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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背景下考虑消费者时间维度心理账户的供应链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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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两阶段预售活动受到消费者

的广泛关注。然而，许多消费者表示，他们在支付定金时

是爽快的，但在最后的付尾款阶段则有负担感。也就是说，

消费者知晓将为产品支付的总金额是固定的，但其在这两

个时刻的感受不同。这种心理行为可以用心理账户理论

解释，即个人或家庭对财务行为进行编码、评估和记录的

认知与计算过程。本文在预售模式下建立博弈理论模型，

研究消费者的心理账户如何在批发价契约及收益共享契

约下影响供应链主体的最优定价与订货决策。结果表明，

在批发价契约下，无论供应商设定何种最优批发价，均会

有一部分消费者放弃已支付的定金，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

总是等于消费者在付尾款阶段的订货量。在特殊情况下，

最优批发价格等于零售价格。供应商的最优批发价随消

费者对价格的时间系数递增，随消费者对产品估值的时间

系数递减。在收益共享契约下，存在供应商的最优批发价

等于成本的情况。此外，存在使得消费者均不会放弃其所

支付的定金的供应商最优批发价格。本文有助于理解预

售情境下的心理账户如何发挥作用，并对供应链契约的设

计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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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于 SO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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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源消耗导致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节能消费对减

少能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刺激-有机体-反应（SOR）

框架，引入感知价值和积极情绪，构建了一个绿色广告影

响消费者节能消费的模型。同时，基于一致性理论，探讨

了自我形象一致性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413 名被

调查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绿色广告接受度对感知价值、

积极情绪及购买意愿有正向影响，绿色广告接受度与感知

价值也受到自我形象一致性的正向调节，但绿色广告接受

度与积极情绪的关系不受自我形象一致性的调节。在此

基础上，讨论了本研究的应用价值及进一步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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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ESG基金的绩效水平?——基于DEA-Malm-
quist生产率指数与 fsQCA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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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ESG 基金尚处于发展初期，如何提升其绩

效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 2018～2021 年的 26 支

ESG 基金为研究对象，运用 DEA-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方

法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对 ESG 基金绩效进行评价，

并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 ESG 基金

的绩效提升路径。总体来看，ESG 基金绩效表现良好，但

不同基金之间差异较大。ESG 基金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研

究期间内呈现小幅下降趋势。提升 ESG 基金绩效的路径

有三种：一是在提高基金规模的前提下，保持较低的持股

集中度并尽可能降低调仓频率；二是在提高基金规模的前

提下，分散投资 ESG 评分高的标的；三是在提高基金规模

的前提下，长期持有 ESG 评分高的标的。根据实证分析结

果，提出了完善 ESG 评级体系、稳步扩大 ESG 基金市场

规模、基金经理逐步优化投资策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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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推动了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蓬勃发展。过往研究倾向于关注消费者对新能

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反应，而对投资者反应的关注相对匮乏，

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本文基于事件研究

法，实证检验了 COVID-19 疫情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企业投

资者对我国新能源汽车退坡补贴方案的响应模式，并探讨

了不同企业属性下（即是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否

位于一线城市、是否属于国有企业、是否属于新能源汽车

行业上游企业）的投资者响应差异。研究结果为新能源汽

车企业及其投资者的战略管理实践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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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双碳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

呼吁将双积分政策转变为碳交易机制，以更好地发挥汽车

行业在碳减排方面的潜力。然而，关于这两种政策之间的

衔接时间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争议。为此，本

文构建了一个双层规划模型，以探究政府政策与汽车制造

商的生产和研发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研究碳交易引入

时间和碳配额的最佳决策。研究结果表明，考虑到碳价和

积分之间的价格差异，目前并非最佳时机来衔接这两种政

策。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汽车的单车碳

排放量减少对于碳交易引入时间存在相反的影响。此外，

通过比较新能源汽车的利润和碳价格对于碳交易引入时

机的影响，我们发现前者对于汽车行业采用碳交易机制的

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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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仅全球 2500 家最大公司的供应链就排放了全球

20% 以上的温室气体，因此如何在合作供应链中实现最佳

减排努力并有效分配收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

基于斯塔克尔伯格模型框架，考虑了三种配额方法下的碳

交易，构建了联合生产的绿色供应链模型。首先，从供应

链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得到了减少碳排放的最佳努力、最

优的价格和产品的产量。然后，从碳市场监管机构的角度

来看，获得了最有利于减少供应链碳排放的环境。最后，

提供了一种基于修正夏普利值的利润分配方法，最大限度

地提高了公平性和稳定性。数据算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

理论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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