$

$

"$演化策

略仿真如图
#

所示)此时平台企业处于消极监管状

态$平台商家合规运营带来的收益小于其违规运营受

到的惩罚$平台商家倾向于违规运营)而平台商家选

择违规运营后$若平台消极监管$平台资源使用量的增

加会带来收益的增加$因此平台企业在社会惩罚力度

较小(媒体曝光可能性较低时$会选择消极监管行为)

!<

当
-

!

O

7

!

L

%

'

1

'

7

%

O

-

%

O

7Z

B

L

B

时$媒体监督

强度开始增强$不妨令
1

K

$g#

$相关参数设置为
-

%

K

D

$

-

!

K

!

$

L

%

K

@

$

L

B

K

%!

$

7

%

K

!

$

7

!

K

%

$

7Z

B

K

!g#

$满足上述条件$此时博弈双方演化稳定策略为!

$

$

%

"$如图
D

所示)此时媒体监督对平台商家

策略选择产生影响$平台商家违规行为被媒体发现的可能性增加$其受到的处罚增加$平台商家倾向于选

择合规运营$此时平台企业积极监管收益小于被曝光后的损失$而且新媒体监督规范了平台商家行为$所

以平台企业倾向于消极监管)

图
P

!

(

YNZL

时演化策略图 图
Q

!

(

YNZP

时演化策略图

B<

当
7

%

O

-

%

O

7Z

B

L

B

'

1

'

-

!

O

7

!

L

%

时$令
1

K

$g@

$相关参数设置为
-

%

h#

$

-

!

hB

$

L

%

h@

$

L

B

h%#

$

7

%

h!

$

7

!

hB

$

7Z

B

h!g#

以满足上述条件$此时博弈双方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如图
@

所示)平台商家与

平台企业选择处于动荡之中$一方策略的改变将会使得另一方相应调整策略)当平台企业消极监管时$

平台商家会选择违规运营$但此时媒体监督系数较大$媒体可以发挥监督职能$面对较大的惩罚力度和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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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声誉下降$平台企业开始选择积极监管策略)此时平台商家违规面临的惩罚加大$促使平台商家开始

选择合规运营$而平台商家合规时$平台企业消极监管的收益大于积极监管$所以平台企业又趋向于消极

监管$系统陷入循环策略选择$不存在稳定状态)

"<

当
M+X

!

-

!

O

7

!

L

%

$

7

%

O

-

%

O

7Z

B

L

B

"

'

1

'

%

时$取媒体监督强度系数为
1

h$gE

$相关参数设置为

-

%

h#

$

-

!

hB

$

L

%

hD

$

L

B

h%#

$

7

%

h!

$

7

!

h!

$

7Z

B

h!g#

以满足上述条件$博弈双方演化稳定策略为!

$

$

%

"$如图
?

所示)此时媒体监督强度系数
1

足够大$平台商家受监督增加$促使其选择合规运营$平台企

业的监管被弱化$消极监管时的收益将高于积极监管$因此平台企业选择消极监管)

图
R

!

(

YNZR

时演化策略图 图
T

!

(

YNZO

时演化策略图

五$结论

"一#研究结论

互联网平台生态风险管控与治理对实现生态参与者互利共赢(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新媒体监督情境下$以互联网平台生态中的问题监管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平台企业(

平台商家(用户三方主体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
L+7,+S

仿真分析各因素的动态演化路径$为参与者

行为决策提供参考$以期在平台问题出现初期更好地解决问题$促进平台的创新发展)通过研究得出以

下结论)

%<

在缺乏政府监管的自由发展情境下$各方均追求利益最大化$平台企业选择消极监管$此时平台商

家违规运营(用户不参与反馈$整个系统处于混乱状态)三方策略选择相互影响$而各方均没有调整改变

行为决策的动力$此种状态不利于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易引发各类社会事件)此时若平台企业选择积

极监管策略$承担市场管理者责任$则平台商家行为受到管制而选择合规运营$平台生态将转向有序健康

发展方向)

!<

新媒体情境下$媒体监督将会对平台企业和平台商家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当媒体监督强度较低

时$媒体发现平台企业和平台商家问题的概率较小$报道强度较低$难以起到监督作用)随着媒体监督强

度的增加$其对于平台企业和平台商家的监督作用开始凸显)具体表现为$在平台企业积极管制的成本

和消极监管的收益均较低(消极监管损失较高(对用户反馈行为的奖励较少时$媒体对平台企业具有监督

作用$促使其积极监管+而在平台商家合规运营成本较低$违规运营获得收益减少而处罚较高时$平台商

家同时受媒体监督影响而选择%合规运营&策略)当媒体监督强度足够大时$平台商家违规行为极易被曝

光$其受到经济惩罚的可能性大幅提升$因此平台商家会选择合规运营)

B<

媒体监督强度过大会产生负面作用)不可否认$媒体监督强度大会对平台企业和商家产生震慑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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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力度过大会使得新媒体和平台企业在对商家问题监管上形成替代$弱化平台企业的监管作用$使平

台企业倾向于选择消极监管策略)

综上所述$在平台内部问题出现初期$政府监管缺乏的情况下$平台企业与平台商家均缺少自律动

机$易使整个市场陷入混乱状态)但平台企业可以充当市场管理者角色$有效规制平台商家不良行为)

新媒体作为社会监督主体之一$能够直接影响平台企业和商家的行为策略选择$在平台问题监管中具有

重要作用)

"二#管理启示

根据研究结论$为构建有效的互联网平台监管体系$推动平台生态健康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

平台商家加强责任意识$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第一$平台商家应把好产品质量的第一道关$生产

符合平台企业以及国家质量标准的产品$获得平台企业和消费者的认可$保证长远发展+第二$平台商家

应树立正确的经营观念$加强责任意识$配合平台企业的监督$树立良好的形象)

!<

平台企业提高监管水平$建立解决问题的快速响应机制$合理利用新媒体力量)第一$建立有效的

奖惩机制$对平台商家出现的不良问题做出适当的处罚$提高商家违规成本)对积极行为加以引导$形成

良好的平台内部发展风气)第二$平台企业是监管不良问题的最佳主体$需要建立对平台不良问题的预

警和快速响应机制$在充分利用新媒体监督作用的同时$提高自身监管水平$杜绝不作为行为发生)

B<

完善媒体监督机制$畅通媒体监督反馈渠道)第一$鼓励媒体参与社会问题的监督治理$建立激励

机制$发挥社会化治理的重大作用)第二$扩展媒体监督渠道并进行有效利用$为媒体发声提供政策支

持)第三$建立媒体信息互通平台$共享信息$尽早实现对相关问题的针对性处理$与平台企业监管实现

优势互补$减轻平台企业监管压力)

总体而言$在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下$平台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应认可并鼓励媒体参与平台问题监

督治理$结合平台企业市场管理职能$在平台问题出现初期形成有力的治理手段$扼制不良问题恶化$维

护平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运行$必要时需要通过外部力量促使平台企业积极监管)

本文建立的演化博弈模型主要探讨了平台内部问题出现初期(政府监管缺乏时的情况)但是$政府

作为平台问题治理的重要行政力量$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之后的研究中$应充分考虑政府这一主

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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