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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平台形成机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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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双边平台的形成机制目前研究还不是很多 ,作为一种新经济下普遍存在的一种产业组织结构是如何从传

统的组织结构演变过来的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通过对 ICT 行业操作系统平台和移动增值业务平台的案例分析认为

双边平台的出现与产业价值链的模块化导致产业链演化为价值网 ,中心模块逐渐演化成为网络中的基础设施平台

从而得出了“价值链 - 模块化价值网 - 系统平台”的演进过程 ,并且对于这种过程给予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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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边平台理论的出现源于现实的商业世界中

出现大量的用传统的“供应商 - 客户”的单边企业模

式不能解释的产业组织的问题 ,特别是在电子商务 ,

软件操作系统 ,传媒产业等的新经济产业融合大量

涌现的这种“客户 —平台企业 - 客户”的双边模式以

后。这些结构的产业中 ,交易活动都是在某个平台

商进行的 ,这个平台通过一定的价格策略向多边交

易方出售产品或者服务 ,并促使他们在平台上实现

交易。Rochet 和 Tirole 对双边平台进行了定义 ,

“当平台向需求双方索取的价格总水平 P = PB + PS

( PB 是平台向消费者索取的价格 , PS 是平台向商户

索取的价格)不变时 ,平台中任何需求方面临的价格

变动都将影响到平台的交易量和另外一边的需

求[1 ] 。21 世纪初期 ,企业双边市场理论引起了学术

界和产业界的积极的关注 ,从 2002 年开始 ,在主流

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杂志上 ,不断有这类的研究成

果发表。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双边平台的价格结构机

制研究、平台的竞争研究 ,平台兼容性研究等 ,但是

关于双边平台作为一种产业组织的现象 ,它是如何

演化过来的 ? 演化过程背后的经济学解释是什么却

涉及很少。

1 　研究进展

目前得到的文献有 Andrei Hagiu 的研究表明 ,

双边市场中 ,平台厂商的作用体现在内部化双边平

台的网络外部性上[ 2 ] 。国内研究中 ,陈宏民 ,胥莉研

究第三方金融数字认证产业形成原因中认为 ,双边

市场中平台形成的成因问题是价值链的重构 ,供应

链的问题可以通过价值链的抽象 ,用传统的产业组

织理论来分析 ,在价值链的某一个环节 ,只存在市场

和工艺上的前后向关系 ,并不可以将这个环节的前

后分别划分为不同的市场。而双边市场在某种程度

上脱胎于价值链的重构 ,原来的某一环节随着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 ,其重要性和价值越发凸显 ,在这种情

况下 ,它就有力量将价值链分离为两个独立的片断 ,

也就是平台两侧的市场 ,而自身演变成为双边市场

中的平台[3 ] 。徐晋[ 4 ]研究认为 ,平台是显化的市场 ,

该观点认为交易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

阶段是市场交易的隐化阶段 ,这个阶段的市场不是

利益的主体 ,是由交易双方自发形成的 ,仅仅作为交

易空间调节需求。假定市场本身是没有利益诉求

的 ,无实体的环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市场功能

物化 ,表现为第二阶段的特点。第二阶段是交易市

场的显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市场 ,表现为利益主体 ,

体现为一定的交易场所、交易手段和交易空间 ,也就

是平台。市场的显化还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现实的

显化和虚拟的显化。现实的显化的表现形式最为常

见的是超级市场、商业圈、证券交易场所等实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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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虚拟显性化的表现形式则是信息时代的产物 ,表

现为电子商务平台等虚拟市场。

2 　双边平台形成机制分析

本人在研究 ICT 行业双边平台案例的基础上 ,

提出双边平台形成的“价值链 (chain) —模块化价值

网 (net) —系统平台 (platform)”三阶段机制理论 (简

称 CN P 分析模型) 。

双边市场平台的形成是产业组织理论一个崭新

课题 ,传统的产业组织中 ,对于产业组织分为横向的

纵向的两个方面 ,对于产业的竞争和垄断的解释也

是完全建立在这个线形的链状思维的模式上。双边

市场的研究对象中往往存在着明显的交叉网络外部

性和自外部性的产业中 ,产业中各企业的关系 ,从传

统的 1 :1 链状思维逐渐演变到了 1 :N 网状的思维。

企业之间的联系由以前的前后向的关系 ,变为中心

和外围的关系 ,在这样的中心和外围的产业模式中 ,

会逐渐形成若干利益显著相关的中心 ,中心提供大

量的基础设施供外围使用 ,导致了平台的产生。

211 　从价值链理论到模块化价值网理论

价值链的理论是波特提出来的 ,他认为价值链

分为企业内部的价值链与产业的价值链 ,我们这里

谈的就是产业价值链 ,传统的工业企业中 ,产业内部

的各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前后关系 ,从而形成了产

业内部的这种链状的关系 ,企业可以通过在链状系

统上下游的扩展实现纵向一体化 ,也可以通过横向

的扩展实现横向一体化 ,企业的问题就是“采购还是

自制”,企业和企业的关系就是单一的“采购与销售”

的关系 ,是典型的工业化链状线性思维 ,适合大规模

工业生产时代的产业经济分析。

以 ICT 技术为核心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催

生现代企业商业模式和组织架构的创新 ,组织的模

块化已经引起了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

组织模块化的价值网理论应运而生 ,在信息系统的

设计中 ,模块只是将具体的问题进行结构化分解的

基本办法。随着学科的交叉渗透 ,模块化的技术方

法已经广泛的应用到了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中 ,出

现了产业模块化和组织模块化的概念[5 ] 。青木昌彦

认为 ,现代企业的拆分 ,权力的下放 ,精简部门 ,部门

沟通事实上就是组织模块化的过程 ;而企业业务的

外包 ,代工活动 ,以及企业的联盟被认为是外部的组

织模块化过程[6 ] 。

事实上 ,随着大规模生产方式向模块化生产方

式的演变 ,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的假设、原则和价值观

念的主体正在发生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和

信息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 ,知识的信息资产是可

分离的信息性资产 ,其所有权可以和生产者分离 ,可

以进行交易。因此企业可以将制造产品按照模块化

设计原理进行编码化分类 ,分为“看得见的设计规

则”和“看不见的设计规则”。企业不必要将所有的

生产过程集中于企业内部 ,可以通过外包模块或者

采购的其他企业的标准件来满足企业的需求。在模

块化的生产中 ,编码化的设计知识成为生产核心 ,而

制造业的规模和中心地位明显弱化。因此工业时代

所创造的垂直一体化组织模式受到挑战 ,模块化生

产网络取而代之[7 ] 。

价值网中 ,企业内部的模块化和企业外部的组

织模块化同时存在。组织内部的模块化 ,最后表现

出的就是“一体化的企业组织模式”。组织外部的模

块化 ,表现为核心企业协调下的网络组织模式。对

组织内部的模块化而言 ,组织可以直接对整个内部

系统进行系统设计、功能划分 ,从而形成新的组织模

块 ,确定新的联系规则。但在企业外部 ,却不能这样

进行。外部企业的模块化 ,重点应放在模块化封装 ,

对已有的接口和联系规则进行更新、调整 ,使其符合

协作网络的需求。企业内部和外部网络通过连接发

生联系。外部企业通过精心设计的“接口”与核心企

业发生联系 ,而不用关心其内部的运作。关于接口

的重要性 ,克莱顿 ·克里斯腾森和迈克尔 ·雷纳在

谈到产业的整合和分化时指出 ,无论是对于行业初

期推动整合的力量 ,还是对于最终导致行业分化为

多个组成部分的力量 ,价值链各阶段之间的接口都

是关键。当我们引入价值网概念时 ,网络各个节点

之间的接口设计更显得格外重要。毕竟和价值链相

比较 ,价值网中的价值交换复杂得多。

图 1 　价值网模块理论

图中的虚线部分表示价值网中的核心企业 ,它

已经完成组织的模块化 ,内部的子组织模块已经形

成协作网络 ,虚线外部的圆形 (下游企业)和方形 (上

游企业)表示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黑色表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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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模块已经进入价值网 ,它通过设计的接口与核

心企业进行信息交换 ,流入核心企业的信息经过协

作网络的处理再通过接口进行反馈[5 ] 。

212 　从模块化的价值网理论到平台理论

模块化的网络中必然存在大量的互补性的模

块 ,在互补性很强的地方 ,必然存在一个模块来协调

这些模块之间的交易 ,最后这个模块通过提供公共

的基础设施来获得交易的中间地位 ,形成一个网络

中的核心平台。

213 　平台形成动力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21311 　交易成本理论

如果是为数不多的企业参与产业价值链中 ,这

里就不需要平台 ,企业之间的交换彼此的相遇并不

困难。如果存在大量的企业和消费者的产业价值网

中 ,消费者或者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搜索成本。平

台的中介服务通过协调客户和供应商的交易而提供

出来的 ,消费者不用直接与供应商打交道 ,而供应商

也不需直接与消费者打交道 ,这样就节约了市场双

方搜寻和交通成本。

产业的模块化使得产业中不同角色的企业变成

为一个网络结构 ,网络结构的产业价值网 ,设想一个

产业价值网的模型 ,产业中有 N 个企业 ,它们之间

形成网络之间的联系。企业和企业之间沟通为 C。

则 MAX(C) = N 3 ( N - 1) / 2。产业价值网中有沟

通最频繁的两类企业之间将会有最强烈的减少沟通

的需求 ,开始的阶段实力较强的核心企业将会在企

业中建立这样的组织 ,提供这种交易的中间层组织 ,

以减少了周围企业与自己交易的成本 ,在越来越多

地网络中的核心企业拥有这样的组织机构时候 ,产

业内部将会有很强降低资本支出和运作支出的激

励 ,使得这些企业之间将会产生一个中间层组织 ,这

个组织提供统一的沟通界面 ,提供企业之间交易的

基础设施。企业的交易界面将下降为 N。这种情况

下 ,平台企业统过对平台中两个或者多个相关性很

强的企业提供服务。

21312 　不对称信息理论

价值网中各交易实体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导致逆

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平台可以通过合约的设计

和降低合约签署和实施的成本 ,比如平台企业可以

通过评价产品质量和绩效的投资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来降低网络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险带来的系统的无效率。

21313 　网络外部性理论

ICT 产业的模块化导致产业出现了系统产品的

图 2 　交易成本图 1

图 3 　交易成本图 2

特点。系统产业各模块之间出现了很强的互补性和

竞争性 ,产生了很强的直接网络效应和间接网络效

应 ,在网络效应非常强的地方 ,互补模块必然产生一

个模块成为其他模块接入和联系的标准 ,这个模块

成为“中心”模块 ,其他模块成为“外围”模块 ,这样以

前模块之间平等的关系变为主从的关系 ,这个模块

就成为“平台”模块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平台厂商通

过支配地位获得的市场收益来加大平台的投入从而

解决模块之间的公用地带缺乏投资的激励问题。

3 　案例分析

本文利用上面的 CN P 的分析 ICT 行业双边平

台的形成机制的模式来分析操作系统双边平台和移

动增殖业务平台形成的过程。

311 　操作系统平台的形成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中负责支撑应用程序运

行环境和用户操作环境的系统环境。本文以个人操

作系统市场为例 ,操作系统是一种双边市场平台 ,在

平台的两边分别有两个市场 ,操作系统平台厂商与

消费者构成的市场与操作系统平台厂商与应用软件

开发厂商形成的市场。消费者和应用软件开发商之

间有明显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操作系统平台在应用

软件开发商方面是通过授权的方式提供给应用软件

开发商 ,在消费者方面是通过预先安装了操作系统

的电脑提供的。双边市场中应用软件越丰富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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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市场的消费者的购买平台的愿望就越高 ,所以操

作系统平台早期产品的定价结构中应用软件开发商

的价格就很低 ,消费者需要购买操作系统的授权 ,会

出现不对称的价格结构 ,这些都是操作系统双边平

台客户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决定的。那么在操作系统

双边平台是如何形成的了 ? 为什么王安电脑和苹果

电脑的操作系统没有形成双边平台 ? 下面就以

CN P 的分析模式来解析操作系统双边平台形成的

机制。

31111 　计算机市场的封闭式价值链体系时代

20 世纪 80 年代 ,计算机产业是纵向分布 ,如图

所示 ,一家计算机公司将拥有自己的半导体芯片供

给 ,软件操作系统 ,应用软件等纵向一体化的机构。

图 4 　80 年代的计算机产业结构模式图[8 ]

　　传统的这种结构下 ,每个厂商生产的芯片、计算

机和操作系统都是专属的 ,其他的厂商的不能兼容。

IBM 主要集中在大型机行业 ,D EC 集中在小型机。

在这个时代王安电脑生产的文字处理电脑销量很

好 ,成为当时最大的个人电脑公司之一。

31112 　个人 PC 市场的开放式价值网时代和操作

系统双边平台形成

早期的个人电脑市场的成功使得 IBM 逐渐抛

弃了以前对个人电脑的偏见 , IBM 专门成立了个人

电脑产品小组 , IBM 由于缺乏相关的技术 , IBM 建

立了以 IN TEL 的微处理器为核心的 80X86 体系结

构 ,操作系统采用了微软公司的 DOS 系统。IN2
TEL 微处理这个技术可以使以前很多块芯片上的

东西存储到一块芯片上 ,同一块微处理器可以生产

很多种个人电脑 ,这种技术冲击使计算机硬件的大

批量生产成为可能 ,也为个人电脑发展带来了技术

和经济基础。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 DOS 也出现了 ,

微软提供了 DOS 下得 BASIC 软件开发工具 ,DOS

的开放型使得操作系统上面有很多应用软件 ,应用

软件的丰富又吸引了大量的个人计算机爱好者购买

了安装 DOS 操作系统。DOS 操作系统因为能够兼

容 IBM , COMPAQ 等各种计算机 ,DOS 操作系统

变成了业界事实上的标准 ,就像微软创始人比尔 ·

盖茨在他的《未来之路》中写的“正反馈”效应一样 ,

横向的模块化价值网形成了 ,在这个价值网络中平

台的软件操作系统和硬件的微处理器成为系统产业

中的网络外部性最强的地方 ,在操作系统行业形成

了双边市场的格局。

图 5 　90 年代的计算机产业结构模式图[8 ]

31113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形成与成功与苹果电

脑的失败

那么在操作系统市场上为什么 WINDOWS 操

作系统成功 ,而且我们为什么也称他为双边市场 ,而

苹果电脑作为 PC 产业的创始人 ,他的操作系统却

很难称为成功 ,且不称之为双边市场了 ? 在苹果电

脑的策略中一直还是价值链的思维 ,他的操作系统

一直是专用的 ,全世界只有少数的企业获得授权在

其操作系统上开发软件 ,软件的数量和种类不多 ,而

且苹果的操作系统也一直只能在他的苹果电脑上运

行。这种封闭式的价值链商业模式无法利用新经济

的网络外部性的特性来达到正反馈的商业效果 ,导

致他相对于微软操作系统商业的巨大反差。

312 　移动增殖业务平台形成

31211 传统电信产业封闭体系结构

在电信业放宽管制以前 ,电信市场是一个完全

垄断的市场。美国是 A T &T ,日本是 N T T ,我国是

前中国电信 ,这些电信运营商当时无一例外地几乎

都经营着整条价值链上的所有的活动环节 ,采取的

是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战略。它们既经营整个网络又

提供所有的服务 ,甚至连终端的分销渠道在那时都

是自己来做 ,而且他们通常还拥有着庞大的电信设

备的研发生产部门 ,这使得潜在的进入者很难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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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到价值链上的某个活动环节上来 ,就算电信

设备提供商能参与进来也只能获得很少的附加值 ,

而运营商的附加值却等于整个市场的附加值 ,其结

果是运营商享受着超高额的垄断利润 ,很难有动力

开拓创新 ,推动网络和电信服务的发展。Fransman

教授在 2001 年对电信业所做的概念划分 ,他将电信

业划分成了 6 个层次 :电信设备及软件层 ( Equip2
ment & Software Layer) ;网络层 (Network Layer) ;

接入层 ( ConnectivityLayer ) ;导航和中间件层 。

图 6 　电信产业价值链

　　( Navigation Middle2ware Layer ) ;应用 (含内

容)层 (Applications ( includingContent) Layer) ;客

户层 (Customers) ,见图 6。

31212 　开放的电信价值网

随着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与应用 ,移动通

信业务日益高度专业化又高度综合 ,导致了互联网

内容服务提供商 (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 ICP) 、

互联网平台服务提供商 ( In ternet Platform Pro2
vider , IPP) 、应用服务提供商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 ASP) 和独立软件开发商 ( Independent

Soft2Ware Vendor , ISV) 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 ,

移动运营市场走向开放以及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

转变也使得移动运营商同行之间的竞争被加剧 ;而

面对消费行为愈发成熟的客户 , 移动运营商为了满

足他们不断增长的低资费、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业务

需求 ,开始对 ICP、ASP、电信设备制造厂商形成了

某种依赖 ,产业链中的各方力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相互牵制。所以 ,移动运营商虽然仍能凭借网络资

源和客户聚合的优势处于产业链的核心位置 ,但它

必须适应变革、调整竞争战略 ,并以新的更优越的商

业模式整合产业链中的不同环节 ,才能不断满足或

创造客户的需求 ,赢得市场的竞争[9 ] 。见图 7。

图 7 　电信产业价值网

31213 　移动增值业务双边平台的初步形成

在电信的产业价值网中 ,移动运营商 (MNO) 和

MVNO (虚拟移动运营商) 处于核心地位 ,这样一来

中心 (可能是 MNO 和 MVNO) 提供大量的基础设

施供外围使用 ,包括业务的管理模块和业务控制模

块以及业务的生成模块 ,导致了平台的产生 (见图

8) 。以日本 N T TDoCoMo 为例 ,作为全球第二、日

本第一的移动运营商 ,现拥有 4 500 万用户 ,其中 i2
mode 为 3 500 万手机用户提供电子邮件和互联网

接入服务 ,而在 2001 年推出的全球第一个基于

WCDMA 的 3 G移动服务 FOMA 于 2003 年底获得

了突破性增长 ,并在 2005 年 2 月 21 日突破了 1 000

万用户大关。在移动商务领域 ,N T TDoCoMo 创造

的 i2mode 模式 ,不仅是成功的技术和市场创新 ,更

缔造了一种基础电信经营和增值电信经营完美结合

的价值网。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 ICT 行业的典型的双边平台的案

例分析 ,初步得出了分析 ICT 行业双边平台形成的

一个理论的解释 ,需要进一步在商业的实践中进行

检验和修正。他是通过 ICT 模块的特性得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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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电信产业平台模式

解释 ,然而 ICT 行业目前与其他传统产业大量的融

合 ,传统的双边市场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变成逐渐

演变成了一种巨大威力的“正反馈经济”,在现在以

及可预期的未来会有更多的基于信息技术的双边平

台商业模式涌现 ,双边平台的出现带来了对新经济

新的理解 ,也对我们商业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同

时双边平台的“赢者通吃”、“正反馈经济”的特性 ,为

企业的战略和营销管理提供崭新的研究课题 ,也为

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规制和反垄断的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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