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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驱动制造企业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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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数据驱动的理论视角，选取海尔食联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采用“数据驱动‑动态能力提升‑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

动态逻辑框架，运用扎根理论系统阐释数字商业模式创新过程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有赖于组织数据资源

的充分利用，数据驱动作为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的重要动因，其中包含“需求源点建立‑场景链条联动‑网络共享交互”的三个

关键环节；数据驱动作用于组织动态能力的发挥与提升，同时动态能力补充了企业数据驱动为前因的中间作用机制，以实现企

业数字商业模式组件的优化；从整体生成式视角进行剖析，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是基于“价值主张校准‑场景体验优化‑价值网络

拓展”三维度的动态过程而实现，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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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经济背景下，外部竞争与内部变革交织，各类企业都已加大数字技术投资以获取全新增益锚点，数

字商业模式的实现有助于企业在高度动荡的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Hanelt et al，2021）。利用数字技术有助

于优化产品、服务、创新流程，当前许多企业已将数字商业模式的构建视为高效响应市场和促进自身成长的

关键战略性问题（Zhao et al，2020）。例如，雷神科技打造用户交互平台，摆脱传统生产与制造的桎梏，率先实

现硬件生产商向生态服务供给商的转型升级，以解决用户需求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增强企业发展实力。

Bärenfänger和 Otto（2015）首次提出数字商业模式概念，该研究认为其有别于传统电子商务情境，依托数

字技术的支撑，能够促进企业内部运营优化并增加与顾客、合作商间的互动。Dellermann等（2017）将数字商

业模式定义为信息技术促进利益相关方共同开展创造经济价值的活动。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动因与实现结果

对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进行探讨。从动因视角来看，数字技术带来的发展新机遇是推动数字商业模式持

续改进的关键因素。汪志红和周建波（2022）深入研究制造企业在服务转型过程中，探索技术创新与商业模

式创新间协同互动机制。孙新波等（2021）学者基于动态能力视角，探究传统企业建设数字平台商业模式的

过程机理。张振刚等（2022）研究表明数字赋能优化企业价值创造流程，同时也促进商业模式向数字平台及

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等转变。王烽权等（2023）等研究中提出，数据驱动与商业模式创新相辅相成，达成价值创

造与获取的动态平衡。从实现结果视角来看，数字时代为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设计提供更多机会空间，优化

其组件结构。例如，Leminen等（2020）提出工业互联网驱动的商业模式已向价值基础、价值空间、价值潜力

转变。

尽管当前研究已注意到数字商业模式在促成因素与实现结果方面的作用机制，但仍存在以下缺口：第

一，当前文献关注到特定数字技术、数据赋能、动态能力等动因对数字商业模式带来的创新影响，但忽视了数

字化转型背景下对数据作为核心资源如何发挥价值的探讨，即对数据资源化的作用机制解构不足；第二，现

有研究多从静态视角剖析，围绕数字商业模式的类型划分与实现结果进行探讨，仍处于解释与描述层面，对

如何“整体生成式”解构数字商业创新实现的研究缺乏动态性与系统性阐释。

鉴于研究必要性与理论缺口，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以青岛食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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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联网”）为研究对象，探究如何通过数据驱动促进企业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丰富数据驱动和数字商业

模式相关理论研究，同时也对指导企业借助大数据手段构建数字化情境下的竞争优势具有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一）数据驱动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可以将不同来源、格式、类型的数据统一收集存储，

并通过一定算法实现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分析，从而产生具有较高价值密度的信息。因此，作为从数据中获取

价值的手段，对于数据驱动的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现有关于数据驱动的研究划分为以下两类：首先，从流程视角出发，大数据被认为具有规模性（volume）、

高速性（velocity）、多样性（variety）的 3V甚至是 7V特征，通过获取并分析海量数据以实现对相关产品或服务

创新和定制化设计，改善企业应对更多市场挑战的能力供给，从而支持企业构建竞争优势。这些文献指出，

数据是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推进器，对组织文化的塑造、流程与结构的优化、能力转变等方面有显著积极地

影响（Park et al，2021）。在营销环节，利用大数据进行市场及渠道的分析，敏捷响应用户需求（陈晓颖等，

2019）。在生产领域，基于实时性、动态性数据，有助于生产环节的精准把控，充分发挥杠杆作用，降本增效

（张明超等，2021）。其次，从资源观视角出发，数据驱动的核心在于数据多重属性的激活与数据能力的形

成。例如，赖晓烜（2023）等人指出数字时代背景下，动态能力的形成和演化是数据驱动的作用结果。同时，

大数据作为企业的关键战略性资源，现有研究关注于企业价值创造、等方面的作用机制。资源观视角的文献

中指出，数据驱动下有利于优化治理结构，有效推动组织业务与流程适应性调整（Sjödin et al，2020）。基于企

业全生命周期的大数据，构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兴趣图谱，从客户端、流程端与合作端三方面共同促进供

应链敏捷性的实现（李婧婧，2022）。来自于零售商、生产商、供应商等多方主体数据的及时回溯共享，都将作

用于企业经营决策，促进商业生态系统间的价值共创（李树文等，2022）。从以上研究中发现，大数据的价值

并不仅仅在于数据要素资源本身，核心在于与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惯例相结合而形成的数据驱动效应（孙新波

等，2019）。然而现有研究并未充分建立起数据驱动与数字商业模式间的联系，二者间的促进机制仍有待进

一步阐释。

（二）动态能力与数字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被定义为企业如何进行创造、交付并获取价值的系统架构，当前数字技术的开放性、生成性等

特征触发服务化与敏捷性的实现，将企业引入新的价值创造途径。数智时代引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来源微

妙变化，为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着眼点。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已从电子商务情境向数字化情境转

变，引发关于数字商业模式本质及如何实现创新的探讨。具体来说，数字商业模式是一个由产品-服务-平
台共同构成的活动系统，利用网络效应实现新颖价值的创造与交付。后续学者在架构系统的指引下，将数字

商业模式划分为数字价值主张、数字价值创造与数字价值获取三个维度（钱雨和孙新波，2021）。

对于数字价值主张，强调企业面对 C端用户多重价值诉求的动态性优化与调整。信息技术促进快速决

策与沟通，精准捕捉并分析需求数据，企业能够跟踪用户不断升级的价值属性，动态塑造自身价值主张（张璐

等，2022）。同时，面对主流市场需求属性的改变，感知并制定符合情境的价值主张是数字技术市场化的关键

（Paiola et al，2021）。

对于数字价值创造，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的异质性需求满足。数字价值创造聚焦于更加广泛的生态视域

（Nambisan，2017），其业务范围超越单一的组织边界，企业利用平台高效开发数字服务，增强与利益相关者的

多边互动，为用户提供极具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体验。例如，数字化不仅优化了价值创造流程，同时也促进

商业模式向数字平台及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等转变（孙新波和孙浩博，2022）。

对于数字价值获取，聚焦于企业新颖的收益来源与竞争优势的实现（Trischler et al，2023）。数字技术促

进资源整合并协调客制化与规模制造在效率方面存在的矛盾，实现消费前端与生产后端的精优对接，优化成

本结构，持续扩展收入来源。例如，Kowalkowski等（2017）提出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四个关键过程，包括售后

服务提供、顾客的支持提供、差异化领先的外包合作及合作伙伴的不断发展，企业通过向顾客提供独特性服

务以使顾客从企业的发展能力中获取收益。同时，数字价值获取也不再囿于线性价值结构，而是围绕以焦点

企业主张为核心的利益共创与共享（Paluch et a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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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商业模式的创新实现要求管理者做出新的设计与选择（Kohtamäki et al，2020）。Teece等（2018）指

出动态能力能够以更加系统的方式实施、调整商业模式创新过程表现卓越。例如，Heider等（2021）提出感知

能力能够增强价值主张与价值创造的新颖性。基于组织重构能力（周翔等，2023），触发企业网络及系统层面

商业模式组件的改变，优化战略、运营等方面的管理流程。同时，基于生态系统的层面，强调企业的协同共创

能力。例如，更加频繁与开放的数据共享促成利益相关主体以用户为中心的合作一致性，从而撬动更加新颖

的价值共创（Amit and Han，2017）。

以上研究发现，动态能力与数字商业模式创新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变革反映出组

织对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建设。作为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支撑，现有文献虽较为全面地从不同维度展现动

态能力对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机理，但其组件要素间的动态整合不足。因此有必要从“整体生成式”视

角出发，探讨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过程中核心企业能力基础并全面解析其内在机理。

（三）研究框架
基于对文献的系统梳理与回顾，本文选择数字商业模式创新作为结果变量，探究数据驱动数字商业模式

创新的实现机理，提出图 1所示的研究框架。研究认为，在外部竞争环境动荡的情境下，动态能力的构筑要

求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从而形成企业核心能力基础，帮助其

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设计。同时，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组

织更要充分发挥数据价值，促进动态能力的延伸与提升

（Ahmad and Mustafa，2022），进 而 实 现 数 字 商 业 模 式 的

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理由如下：首先，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掌握问题背后“如

何”及“为何”层面的逻辑（Yin，2004），有利于本文深入挖掘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潜在规律。其次，本文关注

数据驱动与数字商业模式构建之间的关系，涵盖过程机理层面的探讨，目的在于解构数据驱动的作用下，企

业动态能力引发商业模式要素组件的变化。探索性案例研究具备“现象”“问题”驱动的特征属性

（Eisenhardt，2007），能够解释与支撑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复杂现象，基于多类型数据使核心的理论构念脱颖

而出，厘清各要素之间的交互机理。单案例研究利于清晰掌握企业发展的时间脉络，以便启发研究者在梳理

总结的过程中凝练经验规律，实现分析性归纳。

本文以青岛食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食联网”）作为研究对象，所选取企业符合案例研究的理论

抽样原则，具备典型性、启发性与适配性等特征；①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智能制造发展的主要方向，食联

网作为国内白电市场布局并成功进入预制菜行业的明星企业，自主创建多元生态场景，借助生态方的业务布

局与合作，率先实现设备生产商向服务提供商的角色转变；②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的制造企业，食联网具

备原生“数字基因”，其业务的开展基于丰富的数据应用场景，为探究其数据驱动下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动态

演进过程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③食联网致力于构建用户体验最大化的“场景生态”建设，依托国内领先的数

字技术，成功进入预制菜市场与家电市场并获得行业高度认可。围绕用户“吃”的应用多场景嵌入，食联网完

成 12大行业与千余家合作商的资源整合，共同为用户搭建智慧厨房场景，促进产业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充分融合。同时，食联网与研究团队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充分保证了数据可获得性与案例研究的可

行性。

（二）案例介绍

食联网于 2018年组建开发团队，并于 2019年起企业计划全面的服务转型升级，开启智慧厨房电器全屋

互联系列产品销售，“行业将被生态所覆盖”这一理念展现了食联网的战略起点。通过全局性地将数字基因

嵌入消费者体验场景，推进与之匹配的行业交互创新，实现企业的追赶与超越，目前食联网已发展成为能够

实现数智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系列产品与服务的领军企业。公司充分利用数据驱动效应，探索出数字商业模

式创新的发展路径，以数字技术手段充分满足用户多元化与个性化的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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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基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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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料收集
本文采用三角验证方法，数据主要来源于对食联网经理及相关负责人、员工等展开半结构访谈、开放式

的深度访谈与沉浸式现场观察和企业内部文件、研究报告、新闻报道等相关二手资料的整理等。此外，研究

者以获得的一手数据为主并根据不同来源建立案例资料库，数据来源详见表 1。
表 1 海尔食联网调研情况

资料来源

一手资料

二手资料

深度访谈

现场观察与
体验

资料类型

网页、公众号相关文章

书籍及期刊文献资料

行业研究报告

会议讲话及新闻报道

数据信息

受访者职位类型

总经理

战略总监

人力资源总监

产品线员工

关联合作商

线下体验与观察食联网门店获取直观感受，包括“器食一体”的产品使用与个性化定制的健康服务；线上
通过 α鱼平台与智能家电的使用，体验智慧厨房生态服务与产品“一键到家”

访谈人次

1
2
2
3
4

资料内容及主题

食联网发展历程、行业发展现状、业务布局

发展经营模式、企业架构、数字技术创新

行业现状与预判、行业机遇与挑战

生态建设、数字化转型认知、企业未来发展规划

访谈时长

3.5小时

4.4小时

2.5小时

3.6小时

4.8小时

访谈主题

建设理念、数智技术应用、机遇挑战

成立背景、品牌打造、市场定位布局

组织架构及架构变化

产品体系、数字化认知、运营流程

链群合约、利益分配、合作模式

资料数

2.4万字

3.3万字

1.2万字

2.8万字

3.7万字

2.2万字

具体而言，研究团队已展开针对食联网案例展开多次半结构化访谈，其中调研环节由一名教授指导，7~
10名研究成员参与，每次访谈调研的时长为 2~3小时。在访谈结束后，研究团队立即针对调研内容及问题展

开复盘与讨论，制定下次调研的访谈提纲并及时将相关录音转化为文字材料，不断深化对食联网发展模式的

认知与理解。同时，为了保证调研资料

的完整性及准确性，针对访谈过程中存

在的理论模糊点，研究成员通过微信、

邮件、钉钉、电话等渠道补充相关资料

信息，最终构建企业案例资料库，为后

续的编码分析奠定了基础。

（四）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 Gioia等（2013）提出的数

据编码方法，将原始资料进行简化清

洗，凝练企业发展的关键事件，并严格

遵循编码分析的三个环节展开案例数

据分析：

（1）根据大数据如何驱动数字商业

模式创新这一研究问题，对案例企业数

字技术应用、大数据管理等相关实践进

行概念化梳理并将数据范畴化为关键

条目。

（2）将范畴化的条目深入分类为相

关主题，例如，需求源点建立、场景链条

联动等，同时针对不一致的编码结果进

行多次讨论，增强数据的客观性。

（3）数据持续补充与分析，最终聚

类形成总类属（图 2），并根据编码结果

与既有文献构成本文的研究框架，挖掘

背后的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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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案例编码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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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

食联网数字商业模式的实现，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全数据驱动：①用户需求全面获取：通过建立线上

线下的交互渠道，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是后续数据驱动与创新模式构建的基础与前提；②体验场景极致还

原：用户厨房场景全流程数据打通，企业能够应对用户诉求并快速反应，是数据驱动效应的关键作用环节；

③生态联动共赢：食联网秉持数据开放共享理念，企业上下游、物流、服务商围绕生态数据开展紧密合作，是

数据驱动的强化阶段。

（一）数字价值主张实现机理
数字技术使用户深层次需求得到释放，更新主流市场的需求属性，感知并有针对性促进数据分析转化是

实现企业战略再定位、交易内容创新与迭代的前提（蒋军锋和尚晏莹，2022）。根据案例企业实践，数字价值

主张的实现主要表现为用户需求驱动下企业价值主张的动态校准，需求源点的建立在这一过程能够起到关

键的作用，即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全面掌握用户多元诉求，为创造最佳用户体验做好充分调查与准备。

1. 需求源点建立

需求源点建立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建立需求获取渠道，充分挖掘用户场景体验痛点（Varadarajan et al，
2022）。以数字节点的广泛部署作为支撑，能够摒除时空限制与用户建立双向交互渠道。橱柜、冰箱、烤箱等

传统产品随着射频识别（RFID）、图像识别等技术模块的嵌入，迭代成为可随时捕获信息的数智产品。

基于厨房场景下各产品智能联通，构建起“智慧网器”的强大数字底座，支持食联网从线下快速捕获用户

的行为与需求。例如，依托数字技术的系统识别，智能冰箱能够辨识食材类别与数量；体脂称与平台的连接，

获取人体参数的同时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美食方案，实现精准决策与主动服务。

食联网还在线上产品界面（PC端）与移动端的应用程序（APP）等布置智慧厨房改造与美食社群接口，将

用户不同类别的需求进行模块化分解，以最大化覆盖与细分用户的异质性价值诉求。经过对需求数据不断

积累、分析，食联网最终构建起涵盖产品偏好、场景诉求、用户特征参数等多维度研发数据库，为更好地突破

用户痛点提供有力支撑。

2. 动态能力提升：机会感知能力

企业利用大数据不断扫描外部环境，形成自身机会感知能力（焦豪等，2021），以获取市场中存在发展机

会及对用户诉求的精准预测。由于白电市场存量竞争的局限与数字技术对行业发展轨迹带来的影响，食联

网管理者意识到企业亟需从产品性能、场景体验等方面提升来应对市场的诉求变化，前瞻性提出“器食一体”

的生态战略推动行业竞争格局的重塑。

食联网智能研发数据库的建立，成为企业与用户高效交互的媒介。采用数字工具分析消费者行为，更加稳

定的揭示用户行为偏好、情绪变化和生活情境等。从需求数据的挖掘中获得启发，企业提升自身机会感知能力，

能够快速达成对用户基于厨房场景的新颖性诉求洞察，从而更加细致地开发与验证自身价值主张来利用可能

存在的跨边界的市场机会。正如食联网总经理所说：“基于用户需求的沉淀，我们与更多的消费者实现赋能，将

更多的菜品与设备进行连接，不再打造传统意义上的电器产品，产品将会被场景替代，行业将被生态覆盖”。

掌握用户多元价值诉求的公司更有能力应对意想不到的市场机会，并实现市场趋势的研判。企业根据

大数据产生的见解增加市场优势与可维护性，建立起竞争壁垒，使其能够减少模仿的威胁。食联网通过用户

信息与市场反馈的整合，以增强产品与服务的体验，2020年集设备物联化、菜品标准化与数字化特征的“器

食一体”整体解决方案诞生，为消费者开创出新就餐场景，产品经上市月销售超 2万单，获得用户广泛好评。

3. 数字价值主张实现：价值主张校准

价值主张校准代表用户需求与价值属性变化的持续追踪，借此持续满足用户的生活场景期望所需，依托

数字技术赋予产品高于使用价值本身的体验价值、情感价值，提升服务效能（Guo et al，2020）。机会感知能

力持续促进价值主张新颖化调整，发挥数据可视化、双向传递等特征，在企业服务供给过程中逐渐完善数字

价值主张的设计（Tavoletti et al，2022）。同时价值主张的校准也为产品开发与服务设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

新活力，企业与用户的关系不再是始于并终于产品或服务的售出，而是针对用户的价值诉求，数字平台与渠

道触“需”升级，优化平台模块与调整功能属性。全新场景化的智慧产品促进物与用户的链接，基于需求方提

出反馈形成从供给创新到用户关系的完整闭环，实现用户体验的个性化转变，为企业打开新颖价值创造的机

会窗口。本阶段的数字价值主张实现机制如图 3所示，编码举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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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字价值主张实现机制

表 2 数字价值主张实现的编码举例

二阶主题

需求
源点建立

价值
主张校准

机会
感知能力

一阶主题

数字节点部署

需求模块化分解

价值属性追踪

产品触需迭代

异质需求洞察

市场趋势研判

典型证据援引

“可以实现智慧互联的家电有 N多种，包含蒸烤箱、冰箱、烹饪机、电磁炉等不同产品，还包括卡萨帝、松下等不同的家电品
牌下的产品，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在布局生态场景中设备互联的关键”

“广泛采集用户的使用数据、用户特征数据，描绘用户画像，并通过更好地搜集人的健康数据形成身体参数，实现个性化的
营养搭配，为用户提供完整的吃的解决方案”

“通过高端家电的技术引领和全套的互联，拉近了与用户之间的距离。我们提供的服务也会根据用户在场景中的需求不
断进化，同时也实现了用户的个性化定制”

“用户需求的沉淀，跟更多的消费者来实现赋能，连接更多的菜品和更多的设备，不再打造传统意义上的电器产品，产品和
服务不断向智慧化转型，传统的产品将会被场景替代，行业将被生态覆盖”

“用户的高端化和性化的需求不太可能由单一企业满足，这是对当前用户需求的本质性的挖掘，我们跨界寻找发展与合作
的机遇”

“企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消费者问题，我们进行了持续的用户调研。后来发现其实很多消费者在厨房面对不同的菜品并
不知道烤箱产品在家里面怎么使用”

（二）数字价值创造实现机理
数字技术强化顾企交互速度、深度与广度，赋予用户更高的感知收益，价值创造的重心由单边向双边的

供需联动过渡（Lanzolla and Markides，2021）。企业需要重点考虑如何贯彻敏捷性理念，对价值创造的方式进

行持续优化、设计及更好地组织和管理价值共同创造的实践，向用户提供新颖服务。

1. 场景链条联动

场景链条联动是指企业将用户多种体验场景相互关联，基于数据优化供应链效率并桥接供给端与需求

端，对需求作出快速识别与反应（王福等，2021）。

食联网利用数据采集系统与算法模型助力企业达成市场精准定位与预测。从数据分析平台提取海量信

息实时观察用户行为、商品交易活动，通过用户标签化、市场细分化，将数据转化为附带年龄、所在区域、消费

偏好等多元属性特征的用户画像。同时，基于消费者偏好与痛点等数据的分析，食联网平台刻画核心商品画

像，映射出围绕用户“吃”的服务需求场景。

此外，食联网致力于数据公开化与全渠道数据流的打通。利用运营平台功能将数据嵌入组织，实现信息

在企业内部流程和业务单元的流动与互联互通，平台有针对性地将各信息分配给流程模块，促进各环节间的

协作。企业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从市场预测、供应链协同和物流配送三大环节入手，提高企业整体运

营效率，将用户全生命周期动态实时地分配给多方合作商，并不断吸引其他资源方参与，激活场景生态中多

主体不同的价值创造行为，发挥出积极的交叉网络效应（Clauss et al，2019）。

2. 动态能力提升：敏捷响应能力

敏捷响应能力强调企业对资源与流程的动态性调整，围绕用户全生命周期的场景体验提供精准而灵活

的服务（钱雨等，2021）。

物联技术作为广域互联的内在基础与保障，增强了组织流程间的衔接与结构的灵活性。组织达成供应

链的精细运作，打通从原料供应、预制菜加工、线上平台消费、冷链物流运输、智慧厨房构建、用餐前后等 6大
环节，打造立体、多维的厨房体验场景，促成用户需求得到即时性甚至预见性满足，食联网基于线上阿尔法鱼

平台与线下智慧厨电的交互，用户针对厨房需求场景达成产品的无界复购。

通过多合作商之间可相互访问的数据渠道建立，企业持续优化供需关系，缩减“需求感知-行为响应”时

间，在降低“用户-企业-合作商”间沟通成本的同时，数据在供需两端的双向递进也能够提升网络整体的资

源配置效率，促进供给与需求端的精准对接与动态匹配，吸引广泛的合作商嵌入生态系统，共同参与厨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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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端到端的价值增值活动。正如食联网经理在采访中提到：“我们积累了多年用户使用智慧产品的经验和

数据，合作商们也具备大量相关市场趋势和行业经验，这些具有不同优势的互补方为产品的创新和用户服务

增加了不同的亮点”。

3. 数字价值创造实现：场景体验优化

根据案例企业实践，数字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环节的部署体现在数据驱动下场景体验的优化，在满足用户

体验最大化的基础上寻求企业价值（王福等，2022）。食联网场景体验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全生命周

期式服务；②解决方案精准触达。

在物联网（IOT）无界互联的支撑下，企业能够自发向客户提供及时、持续性的产品或服务。食联网致力

于灵活的服务设计，在“线上‑线下”的服务布局中，实现整体业务多样化，增强用户情感链接与体验。食联网

针对不同地区、年龄、产品偏好的顾客，围绕智慧厨房创造不同定位的业态，拓展产品品类，其中包括烤箱、橱

柜、洗碗机、净水器等附带领先技术的智慧厨电及北京烤鸭、剁椒鱼头、高端年夜饭等营养与便捷的“三步饭”

预制菜，进一步提高用户的生活品质。

食联网根植用户生活诉求链条，形成厨房场景下“买菜、做饭、用餐、餐后”多环节的全生命周期式服务组

合及多元化产品广域覆盖，创造出多维、立体的场景时空价值。同时，在场景需求链的敏捷响应下，食联网对

大众化商品进行组合升级，对产品与服务进一步个性化改造，将“吃”的解决方案精准触达给消费者。基于对

用户喜好、口味、健康参数的分析，推动企业以用户直联（C2M）为核心的定制化生产，特别是与蒙牛等多家企

业合作下开展的用户个人的营养管理已成为食联网服务的独特优势。食联网经理在采访中说道：“通过更好

地构建用户个人身体参数及健康衡量标准，为用户提供完整的吃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已经做的很好”。本

阶段的数字价值创造实现机制如图 4所示，编码举例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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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字价值创造实现机制

表 3 数字价值创造实现的编码举例

二阶主题

场景
链条联动

场景
体验优化

敏捷
响应能力

一阶主题

渠道数据打通

精准搜寻定位

全生命周期服务

解决方案精准触达

供应链精密运作

供需动态匹配

典型证据援引

“可以实现智慧互联的家电有 N多种，包含蒸烤箱、冰箱、烹饪机、电磁炉等不同产品，还包括卡萨帝、松下等不同的家电
品牌下的产品，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在布局生态场景中设备互联的关键”

“广泛采集用户的使用、偏好数据，描绘用户画像，并通过更好地搜集人的健康数据形成身体参数，实现个性化的营养搭
配，为用户提供完整的吃的解决方案”

“用户无论是食材还是预制菜，平台上可以快速下单配送，一键联动智慧网器快速烹饪，我们配有专业化数字菜谱，无需
担心温度、时间等”

“我们从预制菜切入，是想给用户打造一个美食解决方案的平台，而不只是一个设备供应商或服务商的角色。从“入手”
到“入口”，平台将“吃买存做洗”的美食需求悉数囊括，只为用户的最佳体验”

“一边是数字化菜谱，菜品标准化。把每一道预制菜全部数据化，包括它的营养成分，烹饪曲线，适用人群，早中晚餐。
一边是数字化流程，加工工厂全流程可追溯，都做到数据化的集成放在平台上”

“用户只要需要产品，就可以在智慧厨电、平台上一键下单。把菜品发布到京东、天猫、α鱼等各大平台上，推进线上线下
的销售，最后菜品通过物流冷链到家，实现全流程的追溯和打通”

（三）数字价值获取实现机理
价值网络的拓展强调企业间的协作，利益相关方基于用户需求“绑定”，重塑价值分配关系（Altman et al，

2022）。同时，数字商业模式价值获取的关键在于“去中心化”，数字技术赋能合作商更加广泛的自由度，配置

开放、交互的活动系统赋予企业重构资源禀赋，使商业生态在存量市场中跨界成长。

1. 网络共享交互

网络共享交互是指企业利用大数据透明性、高速性等特征，促进功能和形式间的去耦化，提升网络主体

间链接强度（Kretschmer et al，2022）。食联网在用户场景需求驱动下，构建以用户需求为关键的数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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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以数字底座的分层体系结构支撑数据的回溯与共享，搭建信息与数字工具共同形成的反馈回路，将与用

户厨房使用相关的场景链置于企业的商业生态体系中。

大数据的高速性、透明性等特点进一步使价值的获取与共享更加迅捷与可持续，信息共享机制有助于不

同主体间的保持合作一致性。食联网成立智慧美食研究院，联动中国烹饪协会名厨资源将自身成功的行业

实践经验标准化，以寻求优质、稳定、互补的合作伙伴关系。

此外，企业不断创新数字化解决方案，如智能产品服务改造，推进菜谱数字化、设备物联化、用户营养智

慧化管理。数字方案与能力的输出将不同行业中的企业紧密链接，吸引合作商入驻平台是增强商业生态影

响力、巩固竞争优势的关键，共同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商业生态。

2. 动态能力提升：协同共创能力

基于数据的网络共享交互赋予利益相关方更大的创新自由度，并促进企业达成与合作商间的协同共创

能力（Stål et al，2022）。

食联网平台向合作伙伴开放，聚集各资源方开展联合活动，获取所需的应用程序、数据和流程，促成企业

间的互惠互利与创新协作。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推动多边资源嫁接，与合作伙伴开发敏捷流程，使业务信

息流、价值流的对接和融合，迅速扩展“器食一体”的产品矩阵，增强商业模式的综合实力，多主体间的资源集

聚使其商业模式的创新程度得到强化。

数据的跨界融合性打破主体间的资源壁垒，破解零和博弈，数据资源的精准匹配能够使多边合作商围绕

需求开展联合行动，实现企业、行业和产业间的深度协同，充分打造“生态共同体”的竞合优势。主体竞合共

生架构起以数据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创建新颖的价值创造实体与价值创造的情节，合作商与用户之间建立起

紧密的资源价值直接交换关系，促进利益相关方生存和共同进化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协同共振。从田间到餐

桌，食联网与健康、生鲜、食品、零售等 12大行业、上千余家生态资源方达成合作，打通原料到食品的生产全

链条，极致还原用户厨房体验场景。

3. 数字价值获取实现：价值网络拓展

食联网不再囿于传统的线性价值结构，而是通过多方资源的互补与集束产生共赢的协同效应，共赢共生

理念帮助其在行业内建立良好声誉，提升企业形象（Wang，2021）。

“器食一体”模式展现了企业一个崭新的商业视角，颠覆性解决厨电设备与食品产业链脱节的现象，拉动

从食品生产、食品加工、家电设备制造在内的整个消费产业链群，最终为用户提供场景化生活体验。企业利

用平台优势等吸引和留驻多边资源，针对性地整合和获取与服务发展互补的资源和能力，在各个节点间建立

相互依赖的信任机制，降低场景间的搜寻成本，通过拓展式的成长不断模糊了组织的边界。

食联网平台定位于终端用户，为其提供大规模个性化服务，吸引多方合作商入驻，在满足用户多元价值

诉求的同时，也为行业资源方不断创造经济收入。多边资源的整合降低未知技术领域的研发不确定性，强化

生态系统的自循环，食联网不断针对性调整利益分配，在平台的交易量中分享收益，维持商业生态整体的适

应性与可持续性，使其价值获取由闭环的价值网络逐渐拓展为开放式的价值生态，持续性价值交付促进价值

的叠加与倍增。本阶段的数字价值创造实现机制如图 5所示，编码举例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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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数字价值获取实现机制

表 4 数字价值获取实现的编码举例

网络
共享交互

数字系统链接强化
“我们提供了各资源方的交互场景，不仅是纯粹的生产资源，还包括人才、设计、知识等这些都能够强化平台中的产品服
务的提升。我们在乡村振兴、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合作。把农村农业产业、食品产业等跟乡村振兴挂钩，现在就能够把供

应链的前端和后端匹配上”

二阶主题 一阶主题 典型证据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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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网络拓展

协同
共创能力

信息实时回溯共享

持续性价值交付

多边价值分享

创新协作互惠

跨界竞合共生

“我们提倡的是数据公开化，同时也希望消费者在平台上面提需求，那么其他资源方就可以参与进来，跟我们一块儿实现
场景的搭建”

“不止看到了预制菜，而是将预制菜作为其中一环，依托三翼鸟智慧厨房场景，为用户创造真正做得轻松、吃得健康的三
翼鸟厨房智慧美食方案”

“美食生态圈还在持续扩张。其中不乏上游农牧水产企业的菜品供应、家装家居企业的场景共建及物流运输企业的密切合
作。我们的观念是着眼于美食场景生态，做行业的引领者。美食方案千人千面，为美食场景开辟一个新的行业增长极。”

“用户的高端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不太可能由单一企业满足，这是对当前用户需求的本质性的挖掘，跨界寻找发展与合作
的机遇。物联网的数据比互联网的数据要更精准，基于这些数据与合作商共同开发产品与服务”

“企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消费者问题，我们持续在做用户的调研。后来发现其实很多消费者在厨房面对不同的菜品并不
知道烤箱产品在家里面怎么使用”

续表

二阶主题 一阶主题 典型证据援引

五、案例讨论

（一）需求源点建立促进数字价值主张实现
价值主张的校准证明市场中产品或服务功能与用户需求的对应关系，兼顾用户的生态场景体验与组织

自身拥有的数字能力（Bolton et al，2018）。随着需求数据的嵌入，企业能够兼顾供给侧的业务重构与需求侧

的问题导向，突破了传统企业的路径依赖与需求冲突等组织创新决策阻碍。管理者对外部环境能够获取更

多的认知并做出敏捷响应，在服务开发与给付过程中逐步塑造价值主张的设计。

数字价值主张是组织基于实践与想象性的表达，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需要改善价值主张设计的传

统逻辑，更多地融入用户体验与诉求的标准，通过数智产品的感知捕获功能掌握用户偏好与行为的变化，搭

建新颖的交互渠道维系用户黏性。

研究发现，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关键在于能否洞察市场变化，追踪包含使用、情感、体验与社会价值

不断融合的价值属性。因此，机会感知能力是企业数字价值主张实现的充要条件，企业将用户视为产品或服

务开发的创新来源，同时保证满足用户在场景体验过程中新需求的不断涌现。数字商业模式的成功不再以

组织预先决定的外部机会与价值主张作为支撑，而是以企业不断塑造的价值主张为依托，重新定义与审查市

场机会的意义与边界（Porter and Heppelmann，2015）。

（二）场景链条联动促进数字价值创造实现
数字价值创造是强调以用户为中心，体验价值不断优化的过程，场景链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融入，

促进商业模式各节点的重构。

基于用户全生命周期的场景数据链的链接与联动是促成企业业务流程的优化，完成创造价值任务的充

分条件。数字技术通过供需两端的敏捷匹配，企业动态掌握用户体验状态，收集并细化用户诉求，有效降低

“需求感知-行为响应”的时间成本，实现客户涌现需求下的覆盖更加广泛的服务交付甚至诉求的预见性满

足，创造符合用户场景期望的价值。

随着供应链所处数字环境的不断优化，企业以用户场景需求为流程依据构建供应链条，拓展和丰富商业

场景，精准的数据分析有助于企业针对精准搜寻与定位，交互创新构建出商品与用户画像，实现用户体验场

景解构与描绘，精准触达用户需求。基于场景链的体验增强，使用户与企业供应链的各个节点的粘性提升，

有助于企业设计更加适配的解决方案，进而为供应链各节点价值共创赋能（陈冬梅等，2020）。

（三）网络共享交互促进数字价值获取实现
数字价值传递与获取由闭环架构转换为开放性价值的生态，即通过与多边供应商与生产商等建立合作，

增强商业模式的新颖性（Bigelow and Barney，2021）。

价值网络拓展的一个关键改变是基于用户需求的“绑定”下，合作商交互创新直接服务于终端用户，企业

不再聚焦于“短视的利益博弈”，而是转变为尽可能整合互补资源方与合作商价值创造意愿的激活，构建新颖

的能力组合，达成“长效的价值分享”。其中，数据驱动作用保障了网络主体间的交互合作，拓展了价值网络

的边界，促进商业模式架构的不断创新。

网络共享交互支持企业有针对性地依据企业发展协同共创能力，核心企业通过灵活的数字架构与平台

优势吸引和集聚多边互补资源，降低网络不断扩张进程中面临的市场风险与获取资源的交易成本。同时供

应链上下游多主体开展交互创新，搭建具有多边新颖交易内容的数字平台，合作商与参与者能够依托资源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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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方式以低成本渠道提升价值创造的能力。基于多元化的交互关系促进商业模式的涌现，激发生态系统

中的交叉网络效应，创新利益分配与收益分享的设计，使多方参与者均能从数字商业模式创新中获得收益。

研究所构建的数据驱动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的机理模型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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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大数据驱动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机理模型

六、研究贡献与展望

（一）理论贡献
（1）本文明确了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的过程，并构建出“数据驱动‑动态能力提升‑数字商业模式创新”

的过程模型。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数字商业模式的类别属性、单一维度组件变化等方面，仅从静态视角的切入

但忽略了数字商业模式实现的过程机制。因此，本文从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发现，数字商业模式实现涉及

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及价值获取三个维度的创新。在该中心思想的基础上，研究通过案例实践进一步归纳出

价值主张校准、场景体验优化与价值网络拓展的三维度的创新实现机制。价值主张校准是企业数字化创新

的重要起点，代表用户诉求的持续跟踪，场景体验优化是对用户需求的精准细分及敏捷响应，价值网络拓展

强调主体间的利益共创共享，这呼应了 Paschou等（2020）对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探索。

（2）本文识别出数据驱动与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交互机制，拓展管理学领域关于数据驱动的功能属性的

探讨（Wiener et al，2020）。现有研究较多独立探讨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因与关键因素，缺乏探讨数据驱动的细

致影响及商业模式二者相互关系整合的深入研究。本文将数据驱动融入数字商业模式的探讨中，通过食联

网的案例研究厘清数据驱动“需求源点建立‑场景链条联动‑网络共享交互”三方面关键做法，将数据带来的

价值与竞争优势延伸至需求与供给侧联动的层面，强调数据要素及对应商业模式架构调整的相互协调，为数

智时代背景下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机制做出理论补充。

（3）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企业动态能力的中间作用机制，研究指出企业能够不断借助数据驱动

提升动态能力对商业模式的内容与架构进行调整，深化了数据驱动对动态能力提升的解释机理，并响应

Teece（2018）对于商业模式与动态能力交互关系的整合式探索。研究表明，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商业模

式的创新不仅依赖于核心企业自身的传统能力，同时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通过数据驱动作用机制，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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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企业优化培育自身更强大的动态能力组合，支持企业突破管理固化形成新的组织惯例（Helfat et al，2018）。

此外，本文通过数据驱动的跨层次表现，增强了动态能力对商业模式机制创新的解释力度，并为网络层与生

态层次下的动态能力提出了更为新颖的理解。

（二）政策建议
首先，制造企业应当充分重视数据要素资源，培育与沉淀关键动态能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机会洞察、

企业间的协同共创等能力皆对企业的创新发展影响意义深远。海尔食联网为制造企业的数据资源有效利用

提供了新颖的实践参考。数据的高流动性与可复制性等特性，有助于打破企业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核心

企业应重视数据的数据积累与分析，打造支持其核心竞争力转化的数字基础，赋能企业运营管理流程，降低

运营冗余成本。

其次，依托数智技术以撬动更加广泛的价值创造，发挥技术与数字商业模式间的创新协同效应。制造企

业不仅要实现自身的数字化改造，更关键在于辐射行业的数字转型，引领整个生态系统实现价值提升，建立

有利于企业的跨界成长、协同共创的最优经营结构，不断扩展生态价值空间。同时，企业商业模式的实现要

紧跟数字时代节奏，以用户需求持续满足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建立终端用户的服务意识，应对合作伙伴实现

价值主张的共同塑造，达成利益共创共享的全新格局。

最后，政府应当鼓励建设融通共生的创新生态，设立专项基金为企业“上云”提供保障，积极破除制造企

业在数智转型过程中金融、税收等生产要素方面的发展制约，为企业新模式、新业态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揭示了数据驱动企业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的内在机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的研究样本属

于具有原生数字基因的制造企业，探讨数据驱动企业通过动态能力提升实现价值的创造、传递与获取。首

先，针对案例所在行业，非天生数字化企业或传统制造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依托数据资源要素的支撑，其数

字商业模式的创新实现机制将如何呈现？不同企业在其商业模式的建构过程中可能存在关注焦点上的差

异，未来可以从企业的不同类型、研究理论视角出发或增加研究的样本数量来探索不同企业的数字也模式形

成机制。其次，案例研究对象业务为 to C端，面向市场消费群体，有必要今后进一步聚焦 to B端企业，进一步

完善其数字商业模式的构建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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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by Data‑driven

Sun Xinbo，Wang Haochong，Zhang Yuan，He Jiandu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169，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drive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Haier was selected as the case study object，the dynamic logic framework
of“data‑driven‑dynamic capability improvement‑digita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was adopted，and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digita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was systematically explained by using grounded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digita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depends on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data resources，and data‑driven is an important motiv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digita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which includes three key links：“demand source establishment‑scene chain
linkage‑network sharing interaction”. Data‑drive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ertion and promotion of organizational dynamic
capabilities，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supplement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data‑driven as the antecedent to realize
the optimization of enterprise digital business model compon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generation，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business model is realized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process of“value proposition calibration‑scene experience
optimization‑value network expans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business model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Keywords：data‑driven；dynamic capability；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digital business model；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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