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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保险”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发达国家，本文在

考察绿色保险内涵的基础上，选取了绿色保险中的两个关键

主体（排污企业和环境监管部门）作为参与人建立完全信息静

态博弈模型，通过对博弈结果的分析，探讨如何在我国推行绿

色保险，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一、“绿色保险”的内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绿色保险”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形象称呼。一般来说，

它是指企业就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风险在保险公司投保，一

旦发生污染事故，由保险公司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企业则避免

巨额赔偿的风险，受害者能得到迅速、有效的救济。根据国际

惯例和有关法理，绿色保险要赔偿的损失至少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淤环境污染造成生命丧失与伤害带来的经济损失；于污

染事故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盂环境污染带来的财产价值的

减少；榆为消除损害而采取必要措施发生的合理费用。对于绿

色保险，环保部门、保险公司和保险监管部门将各司其职。环

保部门提出企业投保目录以及损害赔偿标准；保险公司开发

环境责任险产品，合理确定责任范围，分类厘定费率；保险监

管部门制定行业规范，进行市场监管。

国际经验证明，一个成熟的绿色保险制度是一项实现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制度，也是一个能在更大范围内

调动市场力量加强环境监管的制度。如果排污企业购买了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事故则由保险公司及时给受害者

提供赔偿，企业避免了破产，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符

合三方的共同利益。绿色保险的收费将与企业对环境的污染

程度成正比。如果企业发生污染事故的风险极大，那么高昂的

保费会使企业不堪重负。同时，保险公司还会聘请专家对企业

的环境风险进行预防和控制。这种市场机制的监督作用将迫

使企业降低环境污染程度。

由此看来，推行绿色保险无论是对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发

展，还是对于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的建立，都将起到推动作

用。

二、博弈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1. 博弈要素。

（1）参与人。参与人有环境监管部门（参与人A）和排污企

业（参与人B），他们是博弈决策主体，其目的是通过选择行动

或战略，使自己的支付效用最大化。

（2）行动。参与人（排污企业和环境监管部门）在博弈的某

个时点的决策变量，用ai表示。行动集Ai={ai}，为参与人i所有

行动的集合，则有行动集：AA={检查，不检查}，AB={购买绿

色保险，不购买绿色保险}。环境监管部门（参与人A）和排污

企业（参与人B）具有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战略行动空间，其行

动的具体内涵也有很大不同。

（3）信息。信息指参与人（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关于

博弈双方行动顺序与行动空间的共同知识。

（4）支付。支付指在一个特定的战略组合下参与人（环境

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在行动中取得的效用，可以是确定效

用，也可以是期望效用。假定：淤在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

情况下，排污企业需要花费的代价为e（e>0），排污企业的利润

为r（r>0），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支出中有一部分（p）流

入环境监管部门。于在环境监管部门检查排污企业是否购买

了绿色保险的情况下，环境监管部门需要花费的成本为c（c>

0）；如果排污企业购买了绿色保险，则排污企业可获得额外效

用（m），且m>e>0；如排污企业没有购买绿色保险，则环境监

管部门为了完善环境保护管理机制以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而对不购买绿色保险的排污企业进行罚款（f），且f >0，r>f >c。

盂在环境监管部门不检查的情况下，不购买绿色保险的排污

企业依然拥有利润（r）。

（5）均衡。均衡指所有参与人（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

最优战略的组合，其中第i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是使其效用或

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战略。

2. 基本假设。

（1）博弈中只存在两个参与人———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

业，且二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2）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两个参与人在选择战略时，

把对方的战略当作给定，不考虑决策对他人决策的影响。

（3）排污企业和环境监管部门在做出决策之前都不知对

方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即该模型是一个静

态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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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是完全的，即排污企业与环境监管部门对相互的

战略空间和支付函数等有正确的认识。

3. 博弈模型的建立与求解遥 依据上述博弈要素和基本假

设，可以建立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之间的完全信息静

态博弈模型（即完全信息条件下不考虑时间因素的一次性

博弈）。排污企业和环境监管部门在各种行动下的博弈支付如

下表所示。

（1）当e跃r+m时，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当e跃r+m时，给定

环境监管部门检查，排污企业的最优策略是不购买绿色保险；

给定排污企业不购买绿色保险，环境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

检查。故当e跃r+m时，该博弈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这种结果

可以很好地解释在保险费率较高的情况下，排污企业都采取

不购买绿色保险的策略（尽管监管部门不辞辛劳地例行检

查），但这种结果不是社会所期望的。

（2）当e约r+m时，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当e约r+m时，没

有纯策略纳什均衡。因为，如果排污企业选择不购买绿色保

险，则环境监管部门偏好于检查；如果环境监管部门检查，则

排污企业的最优策略是购买绿色保险；如果环境监管部门不

检查，则排污企业的最优策略是不购买绿色保险；如果排污企

业购买绿色保险，则环境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检查。因

此，此种情况下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排污企业和环境监管

部门必须采取一种混合策略。

令琢、茁分别表示环境监管部门检查和排污企业购买绿色

保险的概率，设环境监管部门的混合策略为：（PA1，PA2）=（琢，

1-琢）；排污企业的混合策略为：（PB1，PB2）=（茁，1-茁）。

环境监管部门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VA（PA+PB）=琢·茁（p-c）+琢（1-茁）（f-c）+（1-琢）茁·p+（1-

琢）（1-茁）·0=琢（f-c-茁·f）+茁·p

上式的一阶条件为：啄VA/啄琢=f-c-茁·f=0

解得：茁=1-c/f

排污企业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VB（PA+PB）=茁［琢（r+m-e）+（1-琢）（r-e）］+（1-茁）［琢（r-

f）+（1-琢）r］=琢·茁·m+琢·茁·f-茁·e-琢·f+r

上式的一阶条件为：啄VB/啄茁=琢·m+琢·f-e=0

解得：琢=e/（m+f）

这样，当e约r+m时，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博弈的混合

策略纳什均衡结果为：［e/（m+f），1-e/（m+f）］，（1-c/f，c/f）。

即环境监管部门以e/（m+f）的概率选择检查，以1-e/（m+f）的

概率选择不检查，排污企业以1-c/f的概率选择购买绿色保

险，以c/f的概率选择不购买绿色保险。

三、结论

1. 购买绿色保险代价过高是排污企业不购买绿色保险

的充分条件，但非必要条件。

当e跃r+m时，即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成本高于其预

期固定利润和额外收益之和时，上述博弈存在纳什均衡，即

（检查，不购买）。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因为这种结果

会产生较大的负效应。如果绿色保险的购买价格得到了适当

的降低，使得e约r+m，这时不存在最优策略，只存在混合策略

纳什均衡。环境监管部门以e/（m+f）的概率选择检查，排污企

业以1-c/f的概率选择购买绿色保险，因此，降低绿色保险购

买价格有助于督促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但是，我们也看

到，即使当e约r+m时，也有排污企业（概率为c/f）不购买绿色保

险。因此可以得出，排污企业选择不购买绿色保险不一定是由

于购买成本过高，所以购买成本过高是排污企业不购买绿色

保险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由此也可见，完善有关法律

制度和监管措施对于绿色保险的推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适当降低绿色保险购买成本将有助于排污企业购买

绿色保险。

当e降低时，排污企业选择购买绿色保险的概率从无到

有，同时，环境监管部门选择检查的概率［e/（m+f）］会降低，

由于检查成本摊薄，导致c降低，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排污

企业选择购买绿色保险的概率（1-c/f）将会增加。

3. 实现绿色保险“双赢”目标的根本出路在于多方通力

合作。

从环境监管部门的检查成本（c）与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

险的概率（1-c/f）成反比的关系可以看出，环境监管部门应该

努力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水平，降低检查成本。对于不购

买绿色保险的排污企业要严惩（即增加f），同时减少对购买了

绿色保险的排污企业的优惠或奖励（即减少m），这样排污企

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概率（1-c/f）将会增加。同时，保险公司在

提高运作效率、确保公司利润的同时，更多地承担着社会责

任，使绿色保险购买成本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对于敦促

更多的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排污

企业更应认识到其本身肩负的社会责任，不但应该积极购买

绿色保险，还应该致力于自主创新，尤其要重视环保技术和新

材料的研发。当然，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也应全力支持绿色保

险的推行。只有集合多方的力量才能最终完成绿色保险的使

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院上海人民出版社袁

2002

2.富若松.绿色保险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袁2005曰4

3.王汉玉袁刘晓波袁万鹰昕.浅析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袁2007曰1

排污企业

环境监管部门

检查渊琢冤

不检查渊1-琢冤

购买绿色

保险（茁）

不购买绿色

保险（1-茁）

p-c，-e+r+m

p，-e+r

-c+f，r-f

0，r

排污企业与环境监管部门博弈支付矩阵

注院淤f表示排污企业不购买绿色保险而遭受的惩罚袁e表

示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付出的代价袁r表示排污企业的固定

利润袁m表示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获得的额外收益袁c代表

环境监管部门需要花费的检查成本袁p表示排污企业购买绿色

保险的支出中流入环境监管部门的部分曰于琢和茁分别表示混

合策略纳什均衡情况下环境监管部门检查的概率和排污企业

购买绿色保险的概率遥

阴窑60窑 援 下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