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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对国内外文献中有关商业模式的定义进行了比较研究 ,基于价值创新思想对商业模式的概念

和实质进行了结构化的界定,提出了由战略模式、运营模式、盈利模式组成的商业模式层次结构模型,指出

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中应将如何在所处的价值网络中发现、创造、获取和分配价值作为设计的核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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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环境激烈变动的今天, 竞争的复杂化促使企

业更加关注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创新也成为企业转

型设计的首要问题。从企业可持续成长角度看, 商

业模式是伴随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创业、转型的过

程中,商业模式有时代表着成功的战略或者实践, 有

时也往往与失败相伴相随。这种现象引起了学者们

对于商业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广泛讨论。但是总

体而言,学术界对商业模式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和梳理。

笔者认为, 现代企业成长的核心是建立在创新

基础上的,商业模式创新则是企业创新型成长系统

的一个子系统。深入研究商业模式的本质与内在机

理,其意义在于重新思考技术创新、购并整合等体现

企业价值的成长实践, 为企业持续盈利性增长提供

明确的指导。因此,研究商业模式的落脚点是企业

价值创新,而出发点则应是商业模式的本质及其系

统层次结构。

1 � 商业模式概念的比较与界定

对于商业模式的概念,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提出

了自己的定义, 但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 以及商

业模式本身的复杂性, 因此观点之间具有较大的差

异性。这里首先对其中较主流的观点进行了检索和

列举,然后采取管理研究方法论中下定义的种差界

定法,在比较并寻找其内涵一致性的基础上, 对商业

模式进行了重新定义。

拉里  博西迪和拉姆  查兰认为, 商业模式是

系统性的手段, 用于细致分析企业获取财富的各个

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检验假设情形并做出实

事求是的决定,帮助经营者持续动态地保持企业各

个部分之平衡 [ 1]。亨利  切萨布鲁夫和迪克  罗森
布卢姆认为商业模式的本质是把技术领域和经济领

域连接起来的中介结构
[ 2]
。马克迪温认为, 商业模

式是对企业至关重要的三种流量 � � � 价值流、收益
流、物流的惟一混合体[ 3] 。阿米特和左特认为, 商业

模式是企业创新的焦点和企业为自己、供应商、合作

伙伴及客户创造价值的决定性来源[ 4]。马格利  杜
波森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为了进行价值创造、价值

营销、价值提供所形成的企业结构及其伙伴关系网

络,以及产生有利可图的收益流的客户关系资本
[ 5]
。

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包括: 罗珉认为,商业模式

是一个组织在明确的内部假设条件、内部资源和能

力的前提下,用于整合组织本身、顾客、供应链伙伴、

员工、股东或者利益相关者来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

战略创新意图和可实现的结构体系以及制度安排的

集合[ 6] ;翁君奕认为, 商业模式是在给定环境中, 由

客户界面、内部构造、伙伴界面组成的要素形态的有

意义组合
[ 7]
;荆林波认为,商业模式是指一个企业从

事某一领域经营的市场定位和盈利目标, 以及为了

满足目标顾客主体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整体的战

略组合[ 8] 。

种差界定法是管理研究方法论中下定义的一种

基本方法,其规定定义的语法结构行为为:被定义之

物= 种差+ 属名。属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中心

词,而种差则相当于中心词的修饰词,包括定语、状

语、补语。基于此,我们对上述观点按照这种方法进

行提炼,以便于明了地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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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商业模式定义的中心词与关键修饰词的比较

代表人物 中心词 关键的修饰语(定/状/补)

罗珉 集合 战略意图、结构体系、制度安排

翁君奕 有意义组合 客户界面、内部构造、伙伴界面

荆林波 战略组合 市场定位、盈利目标、目标客户主体需要

拉里 博西迪、拉姆 查兰 系统性手段 获取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亨利 切萨布鲁夫、

迪克 罗森布卢姆
中介结构 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

马克迪温 混合体 价值流、收益流、物流

阿米特和左特 焦点、决定性来源 创新、创造价值

马格利 杜波森 企业结构、关系网络、客户关系资本 价值创造、价值营销、价值提供

本文观点 逻辑框架、思维方法
资源、能力的价值实现,包括价值网络、价值发现、价值创造、

价值获取、价值分配

� � 从词汇学的角度讲, 商业模式是一个合成词, 它

由!商业∀和!模式∀两个语素构成, 因此,要探讨商业

模式的含义,首先要了解商业和模式。汉语词典中,

!商业∀解释为!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
动∀, 即商业与价值创造和从价值获得收益等活动紧
密相关。!模式∀解释为!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
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如模式图、模式化∀。我
们认为, !商业模式∀不在于要素而在于整合, 隐含有

系统化、层次化、标准化以及反复检验、相互支持、逻

辑上相互统一的特点, 故将其在定义法中的!属名∀
归结为逻辑框架、思维方法,而将组合、集合、中介、

手段、设计、认知等作为其外在表现(如 Dell的直销

模式)。同时,我们认为!商业模式∀的目的和归宿是
企业资源、能力的价值实现, 故将其在定义法中的

!种差∀归结为即企业如何在其所处的价值网络内发
现价值、创造价值、获取价值和分配价值。

我们定义, 商业模式是关于企业如何在其所处

的价值网络内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获取价值和分配

价值以实现其资源、能力价值化的核心逻辑 ( cor e

logic)和思维方法。

2 � 商业模式的层次模型

现实中,人们常常把电子商务模式、会员费模式

等提法等同于商业模式, 仔细推敲其实它们是商业

模式系统框架的一个有机组成。理论界和咨询界对

于商业模式的层次划分也进行了探索。斯莱沃斯基

提出了企业设计四大要素是客户选择、盈利模型、战

略控制和业务范围[ 9] ,斯图尔特等认为商业模式是

关于企业如何赚取并维持利润的方法集合, 因为盈

利是企业的终极目标, 因此必须涉及到财务方面的

模型[ 10] 。

我们认为, 有必要找到联系这些要素的内核, 从

结构层次的完整性进行分析。商业模式的设计是以

价值实现为线索的,是在价值网络内通过战略选择

以创造价值、获取和分配价值的完整的构架。其中

在价值网络内进行战略选择是前提, 价值创造是过

程,价值获取是目标与终结, 三者构成一个!三位一
体∀的循环的逻辑框架。通过概念间的对应关系,可

以把价值网络内的战略选择归结为战略模式,价值

创造归结为运营模式, 而价值获取归结为盈利模式。

三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环环相扣的。我们用!问

题分析∀中的! 5W1H∀来理解这个框架的完整性。
假设前提是:如果! 5W1H∀都具备, 那么它就是完备

的。逐一归类, w ho (企业)、when(总体战略、事业

战略、网络定位战略的战略选择)、wher e(价值网

络、价值发现与价值分配)、What (创造价值)、why

(获取价值)、how (核心逻辑与思维方法) ,体现出了

内在的组合关系。少了战略模式, 价值实现的主体

就失去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方向和定位; 少了运营模

式,价值实现的主体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少了盈利模

式,价值实现的直接意义和衡量标准就会出现缺失。

而如何将这些价值实现的要素动态地有机地组合起

来,则成为商业模式要回答的问题。

商业模式的层次结构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 � 商业模式层次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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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战略模式
商业模式和战略既紧密相关又相互区别。商业

模式立足于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反映了企业的战

略选择与运营、盈利等的逻辑关系,有助于对战略选

择产生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并测试其有效性。这时

把战略选择转换成商业模式中的战略模式还需要企

业决策者进行更多的思虑, 即在战略选择的基础上

如何从一系列的要素组合中选择最佳的商业模式。

战略模式主要回答了企业为谁创造价值、价值

命题、竞争优势是什么、战略定位、战略原则、价值网

络定位等问题。

为谁创造价值探讨企业所在市场的类型和范

围。市场类型和范围主要包括顾客是谁、顾客的类

型、地理分布、顾客间的联系和企业所处的价值链环

节等。它们对企业如何组织、资源需求和产品或服

务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 不能够充分定义市场类

型和范围意味着企业经营的高风险。

价值命题指的就是产品、服务或技术为使用者

创造的价值的明确定义, 一个表面上很普通的技术

进步却可能提供强有力的价值命题。如佳能公司的

小型、廉价的复印机就提供了一个与施乐完全不同

的价值命题, 即方便性 � � � 客户可在自己的个人办
公室里安装。

对于竞争优势的分析,不能忽视产业价值转移规

律,这种在行业、产品、技术之间的价值转移会引发企

业市场价值的深远变化。而如何超越行业生命周期、

企业生命周期、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 实现企业的持

续盈利性成长,就必须关注价值流入和流出, 通过商

业模式创新进入新的价值创新与实现的空间。

战略定位探讨如何基于竞争优势发展和提高核

心能力,巩固企业在外部价值链中的地位。企业的

这种核心能力应该是持久、不易为竞争对手所模仿

的,并且在一定时间内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小。

通过确立战略控制点可以达到保护利润和价值流的

效果。

确立战略控制点的方法包括确立行业标准、品

牌、商誉、专利、版权、强大的研发及产品推广能力、

低成本、分销渠道控制、稳定的客户关系、原材料控

制等, 重在解决!为什么客户要从我这里购买产品、
如何才能保持产品利润、怎样才能不被对手超越∀这
3个问题。

战略原则在商业模式的实施阶段具有重要作

用,不同的战略指导原则能够使两个具有相同运营

或盈利模式的企业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

价值网络由供应商和顾客间形成的多条价值链

构成,企业如何参与或者构造价值网络,是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关键,包括如何确定网络成员、建立网络关

系、定位网络位置。价值网络除了从供给的角度提

高了辅助性产品的供应, 还从需求的角度提高了消

费者之间的网络效应, 明确在价值网络的定位并在

网络内部建立紧密的联系,能够使企业充分挖掘自

身产品和技术的商业价值, 打败竞争对手。

上述因素可以用公司战略和(价值)网络定位战

略来归纳,两者之间是相互支持、相互限制、相互演

进、相互转化的;价值网络效应可以支持某一事业的

发展;公司战略发展所形成的资源或竞争优势, 也是

网络关系运作中的重要支柱。公司战略的多角化会

渐渐形成网络间的关系, 价值网络定位也将影响公

司战略的发展方向。

2� 2 � 运营模式
运营模式体现了价值创造过程,是公司创造价

值的内部流程和基础结构, 包括组织结构、管理过

程、研发、知识管理、支撑系统、采购、产品或服务分

销模式、物流、库存、流程、媒介、载体、合作等。运营

模式是企业整合一种或者数种资源的方法,促成了

企业核心能力, 并将战略和能力转化成为价值。不

同的运营模式具有不同的盈利潜力和竞争优势, 它

为企业所带来的竞争优势最终可以归结为能为顾客

创造更多的价值。

企业间为争取顾客和获得资源而展开竞争,一

个好的运营模式意味着确保其成功的独特能力和手

段 � � � 吸引客户、雇员和投资者,在保证盈利的前提

下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

分析运营模式可以采用哈佛大学波特教授提出

的价值链模型。该模型清楚地描述了企业运营的经

营活动(基本性作业)和管理活动(辅助性作业) , 前

者包括进货后勤、制造、营销、服务, 销售后勤等,后

者包括基础结构、人力资源、技术开发、采购等, 这些

都是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的组成部分, 企业可以在价

值链上某个或者某几个环节上通过开发形成竞争优

势[ 1 1]。

基于价值链分析, 企业需要以竞争导向、顾客导

向或产业先见等思路来确定运营模式, 需要回答包

括如何进行价值链上的基础性和支持性作业、交付

的是产品还是服务或者两者的组合、产品或服务是

标准化的还是定制的、如何确定生产线的宽度和广

度、采用哪种实现价值的方式(内部生产还是外包或

者采用许可证、转售和增殖后转售)等问题。

2� 3 � 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回答了企业怎样赚取利润, 它包括企

业的收入来源及结构、定价方法和策略、营运杠杆、

成本结构、利润和预期的生产规模等。通过确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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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财务模型并应用分析软件, 企业可以对商业计

划中的每一个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并测算因素的变

化对整体的影响程度。盈利模式的不同决定了企业

竞争战略、系统结构、资源管理、内部能力构建和经

济绩效的不同。

收入的来源或称利润源, 是指企业提供的商品

或服务的购买者和使用者群体, 他们是企业利润的

惟一源泉。利润源分为主要利润源、辅助利润源和

潜在利润源。评价利润源可以从 3个方面考虑: 一

是要有足够的规模;二是企业对其需求和偏好有比

较深的认识和了解;三是企业在挖掘利润源时有一

定的竞争优势。

斯莱沃斯基认为盈利模式设计要以顾客为导

向,以利润为中心。其核心是以顾客价值,在市场细

分和客户偏好分析的基础上, 企业可以通过有效的

定位来抓住高利润的客户群。盈利模式的分析有助

于将企业从既有的靠单一产品赚取利润的思维定势

中解脱出来,发现一个个全新的利润区,寻求更广泛

的利润来源方案 [ 12]。

收入结构要说明消费者怎样支付、支付多少, 所

创造的价值如何在消费者、企业自身和供应商之间

进行分配。

通过分析价值链的成本水平可以确定产品的成

本结构,并据此估算产品的目标边际收益。进一步

把边际收益和实物、财务资产结合在一起,进行更深

入的财务分析。销售利润率、利润增长、资产效率

(资产/销售额的比率)、资本密集度,均可以作为盈

利模型的重要指标。

3 � 结构化的商业模式创新设计

重新界定商业模式概念并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意义在于: #更加结构化,直观、明了,易于进行动态

组合; ∃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方向、空间及其向量
组合, 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性; % 对于新创、转型企
业的战略设计, 提供一体化的管理解决方案。

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是核心逻辑的创新。在创

业设计中,完整独特的商业模式意味着企业恰当地

定位了其顾客价值空间、建立了有效的运营能力并

能够实现预期盈利, 这是创业成功的有效保障。而

商业模式创新则关系到企业能否有效规避成长中的

!拐点∀,避免认知陷阱和路径依赖性,将环境和变化

带来的价值转移、企业能力和财务目标有效地结合

起来,实现!二次创业∀。

在进行商业模式创新设计时, 可以参照如下问

题筐。

商业模式设计和创新需要依据一定的逻辑顺

序,以战略选择(含价值网络)、价值创造、价值获取、

价值分配为线索思考的顺向循环是其中一种方式;

反向循环有助于企业随时提出警醒并进行策略调

整,即企业既可以通过关注客户需求的变化来分析

价值转移,也可以通过分析财务指标来探究盈利模

式的细微变化。而解决方案则可以通过企业调整财

务模型中的成本和收入来制定解决方案, 如找到新

的原材料供应商(价值网络)采购低廉的原材料进行

生产,或通过加强库存管理来降低库存成本(运营模

式) ,同时也可以通过占领高端市场(战略选择)提高

单位产品的价格来获利。

图 2 � 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的问题筐

商业模式 3个层次(模式)中的每一个层次又包

含很多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组合可以形成很多种

选择,因此总的商业模式的备选方案也有很多种,企

业需要根据自己的约束条件(如资源、时间、质量、成

本等)和内在的逻辑关系及连续性、一贯性进行反复

循环检验,不断缩小组合的范围,可最终确定较适合

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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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没有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显

著,中国股市的波动还是主要受自身经济的影响, 这

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相符合。虽然中国股市与世

界主要股市之间的联动效应已经产生, 但并没有达

到完全联动;且中国股票市场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

人民币升值和股权分置改革等客观因素叠加发生作

用的特殊时期, 加上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运作惯性,

因此国际股市的上升和下跌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不会

太大。但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将逐步开放,与国际证券市场的联动性也会随着中

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而逐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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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 Based on Cointegr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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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ily clos ing data f rom m ain internat ional stock markets and China's stock market from 2002 to 2009, and empiri�

cally in vest igates the correlat ion s betw een Shanghai C om posite Index as well as S hen zhen C om pon ent Index, and H ang S eng Index , Nikkei 225

S tock In dex, Dow�Jones Index, Financial T imes Index and Fren ch CAC40 in dex by the correlation tes t, cointegrat ion test and Granger cau salit y

test� T he result s sh ow s that S han ghai Composite Index and Sh enzhen Component In dex cor relate and cointeg rate r espect ively w ith H ang Sen g

Ind ex, Dow�Jones Index, Nik kei 225 index, Fin ancial T imes Index and French CAC 40 index� And the further r esear ch show s that the im pacts of

internat ional stock market on China's stock market b ecom e increasingly evident , wh ich in dicates that China's stock market b ecom es m ore mature,

and cons istent gradu ally w ith intern at ional stock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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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nterprise's Business Model Based on Value Innovation

Liu Li, Qu Xiao fei
( Facu lty of M anagem ent and Econ om ics, Dal ian University of T ech nology, Dalian 116023, Chin a)

Abstract: T his pap er makes a comparat ive research on the def init ion of b usiness model according to the lit eratures at h ome and ab oard� And it

d ef ines the con cept and substance of bus ines s m odel b as ed on the idea of value innovat ion, then pr opos es a hierarchy st ru cture model of busin ess

m odel w hich is composed of st rategic model , op eration model and prof it model� Final ly, it point s ou t the core logic of designin g busines s model is
th at how to create, acquire and dist ribute value in value netw o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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