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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培等：

基于边界资源配置的数字平台核心企业与
互补者依赖关系演进研究

——以微信平台为例

张 培1，2，李国瑞1

（1.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天津 300401；2.河北工业大学 数智化发展研究中心，天津 300401）
摘 要：数字平台生态发展已成必然趋势，但学术界对数字平台生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聚焦微信平台生态发展实践

展开纵向案例研究，探索数字平台核心企业如何利用边界资源配置实现数字平台生态演进及推动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

演进问题。研究发现：核心企业对边界资源动态配置是数字平台生态演进的关键推动因素，核心企业通过边界资源设计部署、

新增更新、复用再设计促进平台生态演化；核心企业在平台不同发展阶段连接不同互补者，包括交易型互补者、创新型互补者

和混合型互补者；三类互补者同核心企业构建基于资源的依赖关系，根据资源内生性和外生性，得出结构依赖、过程依赖和混

合依赖三种依赖关系类型，并从边界资源配置视角分析依赖程度的动态变化。核心企业要掌握平台发展的阶段特征，利用边

界资源的动态性，实现平台生态发展和对互补者关系的健康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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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产品基本型态和生产过程被颠覆

性改变，创新了企业商业模式，催生了新组织型态（刘洋等，2020）。而数字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最成功

的商业应用架构，其成为各个领域和行业热衷的发展模式，数字平台作为全新组织型态在各个领域涌现崛

起，并在实践中构建出功能强大的以核心企业为中心，各类互补者为外围的平台生态，新的创业理念和发展

路径使得企业得以实现突破式发展（邢小强等，2021；蒋元涛等，2022）。在实践界，核心企业基于价值主张构

建数字平台，如苹果公司构建基于 IOS系统（iPhone OS）的创新平台，软件开发商、硬件制造商和平台服务商

等外界参与者接入 IOS平台，为用户持续输入产品与服务，最终形成基于操作系统的生态。阿里巴巴构建多

边市场平台，并接入运营商和服务商，如支付宝、菜鸟驿站等，从而构建生态系统，进行高效、无摩擦的市场交

易。数字平台的发展趋势是构建生态系统，核心企业通过生态系统获取独有价值，中小微企业依附于生态汲

取养分，利用生态资源和嵌入网络的资源赋能自身业务成长，为整个生态创造价值，以此循环往复，最终实现

整个生态圈的长久繁荣（陈威如和王节祥，2021）。

数字平台在实践界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学者的重视，数字平台发展模式为管理研究领域创造了新情境和

新见解，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数字平台生态演进方面，学者们从平台使用范围出发认为其发展遵循“产品

平台、供应链平台、平台生态”（Jovanovic et al，2021；杜勇等，2022），或“冷启动、成长、扩张”的路径（罗兴武

等，2021），虽然已有文献研究数字平台形成演化的路径，但尚未关注数字平台生态演进过程中边界资源的动

态变化问题（de Reuver et al，2018）。数字平台参与主体方面，平台核心企业和互补者及其二者关系成为研究

重点，如生态互补者多边关系探索（陈雪琳等，2023）、平台赋能互补者创新（梅景瑶等，2021）、互补者同核心

企业的互补依赖关系解耦（王节祥等，2021a）、互补者在生态内的平台镶嵌战略等（王节祥等，2021b），生态系

统成长离不开互补者助力，但是学术界尚未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探索核心企业与互补者关系的内在联系。

据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数字平台生态演进路径是怎样的？边界资源和互补者相应发生哪些改变？核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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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互补者之间的依赖关系是怎样的？综上，本文针对数字平台展开纵向案例研究，试图揭示数字平台生态

演进过程中，边界资源及核心企业与互补者关系的变化情况，为数字平台的健康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数字平台
信息系统研究领域认为数字平台是既拥有可扩展技术架构，又拥有组织过程和治理标准的社会技术集

合，关注以平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创新和对互补者的管理（Ghazawneh and Henfridsson，2015；De Reuver et al，
2018；Hein et al，2019）。本文遵循该视角对数字平台的界定并扩展，认为数字平台是一类生态系统，该生态

系统以分层模块化技术架构为底座，平台核心企业、互补者和最终用户是生态系统的关键参与主体，在平台

接口资源和规则协议的激励与约束下构建合作关系、开展交互活动，各类数字资源在平台内有规则地被整合

共享，实现生态的价值共创。

互补者是基于共同价值主张，通过平台接口接入数字平台，开展互补创新活动，为最终用户提供产品、服

务和技术的企业（Gawer，2009；Saadatmand et al，2019），其具备一定自主性和独立性（Cenamor，2021），可在生

态内独立开展数字创新活动。随着数字平台发展，互补者类型、数量、同核心企业的关系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这些变化综合影响数字平台生态演进的方向。数字平台内参与主体间的关系变化是数字平台研究内容的一

个重要分支，并且大部分学者将关系主体的重心放在数字平台核心企业与互补者，通过探索核心企业与互补

者之间关系的内在联系，得出利于平台发展的结论，如数字平台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互补关

系（张培和刘世静，2023）、依赖关系（蔡宁等，2023）、互补和依赖关系共存（陈威如和王节祥，2021）等，互补者

基于不同类型关系，为平台创造不同产品与服务，利用自身技术补足平台功能缺陷，促进平台同外界资源的

整合交换，提升整体竞争力。因此，核心企业需要不断吸引各类互补者进入生态，并通过维持多方关系来提

升生态系统价值。综上所述，数字平台的研究已经关注到生态系统和互补者，但是鲜有文献去探索数字平台

生态演进的路径，以及在生态演进过程中，互补者结构及核心企业与互补者间的关系相应发生哪些变化这一

问题。

（二）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是开放系统，不能在市场环境中独立生存，组织必须从外界交换资源以求获得组

织发展的关键资源，在交换过程中，组织就对外界资源产生了依赖，并且依赖程度越高，受外界环境影响程度

越大（马迎贤，2005）。

数字经济时代催生诸多新组织型态，学者们纷纷将资源依赖理论应用到新研究情境中，创造性提出新依

赖关系，或更新传统依赖关系内涵。王琳和陈志军（2020）探索创新企业的价值共创机制，并得出企业要培养

打破结构依赖和过程依赖的即兴能力。结构依赖强调资源的内生性，是指组织的资源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

性关联，过程依赖强调资源的外生性，组织基于稀缺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构建依赖关系（吕文晶等，2017）。霍

丽莎和邵云飞（2020）从资源依赖和网络嵌入视角探索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突破式创新机制，认为企业可以

通过判断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从而适宜地改变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的强度，进而打破对外界资源的非平衡

依赖，实现技术突破和商业创新。蔡宁等（2023）将传统依赖类型——集合式相互依赖、顺序式相互依赖和互

惠式相互依赖，运用到平台生态系统中，创造性地更新传统依赖关系的内涵，并认为主体间相互依赖关系会

推动平台阶段演进，实现生态系统战略更新。综上所述，将传统理论和新研究情境充分结合有极大的理论创

新，但是鲜有文献能够将资源依赖理论和数字平台直接关联，探索核心企业和不同类型互补者存在怎样的依

赖关系问题，因此具有有较大研究空间。

（三）边界资源
边界资源是指数字平台核心企业和第三方参与者之间正常关系的接口，包括软件工具和规则等

（Ghazawneh and Henfridsson，2013），第三方参与者利用平台边界资源和自身数字资源生成平台互补性资产，

完成同平台的价值共创活动（袁宇等，2021）。边界资源包括技术边界资源和社会边界资源，技术边界资源可

分为访问开放类和资源开放类（Zapadka et al，2022），社会边界资源的种类较为丰富，具体包括激励措施、平

台指南文档、合作协议、各类宣传合作活动等（Bianco et al，2014）。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是指核心企业向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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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者提供专有边界资源，吸引其接入平台，在平台开展自身业务，并将产品和服务集成到数字平台上。资源

开放类边界资源是指平台放弃部分核心资源和业务模块的控制权，共享平台关键核心资产，利用外界环境的

创新资源实现产品和业务多样化（Karhu et al，2018；Zapadka et al，2022）。

边界资源动态变化对于推动数字平台生态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边界资源在数字平台这样的复杂网络中

动态演化，核心企业动态部署边界资源从而改变复杂网络中参与者种类、数量和行为，最终推动平台生态发

展（Eaton et al，2015；Mohagheghzadeh and Svahn，2016；袁宇等，2021）。边界资源种类决定着核心企业和互补

者交互的技术和社会环境，导致交互活动属性差异，进而影响两者依赖关系类型和程度（Uzunca et al，2022）。

综上所述，边界资源对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鲜有文献能够直接将边界资源、资

源依赖、数字平台相关联开展研究，因此该研究极具创新性。

（四）研究缺口
综上，本文发现两个研究缺口：①在数字平台生态演进过程中，核心企业对边界资源的配置动作不明

晰。在高度分布式参与的数字平台中，只有将分析焦点转移到边界资源上，才能深入分析核心企业如何利用

边界资源推动自身平台发展，并进一步厘清与互补者的交互行为特征，从而把握创新机遇；②在数字平台生

态演进过程中，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类型和程度不明确。现有研究尚未区分互补者类型，也尚未分析

核心企业与互补者的依赖关系类型和依赖关系程度的具体变化过程，只有探清二者关系的内在联系，才能够

保持生态的健康长远发展。

基于此，本文以数字平台为研究对象，开展在数字平台生态演进过程中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的综

合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分析在数字平台生态演进的过程中，核心企业对边界资源的

动态配置动作，并识别互补者类型和数量变化，以此划分平台生态演进阶段；另一方面，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

出发，分阶段、分层次探究核心企业和互补者之间基于边界资源配置的依赖关系类型和依赖程度的变化。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边界资源配置视角探索数字平台核心企业与互补者的依赖关系演进问题，一方面需要探索在

数字平台生态演进过程中，核心企业如何进行边界资源配置及互补者结构发生的变化，从而划分数字平台生

态演进的阶段；另一方面需要分析在边界资源配置下，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之间依赖关系的变化，从而得出依

赖关系的演进过程，以上研究内容需要随时间变化进行探索性分析，所以选择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原因如

下：①本文属于“怎么样（How）”的研究问题，采用案例研究可以根据因果证据链分析数字平台生态演进和核

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变化的过程机理（Yin，2014）；②问题核心在于演进路径和变化过程，属于情境过程

领域，纵向案例研究方法可持续追踪研究对象的行为和结果，并动态剖析变化过程中的内在机理，与本文的

研究主题相契合；③单案例研究有利于识别数字平台生态演进路径中各个要素的变化情况，并剖析各个要素

之间的关联。本文遵循案例研究规范步骤实施研究。

（二）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微信平台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如下：第一，典型性和代表性。微信自 2011年成立发展至今，已

经成为发展成熟的数字平台企业，微信利用公众平台设计业务模块并孕育生态，赋能无数中小商家成长，逐

渐成长为一款国民软件。第二，匹配性。微信拥有完整的从平台至生态的发展过程，微信先在 C端积累网络

效应，然后再利用跨边网络效应发展 B端生态系统。在生态发展过程中，边界资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加

上微信生态内参与者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基本匹配本文的主题和情境。第三，启发性。微信作为数字平台，

初期定位是通讯社交工具，中期成为连接双边的市场平台，然后紧跟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持续进行创新活

动，发展到如今，微信俨然成为连接一切的通道。微信的发展极具极端性和启发性，为其他数字平台企业的

发展积累了经验，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数据搜集过程中，通过资料多渠道来源及研究信息的多样化，对研究数据进行“三角验证”（刘志迎等，

2018）。主要来源如下：①一手数据主要来自于腾讯、微信的官网信息和业绩报告；关键人物的公开演讲、微

信公开课等；及《微信力量》《腾讯传》等书籍资料；②二手数据主要来自于各个网站，如腾讯和微信的学术文

献，相关媒体的报道，如虎嗅网、搜狐新闻、百度百科等，还有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和各大公众号信息。通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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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的信息和资料收集渠道，梳理有关于微信的发展历史、企业文化等，形成对研究数据的三角测量，实现多

方引证和交叉印证，以保障案例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最终根据所收集的案例资料建立案例文档库，为后续案

例分析奠定基础。

（三）案例背景与数据处理
案例背景。微信是腾讯公司旗下，张小龙团队研发的一款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应用程序，于 2011年 1月

推出第一版微信测试版，意味着微信的正式上线并发展，微信主要发展阶段和关键事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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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信平台生态化发展历程

基于研究主题将微信平台生态化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①社交通讯工具。微信于 2011年上线，定

位是即时通讯工具，经过产品优化和功能迭代，向社交通讯工具转变，期间不断积累社交用户流量。②双边

平台构建期。微信在 2012年 8月上线公众平台，通过边界资源的设计部署刺激双边网络效应的发生，成功构

建双边平台。③平台生态建立期。随着平台进一步发展，B端出现了市场发展或技术开发的诸多需求，微信

由于自身资源能力匮乏，开始利用外界创新资源实现业务突破，从而刺激平台开放创新性，并初步形成生态

系统。④平台生态扩张期。微信上线小程序，利用小程序的独特属性开启生态的无边界扩张，实现资源的整

合配置，以刺激价值最大化的发生。

数据处理。研究根据 Yin的案例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数据搜集同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建立专门的案

例数据库，形成完整的数据“证据链”，针对不同的数据来源进行三角验证，以确保数据之间的全覆盖性（刘志

迎等，2018）。具体分析步骤为：第一，将收集的案例资料，按照时间顺序整理，进行案例初步的描述性分析。

第二，分析不同阶段的关键活动和要素的主要变化，并提炼活动所反应的核心概念，进而提炼出数据变量，并

将数据变量与概念模型进行整合。第三，对数据变量进一步提炼至概念，保证概念的相对松散性，最终呈现

的概念见表 1。
表 1 相关变量的内涵、分类与示例

变量

技术边界资源

社会边界资源

互补者
结构

依赖关系

内涵

互补者访问平台的
技术途径

旨在向互补者解释
平台技术架构

数字平台情境下的
互补者集合现象

核心企业与互补者
基于合作资源属性

产生的关系

分类

访问开放类

资源开放类

文档指引类

规则约束类

成长激励类

互补者类型

互补者数量

结构依赖

过程依赖

示例

2014年 3月 5日，公众号微信支付申请指引，接入微信支付功能接口；
2014年 10月 31日，微信公众平台新增语义理解接口

2016年 1月 11日，公众平台发布微信 web开发商工具；
2015年 1月 9日，微信对外开放 11个 JS⁃SDK接口，为服务商提供创新空间

2013年 3月 19日，公众平台接口更新……为保证您的账号能够正常处理用户信息，请参考接口文档及
时调整后台策略

2013年 12月 31日，微信公众平台关于诱导分享行为的公告……我们坚决打击各类违反《微信公众平
台服务协议》的内容和行为

视频号还推出了“创作者激励计划”，对原创内容提供流量倾斜，进一步完善内容创作者的成长体系；
2022年 6月，推出微信学堂小程序

做微信公众平台最开始的想法，是将这个世界变成人和世界的联系，所以最开始的公众账号都被安排
放在联系人里；
根据粗略估计，国内基于微信的第三方服务商有 2000多家

根据官方资料，2014年 8月，微信平台已聚集 10万开发商，服务商数量已经近 1000家；
iiMedia Research数据显示，2016年公众号数量超过 1200万个，相比 2015年增长 46.2%，预计在 2017年
增长到 1415万个

合作伙伴希望我们拿出更多的能力，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扩充所有能力……我们希望能有一些节奏

我们更多希望小程序是一个通用的平台……希望把平台做的足够抽象，使得不同行业可以在里面获
得一些更好的、创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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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与发现

（一）微信平台生态演进中边界资源动态配置分析
微信初期持续优化通讯功能，向社交平台平滑升级，“通讯+社交”的功能属性为微信积累了大量的社交

用户群，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底微信用户量已超过 3亿，满足强单边网络效应。随后，微信上线公众平

台，通过边界资源的动态配置构建并扩展平台架构，吸引各类互补者接入，最终共建开放的平台生态，开启其

“连接一切”的商业化进程。

1.双边平台构建期：边界资源的设计和部署

微信双边平台构建期边界资源主要包括访问开放类技术边界资源和社会边界资源。2012年 8月微信在

内部设计嵌套子平台⁃公众平台，基于“连接人与服务”的价值主张开始设计部署边界资源，吸引互补者接入，

完成连接双边的目的。

访问开放类技术边界资源的设计和部署。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具体有 OpenAPI（ope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语音识别接口、微信支付接口、OAuth2.0网页授权、微信小店 API和开店模板等，外界

参与者通过组合利用这些接口开展业务。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将复杂开发流程和功能技术组件进行封装，

通过标准化技术接口提供给外界参与者，一是降低其接入平台的技术壁垒和功能开发的技术难度，共享核心

企业内部数字知识，二是给予外界参与者平台准入许可，利用数字平台积累的优势资源激发其价值创造活

动，从而激发双边网络效应。

社会边界资源的设计和部署。微信在此期间相应配套了社会边界资源，主要包括文档指引类、规则约束

类和成长激励类。文档指引类包括注册文档、接口文档、接口指引文档等，用来辅助和指引参与者使用访问

开放类边界资源加入平台，指引用户注册流程，提示注意事项，协助用户注册并成功调用接口。规则约束类

包括各类服务协议、运营规范、安全中心等，主要是规范协调参与者开发和运营行为，使其能够在平台运营边

界内进行价值创造活动，通过对参与者的规范实现平台健康运行。成长激励类如 2014年 4月 4日腾讯大学

创办的“微信学院”，旨在将其内部学习成长类资源对外开放，使得参与者利用共享资源实现深度开发和商业

化应用。在这个阶段，文档指引类社会边界资源起到了一个主要的辅助指引作用，规则约束类和成长激励类

在此阶段发挥作用较小。

微信吸引连接新参与主体，社交用户群持续扩张。通过边界资源的设计与部署，微信吸引连接商家用户

群加入平台，主要包括公众号运营商和微信小店商家，此类互补者为社交用户群提供内容、产品等多元服

务。微信将平台内的功能模块进行组合，设计全新运营模式，如“公众号+微信支付”和“服务号+微信小店+
微信支付”，以上模式重构微信业务逻辑，吸引大量商家用户群接入。“公众号+微信支付”模式使得商家可以

通过公众号向用户传递优质内容，并以此获利。微信通过该业务模式培养出靠自媒体创业的企业，这些企业

通过优质内容和服务吸引用户流量，抓住流量红利进行变现，如罗振宇逻辑思维和吴晓波频道等公众号运营

商。“服务号+微信小店+微信支付”模式使得微信小店商家可以通过微信原生电商模式来售卖产品，该模式

打通了实体产品到用户的渠道，使得商家用户群不仅可以通过微信为用户提供内容与服务，还可以提供实体

商品。参与主体数量的具体变化见表 2。
综上，微信设计部署平台边界资源，吸引连接平台互补者，最终激发双边网络效应，成功构建双边平台。

微信利用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为商家用户群提供平台准入权，以此构建平台架构，连接双边市场，并通过社

会边界资源促进维护平台价值共创活动的发生。微信提供连接社交用户群的平台和功能接口，商家用户群

提供自身的创业理念和发展资源，开展自身的业务活动，微信不断设计部署边界资源，开发自身基础能力，刺

激互补者创新活动，并产生附加价值，从而激发双边网络效应，微信由单边转向双边的边界资源和互补者结

构变化如图 2所示。

2.平台生态建立期：边界资源的新增和更新

随着商家用户群数量增多，其价值活动开始复杂化和专业化，出现大量经营与发展需求，微信通过边界

资源的新增和更新，吸引外界第三方加入平台，为平台商家用户群提供专业服务。

技术边界资源的新增与更新；①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的新增与更新，为互补者提供一站式功能接口服

务。此阶段微信在原有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基础上进行持续新增与更新，如新增标签功能、城市服务功能，

更新多客服功能、自定义菜单功能等，通过新增与更新动作，降低公众号开发和使用门槛，简化调用接口的设

60



张 培等：基于边界资源配置的数字平台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演进研究

置流程，最终激发平台的多边网络效应；②资源开放类边界资源的新增与更新，实现资源共享与服务创新。

微信利用资源开放类边界资源高度抽象化平台功能模块，刺激开放创新性，资源开放类边界资源如 JS⁃SDK
（JavaScript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Web工具开发包（world wide web）、网页设计样式库等。一方面，微信通

过资源开放类边界资源将功能模块高度抽象并开放给服务商用户，使其调用自身优势为商家用户开发垂直

行业的服务，满足其设计、运营、营销等多方面的创业需求；另一方面，微信利用资源开放类边界资源为服务

商用户提供部分平台控制权，开放平台核心资源，促进其异构开发活动，刺激平台的开放创新性。为连接服

务商用户和商家用户，微信推出“公众号授权登录功能”，服务商用户利用该功能实现对商家用户的一键登

录，以授权托管形式帮助其解决垂直行业需求，如微信认证、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管理、网

页授权相关业务等，提高二者合作效率。

社会边界资源的新增与更新。此阶段微信对规则约束类和文档指引类社会边界资源的持续新增与更

新，主要对各类互补者起到提升效率、行为约束和服务合规等作用。随着参与主体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平台

内出现诸多关于内容和安全性的治理问题，为加强对扰乱生态行为的整治工作，让平台内参与者更清晰了解

平台运营规则，以构建良好生态环境，微信新增更新大量正式规则约束类边界资源，如各类管理中心、各类禁

止和整顿公告、新增应用秘钥、更新安全中心等。通过以上边界资源去约束平台参与主体的交互活动，增加

平台经营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同时，为了加强对平台参与主体的活动指引，微信还新增文档指引类边界资

源，如开发商文档、扫一扫帮助文档等，指出操作的具体流程和常见问题，大大提升功能使用的效率。

平台互补者数量和类型持续增加，平台社交与服务的创新连接了更多用户。通过边界资源新增与更新，微

信实现与外界创新资源的连接，吸引了新互补者⁃服务商用户群，主要包括第三方服务商和第三方开发商，他们

为商家用户群提供垂直领域的产品服务，最终实现平台服务创新。具体来说，微信为服务商用户群提供用户和

技术资源，服务商用户群利用自身经验和技术优势解决商家用户群的专业需求，如公众号代运营、平台基础内

容搭建、个性化功能开发等。商家用户群的需求蓝海不断扩张，服务商用户群纷纷涌入该市场，在各个垂直业

务领域持续深耕，变得专业化和垂直化，真正为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创新。参与主体数量的具体变化见表 2。
综上，微信新增与更新边界资源，吸引新的互补者加入，以此扩展平台架构，刺激多边网络效应和开放创

新性的发生，最终形成平台生态系统。微信利用资源开放类边界资源为服务商用户群提供部分平台控制权，

以此扩展平台架构，连接多边市场，再通过社会边界资源的新增更新治理生态运营问题，确保生态系统的平

稳运行。微信和服务商用户群都拥有对于双方发展有利的稀缺资源，微信战略发展需要外界资源协助，服务

商用户群业务扩张需要微信市场势力和技术力量，基于此，双方形成互补并形成合作，为商家用户群和社交

用户群提供产品与服务，微信生态形成阶段的边界资源配置和互补者结构如图 3所示。

3.平台生态扩张期：边界资源的复用和再设计

微信后期不断扩展生态系统架构，通过边界资源的复用和再设计，实施生态互惠主义，加速新业务和互

补者的连接，实现业务快速成长，并开启微信的生态扩张道路。

技术边界资源的复用和再设计。①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的复用和再设计，实现资源整合和价值最大

化。首先，新增小程序模块后，微信复用公众号的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一键接入已有能力，如地理位置、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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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微信双边平台阶段边界资源配置与互补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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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组件、统计功能等，以加速小程序的接入和成长。其次，微信调整复用授权登录机制功能，建立连接服务商

用户群和小程序运营商的通道。最后，微信设计新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如为小程序设计的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接口、评测功能接口、微信小商店功能插件等，从而释放小程序的新能力。除此之外，微信还

设计服务市场平台，类似于应用商店，服务商用户群可以将产品服务投放在市场内的特定板块，商家用户群

基于自身发展需求去市场内寻找产品，便捷了两类互补者的连接和合作。②资源开放类技术边界资源的复

用与再设计，促进高效率技术开发和高质量产品创新。一方面，微信在原有公众号网页调试工具的基础上，

改良推出了全新微信开发商工具，结合了公众号网页调试和小程序调试两种开发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微信

降低了技术开发难度并简化小程序的开发流程；另一方面，微信将开发过程所需的功能进行模块化封装，通

过资源开放类边界资源的设计传输给小程序开发商，如全新改版的开发商工具、腾讯云工具、小程序分阶段

发布功能、微信 S脚本语言等，功能的新增与运用让小程序开发和运营更加高效。

社会边界资源的新增和设计。在此阶段，社会边界资源数量直线增加，多方面、多层次作用于互补者。

首先，规则约束类边界资源数量明显增加，作用力度开始加大。微信设计大量规则约束类边界资源对互补者

行为进行严格限制规范，如设计各类协议、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公告、专项治理政策公告等，使其行为不得

超出微信价值主张以外，以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其次，微信为新功能和新业务设计文档指引类边界资源，

如各类服务的入驻指引、WKWebview网页开发适配指南、小程序激励式视频广告开通指引等，快速提升互补

者应用新功能、参与新业务的效率。最后，微信设计成长激励类边界资源，如开放社区、微信课堂、创作者激

励计划和分成计划等，所有互补者可以从共享的社会边界资源中获得技术和资源支持，真正实现自我成长。

微信扩展业务领域，吸引新互补者，连接更多用户。微信提出“小程序”和“视频号”等颠覆行业的重要概

念，并通过边界资源的复用和再设计快速赋能新业务成长，从而吸引了新的互补者，主要包括视频号运营商、

小程序运营商和小程序服务商。微信会不断利用边界资源扩张生态系统架构，创建更多的细分业务市场，吸

引更多的、不同种类的互补者，进而孵化出该业务在微信生态内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互补者加入

微信生态。参与主体数量的具体变化见表 2。
综上，微信通过边界资源的复用和再设计扩展生态系统架构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了互补者数量，扩展了

业务领域，需求在扩展过程中不断涌现，互补者基于新涌现的需求持续深耕，创造新的产品服务体系，从而促

进生态价值体系的成长，实现生态协同效应。在此阶段，微信复用成熟边界资源体系，赋能新业务领域的成

长，通过优化和调整边界资源，适应平台功能升级，从而能够将新功能、新理念通过边界资源传递给互补者。

在未来，微信不会停下创新和扩张的脚步，它会演化成为用户提供全场景、全流程式服务的生态系统，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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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内*的数量代表微信生态演进过程中各要素增加变化的程度，*数量越多，该要素变化程度越大

图 3 微信生态形成阶段边界资源配置与互补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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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逐渐发展到企业智能服务，微信已不再是单纯连接用户的平台，而是变成连接一切的生态系统，微

信生态扩张阶段资源边界配置与互补者结构如图 4所示。

表 2 微信互补者变化和用户种类和数量变化示例

生态演进阶段平台参与者变化

商家用户群

社交用户群

服务商用户群

双边平台阶段

2013年 9月 200万+公众号
2014年 7月 580万+公众号

2013年 12月 月活跃账号 3.55亿
2014年 12月 月活跃账号 5亿

无

生态形成阶段

2015年 12月 1000万+公众号
2016年 12月 1200万+公众号

2015年 12月 月活跃账号 6.97亿
2016年 12月 月活跃账号 8.89亿

2014年 8月 1000+服务商
2015年 12月 20万+第三方开发者

生态扩张阶段

2018年 1月 58万+小程序上线
2020年 9月 536万+小程序从业者
2020年 12月 3000万+视频号
2020年 5月 2000万+公众号

2017年 12月 月活跃账号 10亿
2018年 12月 月活跃账号 5亿
2020年 12月 月活跃账号 12亿
2019年 7月 6200+服务商

2020年 9月 4万+活跃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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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内*的数量代表微信生态演进过程中各要素增加变化的程度，*数量越多，该要素变化程度越大

图 4 微信生态扩张阶段资源边界配置与互补者结构

（二）微信平台生态演进中互补者类型涌现
微信平台生态演进过程中互

补者结构和数量不断发生变化，双

边平台构建到平台生态建立再到

平台生态扩展，三个阶段涌现出不

同互补者类型，本文将其概括为三

类互补者类型，具体如图 5所示。

交易型互补者。在双边平台

构建期，出现以公众号运营商和微

信小店商家为代表的商家用户群，

其通过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和社

会边界资源接入平台，成为互补者

为社交用户群提供多元服务。此

类互补者同微信存在资源内在关

联性，由于资源内生性和互补性双

方达成合作或交易关系，最终产生

交易互补。微信为占据市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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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内*的数量代表微信生态演进过程中各要素增加变化的程度，*数量越多，该要素变化程度越大

图 5 微信平台生态演进中互补者类型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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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连接双边的商业化战略，将自身数字资源和运营知识通过边界资源外部化，利用交易型互补者为用户生

成统一服务，以最大化内部资源的价值。交易型互补者看中微信庞大用户市场和拥有独立运营权的平台运

营模式，纷纷通过边界资源接入平台，使用平台提供功能接口，适应平台规则，开展自身业务模式。双方基于

各自价值主张和互补性资源开展价值共创活动，最终生成平台资产。

创新型互补者。在生态系统形成和扩张期，微信开启战略变革，吸引服务商用户加入，其利用技术边界

资源和社会边界资源接入平台，成为互补者为商家用户群提供服务。微信和创新型互补者基于各自资源的

稀缺性和外生性形成合作关系，产生更多创新互补。微信将模块缺口在技术上进行抽象，开放给创新型互补

者，利用其创新能力弥补平台功能不足。公众号授权登陆功能便利了创新型互补者为交易型互补者提供服

务的过程，创新型互补者主要包括服务商和开发商，服务商主要为交易型互补者提供专业化服务，开发商主

要是完善平台的功能架构，以生成新的功能接口。公众号授权登录功能通过统一技术动作的下发同时为多

个交易型互补者创建服务，在登录授权之后，交易型互补者不需要理解烦琐的技术参数设置，创新型互补者

也不再一一沟通，大大降低双方沟通和开发成本。

交易与创新共存的混合型互补者。生态系统扩张期，微信设计小程序并视为一类轻应用，微信为企业提

供开源技术环境，企业结合自身业务理念和开发能力，开发运营小程序。此时生态系统中互补者类型发生改

变，企业在微信生态中可能存在“公众号”“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小程序”“服务商”“开发商”等组合类

型。由于小程序的特殊性，其并非像公众号一样进入门槛低，企业注册小程序需要技术开发能力，小程序运

营商在同时使用两类技术边界资源和社会边界资源，小程序运营商同微信既存在资源内在关联性，同时也拥

有稀缺资源，小程序运营商在生态内既产生交易互补，又产生创新互补，本文将这类互补者定义为混合型互

补者。混合型互补者具体是指企业在微信生态内拥有身份多重性、使用资源多样性、功能多属性，具体包括

小程序运营商、“公众号+小程序”组合的企业等。

（三）边界资源配置视角下微信平台生态演进中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演进
1.微信与交易型互补者依赖关系演进

微信和交易型互补者关系属于结构依赖关系，并随着平台生态演进、边界资源动态配置和内外围环境影

响，交易型互补者对微信的结构依赖关系逐渐加强。微信需要交易型互补者为用户提供内容和服务，交易型

互补者依赖微信提供的技术和社会边界资源，双方所拥有的资源存在内在关联性，所以生成结构依赖。由于

结构依赖的资源基础是由微信主导，所以结构依赖更多体现单边性。

在双边平台构建期，微信和交易型互补者属于单向弱结构依赖。首先，双边平台初期，微信存在功能资

源短板，如架构功能不稳定、价值主张不明确等，平台核心的不稳定使得互补者踌躇不前，并且由于前期平台

规则不明朗，交易型互补者开始钻平台漏洞，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行为。其次，边界资源种类匮乏，导

致接口覆盖功能不全面、指引设计不明确等问题频发，造成早期交易型互补者使用平台体验感较差。最后，

交易型互补者同微信处于松耦合状态，有一点独立性和决策权，在发展不利的情况下可以随时从平台抽离。

综上，交易型互补者对微信的结构依赖程度较弱。

在生态系统形成期，交易型互补者对微信的单向结构依赖关系的程度持续加深。首先，微信持续性技术

突破和战略性变革，不断扩展业务架构，逐步形成稳定的平台核心。其次，边界资源的新增与更新完善功能

接口体系。一方面，微信新增与优化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扩大功能接口的开放范围，持续为其提供业务创

新基础，降低其技术应用难度；另一方面，微信构建交易型互补者和创新型互补者连接通道，打开自主交易、

竞争和合作的市场，使得交易型互补者降低业务失败的风险、创新互补者得以开辟新业务市场，形成互利共

赢局面。最后，多边网络效应刺激外围环境发展成熟，吸引更多交易型互补者加入。综上，交易型互补者对

微信结构依赖的程度逐渐升高。

在生态系统扩张期，微信和交易型互补者属于单向强结构依赖。首先，微信平台核心持续完善。技术环

境的成熟、规则体系的完善、价值主张的明确，微信一步步构建起兼具覆盖广度和发展深度的平台生态系统，

俨然成为市场发展领导者，拥有较强的市场话语权，并且，微信开创了新业务领域和新运营模式，使得互补者

拥有多次创业的可能，进一步吸引了更多交易型互补者。其次，边界资源体系持续完善，使得微信和互补者

利用边界资源实现价值创造和获取，形成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平台生态观。最后，外围环境中各类互补者

的种类数量逐渐增多，竞争加剧，互补者纷纷深耕微信用户需求进行高质量的互补创新活动，实现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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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品的落地，不断优化微信生态产品体系。综上，交易型互补者对微信的单向结构依赖程度持续加强。

微信基于结构依赖，通过边界资源不断放大平台开放范围并优化平台的架构能力，以最大限度激发交易

型互补者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如交易型互补者利用平台功能模块无缝对接属性，进行重组以创新业务运营模

式。微信不断增强平台开发能力，使得平台功能模块和交易型互补者实现深度连接，最终涌现优质内容与服

务，实现平台动态成长。

2.微信与创新型互补者依赖关系演进

微信和创新型互补者关系属于过程依赖关系，随着平台架构变化、边界资源动态配置等的影响，二者之间

的过程依赖关系强度会发生双向动态改变。微信需要外界创新资源为业务破局，创新型互补者则需要微信所

提供的创新空间和边界资源完成自我成长，双方都各自拥有对于对方发展有利的稀缺资源，由于资源的外生性

和稀缺性，所以生成过程依赖。由于过程依赖的资源基础是创新性、稀缺性资源，所以过程依赖体现双边性。

在生态系统形成期，微信和创新型互补者形成强双向过程依赖。首先，微信囿于垂直行业技术和运营的

经验，无法解决交易型互补者同质化、专业发展需求，所以急需外界资源为自身业务破局。其次，微信不断放

大资源开放类边界资源的控制权限，如自定义选择、放大页面访问层级限制等，使创新型互补者拥有更多独

立权和决策权。微信提供全新技术开发体系，包含各类开发环境和工具，为服务商用户群创建流畅的技术环

境。最后，交易型互补者的市场需求蓝海不断扩大，海量市场资源吸引了大批创新型互补者。综上，微信和

创新型互补者形成了强双向过程依赖关系。

在生态系统扩张期，微信和创新型互补者的关系逐渐演变为非平衡过程依赖，即微信对创新型互补者依

赖降低，创新型互补者对微信依赖加强。一方面，随着生态系统扩张，交易型互补者数量增加，需求蓝海不断

扩张，更多创新型互补者进入市场，导致竞争加剧。为了留在生态，创新型互补者在生态的沉没成本越来越

高，产品服务都是以用户价值为导向，很难脱离微信去使用。所以，创新型互补者对微信的依赖程度加强；另

一方面，微信自身也在做技术开发，开始介入到部分市场竞争中去，比如说微信旗下的数据分析工具、视频号

等会挤压部分创新型互补者的市场空间，并且，微信通过调整资源开放类边界资源去控制创新型互补者的开

发行为，如要求开发商变更接口证书、调整自身接口去适配平台功能等，这样微信实现对开发商的控制，间接

增加其转换成本，降低微信对其的依赖。综上，双方形成了非平衡过程依赖关系。

微信基于过程依赖，利用边界资源的更新调整，不断下放控制权限以实现大范围的开放创新并刺激创新

资产生成，同时深化生态系统架构能力，通过生态业务体系的重组和连接，实现业务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资源

共享、能力互通，不断衍生新业务模式，扩展生态价值体系，最终彻底释放平台生态能力。

3.微信与混合型互补者依赖关系分析

微信和混合型互补者关系属于结构依赖和过程依赖的混合依赖关系。混合型互补者同微信既存在资源

的内在关联性，又同微信存在资源的外生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丰富微信生态圈的产品服务，也

会提升各自的专业性。所以，混合型互补者同微信形成结构依赖和过程依赖的混合依赖关系。

在生态系统扩张阶段，微信生态内出现以小程序运营商为代表的混合型互补者，一方面，混合型互补者

在微信生态中需要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思路，如小程序开发过程需要多方面能力，灵活利用基础组件能

力、实时学习更新能力等，混合型互补者通过不断的基础开发创建涉及不同业务领域小程序，使得微信得以

连接除生活应用、餐饮服务以外的业务空间，如黑湖小工单云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涉及的智

能制造领域，这为微信经营打开了新思路；另一方面，微信生态也会通过边界资源的设计调整来为混合型互

补者提供创新空间和创新资源，比如设计特有的技术边界资源，如原生平台接口和技术组件，以此来促进混

合型互补者即时学习和利用新技术边界资源，最终实现小程序功能的持续迭代和业务模式优化。双方在微

信持续生态演进的过程中，混合依赖关系会愈发复杂，再加上小程序运营商还有一部分是由公众号运营商转

变而来，即其同时拥有“公众号+小程序”两个身份，这样他们同微信的依赖关系会更加多重与复杂。

微信基于混合依赖关系，利用边界资源的动态调试，如技术边界资源数量的增加或功能的精进，以此完

成平台业务的增长，同时也可以利用互补者经验持续开放创新，从而延展自身数字服务场景，如微信云、微信

键盘等，以数字创新支撑生态价值体系，持续完善生态服务架构。微信致力于生态参与者价值最大化，所以

对混合依赖关系十分谨慎，微信自身也会严格遵守平台规则，比如承诺不会介入某小程序业务领域，去垄断

头部小程序业务，虽然暂时获取短期利益，但是长远来看，整个生态会逐渐失衡。各类互补者同微信的依赖

关系演进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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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微信平台生态演进中核心企业与互补者关系演进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微信平台开展纵向案例研究，剖析数字平台核心企业在平台生态演进中对边界资源的动态配置

过程，以及相应发生的互补者结构变化，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依赖关系随着平台生态

演进和边界资源动态变化而演进的过程，并构建逻辑框架如图 7所示。有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在数字平台情境中，边界资源的动态配置对于数字平台的生态演进具有关键促进作用。核心企业通

过边界资源设计部署、新增更新、复用再设计的动态配置，实现从单边平台向生态系统的跃迁。首先，核心企

业要具备强单边网络效应，再利用边界资源部署释放平台准入许可，吸引交易型互补者为平台最终用户提供

多元服务，从而完成双边平台的搭建。然后，为解决生态内不断涌现的需求，核心企业进一步新增边界资源

种类，更新边界资源功能，从而实现平台控制权的下放和更开放的平台准入许可，将自身嵌套于外界的创新

网络中，连接多边市场，构建生态。最后，核心企业通过复用和动态调试边界资源，刺激生态成长。核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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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内*的数量代表微信生态演进过程中各要素增加变化的程度，*数量越多，该要素变化程度越大

图 7 数字平台生态演进中资源边界配置与互补者关系演进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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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访问开放类边界资源吸引新业务模块的互补者接入平台，延伸平台连接的广度，利用资源开放类边界资

源吸引服务商用户群并深耕创新，多样化生态产品，扩展平台连接的深度。在成熟生态系统中，互补者基于

生态需求协同创新，围绕衍生的新业务模式持续生成需求与产品，需求不断涌现，产品持续衍生，各类互补者

之间紧密合作，生态系统得以自我生长和迭代升级，实现生生不息的繁荣局面。

（2）在数字平台生态演进过程中，涌现出三类互补者：交易型互补者、创新型互补者和混合型互补者，识

别出三类依赖关系：结构依赖、过程依赖、混合依赖，并基于边界资源配置视角分析依赖关系的变化过程。核

心企业同交易型互补者最早构建基于内生性资源的结构依赖，并且随着平台发展完善与边界资源体系成熟，

交易型互补者对核心企业的结构依赖程度在持续加深。随后，平台进行战略变革，创新型互补者接入平台，

并同核心企业构建基于外生性资源的过程依赖，随着平台自身能力持续加强、外围互补环境竞争加剧和平台

边界资源数量种类的进一步增加等影响，双方由双向过程依赖转变为非平衡过程依赖。混合型互补者在生

态内拥有创新和交易的双重属性，双方合作的资源同时具备内生性和外生性，核心企业利用完善的边界资源

体系赋能混合型互补者创新和业务的共同成长，最终混合型互补者对微信形成了结构依赖和过程依赖并存

的混合依赖关系。互补者是数字平台生态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识别并维护核心企业和互补者的关系更是

生态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分阶段、分对象、分层次的研究核心企业和互补者关系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平台企

业有针对性地设计边界资源去维护两者的关系，实现价值增值。

（二）理论贡献
本文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①将边界资源作为数字平台生态演进的主要分析单位，充分考虑数字平台的

创新情景和特征，响应 de Reuver等（2018）对数字平台新见解的呼吁。本文通过纵向案例研究，解析数字平

台向生态跃迁的过程机制，提供了数字平台和边界资源的全新研究思路，丰富现有研究成果。②提出新互补

者类型，拓展陈雪琳等（2023）对互补者类型和互补者关系的研究。现有研究没有仔细区分生态内互补者类

型，而是较为笼统定义并将其视为一体进行研究，未能充分解释核心企业与互补者之间的价值交互特征和关

系类型。本文从生态演进入手，综合互补者的活动属性和价值导向，辨识出三类互补者并总结核心企业与三

类互补者的依赖关系，进一步丰富数字平台互补者的理论。③融合了数字平台和资源依赖理论的交叉研究，

建立两者的理论联系，为传统理论赋予新的内涵。本文将资源依赖理论应用于新情境，扩展了结构依赖和过

程依赖的理论内涵。

（三）实践启示
第一，数字平台核心企业可以通过边界资源的设计和动态部署实现平台架构的构建和扩张，完成从平台

到生态的转变。微信首先积累了强单边网络效应，正是激发双边网络效应的最佳时机，核心企业要把握机

会，依靠边界资源连接多边平台市场，真正实现流量商业化。第二，核心企业要将长远价值作为生态系统的

支点，积极推动生态内互补者之间的价值共创。微信将自身业务控制权下放，通过持续的开源动作充分激发

互补者的创新活动，各类互补者深耕需求协同创新，为生态系统的繁荣贡献力量，核心企业要以生态价值和

互补者价值为重点，不可利用市场领导者的身份进行价值掠夺，从而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第三，充分利用边

界资源的力量。数字平台核心企业要正确认识边界资源，从而能够因地制宜的设计边界资源，进一步吸引和

赋能互补者，刺激开放创新和价值共创活动。

（四）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局限性：①选取的案例属于消费互联网端的数字平台，后续研究可以增加产业互联网端数

字平台案例，横向比较两者存在的异同，从而提高研究的价值；②仅从技术和社会视角探讨了边界资源的类

型，未来可以从其余视角出发，如商业、组织等探讨边界资源种类的更多可能性；③本文是从资源依赖理论视

角出发，探讨核心企业与互补者的依赖关系，未来可以选用其他传统理论视角，深入探索其他关系类型的发

生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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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Depe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Enterprises and
Complementors of Digital Platform Based on Border Resource Allocation—Taking WeChat

Platform as an Example

Zhang Pei1，2，Li Guorui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ialize development，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latform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bu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digital platform
ecolog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WeChat platform was taken as the case study object，and adopts the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method to
explore how the core enterprises of digital platform use the allocation of boundary resources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evolution of digital
platform and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the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enterprises and complementors. It is found that the
dynamic allocation of boundary resources by core enterprises is the key driving factor for the ecological evolu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 core enterprises promote the ecological evolution of platforms through the design and deployment of boundary resources，new
updates，reuse and redesign. Core enterprises connect different complementor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platform，

including transactional complementors，innovative complementors and mixed complementors. The three types of complementors build
resource⁃based dependency relationships with core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 endogeneity and exogeneity of resources，three types
of dependency relationships are obtained：structural dependency，process dependency and mixed dependency，an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dependency degree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rder resource allocation. Core enterprises should master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platform development and make use of the dynamic nature of boundary resources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and the healthy maintenance of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Keywords：digital platform；boundary resources；complementors；dependency relationship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