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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

商业模式评估的理论框架硏究
＜

原 磊 张小光

【提 要 】 商业模式评估是
一项非常复杂的 工作 ， 应在解释主义 、 实证主义和现实 主义

多 种研究范式有机结合的基础上 ， 打开商业模式的
“

黑 匣 子
”

， 厘清商业模式价值创造活动

的机理 。 具体来看 ， 商业模式评估可以采用 两 个基本工具 ：

一是商业模式价值容量评估 ，

建立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模型 ， 对商业模式所能创造的
“

最大价值空 间
”

进行评估
；
二是

建立商业模式评估指标体 系 ， 评估商业模式相比于竞争对手所具备的
“

关键特征
”

，
从而对

其市场竞争力进行领判 。

【关键词 】 研究 范式 商业模式价值容量评估 商业模式评估指标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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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上考虑 ， 构建了商业模式指标评价体系 ， 包但其存在并不能否定或排除其他评价方法 ， 允

括 ６ 个维 度 和 １ ６ 个二 级 指标 。

？Ｄａｖｉ
ｄＰ．许多种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同时平等存在 ； 在研

Ｈｕｅ ｌｓｂｅｃｋ 等主张从实施绩效角度对商业模式进究方法上 ， 对商业模式的评估可以主要采用归

行评估 ， 认为在商业模式评估时需要将对影响纳的方法 ， 对个别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进行解

企业绩效的其他变量进行控制 ， 分析商业模式构 ， 建立商业模式评估的方法 ， 然后进
一

步推

与企业绩效之 间 的稳定关 系 。

？ 罗倩 等基 于演到所有企业 ， 获得一般规律 ；
在研究战略上 ，

Ｈｅｎｒｙ
Ｃｈｅｓｂｒｏｕｃｈ 和 Ｒｉ ｃｈａｒｄＳ Ｒｏｓ ｅｂ ｌｏｏｍ 提出可以主要采用行为研究 ， 对单个企业行为进行

的商业模式构成要素 ， 构建了
一

个面 向商业模深刻解构 ， 并进行抽象化和模型化 ； 在时间维

式整体性和基石性概念的测评体系 ， 但其研究度上 ， 更多是采用纵切面数据 ， 也就是单个企

的重点在于利用 ＡＨＰ方法确定指标权重 。

？业的多期历史数据 ， 从历史数据分析中 ， 获得

虽然 目前商业模式评估研究在很多环节 已对该企业的客观认识 ； 在数据收集方法上 ， 可

经取得了 十分突 出 的进展 ， 但总体上仍较为零以主要采取观察 、 采访等 。

散 ， 研究者们各 自 为战 ， 尚 未形成完整的理论路径二是沿着实证主义 （ ｐｏｓｉ
ｔ ｉｖｉｓｍ ） 立场

体系 ， 也缺乏具有哲学意义的方法论指导 ， 迫展开 。 在本体论层面强调商业模式的客观性和

切需要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对其进行整合 。 唯物性 ， 肯定所谓的真实的外部世界是客观存

笔者在充分吸收 国 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尝在的 ， 且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 在认识论上主

试建立一个整合 的商业模式评估理论框架 ， 系张从实践经验 中对商业模式直接进行检验 ， 根

统论述企业商业模式评估的基本思路 ， 以及关据商业模式实施的具体效果对商业模式进行评

键的研究方法 ， 为研究者 的进一 步研究提供估 。 这种研究路径在研究哲学上 ， 更多遵循实

借鉴 。证主义立场 ， 不是去预先假设人类是如何得到

＿

＾＾知识的 ， 也不提供关于知识的心理学或历史学
二 、 商业模式评估的研奶Ｂ式的基础 ， 仅仅通过观察或感觉经验 ， 去认识身

商业模式评估是－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 不
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 ；

在研究方法上 ’ 对

仅在于商业模式本細抽象性 ， 而且在于认识方法 ’＆

过程的复杂性 。

－

般来讲 ， 对于复杂问翻研
“
一般性

”

的前提出发 ， 推导出能够适用于
“

个

究应髙度重视其分析范式 ，
以有利于从哲学Ｓ＠ ｉ＋＾ 、

度指导实獅麵聽 ， 从麵丨？为全？
上 ， 可以主要采取统计检验 、 实验等方法 ， 利

（

一

） 商业模式评估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用大量企业资料数据 ， 寻求商业模式评估的一

具体来看 ， 商业模式评估可 以采取多元化
般规律 ？ 在时间维度上 ’ 可以主要采取横截面

的研究范式 ，
主要沿着三条路径展开 ：数据 ， 对采取不贿业模式的企业之间进行 比

路径
一是沿着解释主义立场 （ ｉ

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ｉｖ
－

较 ’ 从而衡量不同商业模式： 的优劣 ； 在数据 收：

ｉｓｍ ） 展开 。 在本体论上强调商业模式的结构复
集方法上 ’ 可 以 主要采取抽样 、 二手数据 、

杂性 ， 认为世界是 以它被人类思想和实践所阐


释的方式而呈现出来的 ， 在认识论上主张 以建① 孙连才 、 王宗军 ：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下企

扮 ；Ｅｎ ｆｉＢ Ｉ
叙 命 丨 丨

，描士 ｔｏ撤 《业商业模式指标评价体系 》
，

《管理世界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５期 。

构和阐释的方式对商业模式的潜力进 ｆＴ分析 。

？Ｄａｖ ｉｄ Ｒ Ｈ ｕｅＵｅｃｋ ，Ｋｅｎｎ ｅｔｈ Ａ＿ Ｍ ｅｒｅｈ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ａｔ ｉａｎａ Ｓａ？－

这种路径在研究哲学上 ， 更多遵循解释主乂的 ｄｉｎ。
，
ＯｎＴｅｓｔｉｎ

ｇ
Ｂｕｓｉｎ ｅｓｓＭｏｄｅ ｌｓ

，
＂

ＴＡ ｅＡｃ ｆｏａｎｉ ｉｎｇＪ？ｅ
－

立场 ， 对商业模式的评估可 以从研究者所持有
２ 〇 １ １ ， Ｖ＆ ８６（５ ） ， ＰＭ ６３ １ 

－

１ ６５４ －

祕甘 人 ＃畑冰进拥千征你
③ 罗倩 、 李东 ： 《基于 ＡＨＰ 逻辑的商业模式效能测评方法

的某
一

丨 视角人手 ， 构建起理论模型或评价标一

对整体框架和基石性概念的思考 》 ， 《 东南大学学报

准进行阐释 ， 而这种模型或标准具有先验性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１ ３ 年第 ３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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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等方式 。图 １商业模式评估的三个步骤

路径三是沿着现实主义 （
ｒｅａ ｌ

ｉ
ｓｍ

） 的立场ｉ

丨

第’嫌＾＾

丨

丨

丨

錄
；

展开 。 在本体论上 ， 与 实证主义者基本
一

致 ，｜＊＊＊＊＊＊Ｉ ：

强调商业模式的客观性和唯物性 ， 认为外部世 丨 ｉ１ 丨

界是独立于行为者本身而客观存在的 ， 而在认
丨

丨

识论上 ， 认为在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结 丨 ＾ 了 丨

构关系 ，
且现实与表象通常是分离的 ， 并非所 丨丨 丨

有社会聽之＿深层结构关系■可 以通过Ｌ嫩一
经验观察而直接获得的 ， 因此不仅需要对社会

｜

‘

现象进行经验观察 ， 还需要对不可观察的深层第
一步从解释主义立场出 发 ， 对企业的价

次结构问题进行人为建构方式的塑造 ， 从而使 值创造系统进行抽象 ， 建立商业模式的价值创

其在认识论问题上与解释主义又形成了
一定程 造模型 ， 分析商业模式能够为企业带来多大的

度的相似性 。

① 这种路径在研究哲学上 ， 更多遵 价值容量 。 这种评估方式采取建构 的方式建立

循现实主义 （ ｒｅａｌｉｓｍ） 的立场 ， 在商业模式评模型 ， 对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行
“

先验

估问题研究中 ， 采用
“

比较性方法
”

， 致力于发性
”

的检验 ， 并不需要对商业模式进行实际应

展商业模式的 比较标准 ， 从而对不同商业模式用 ， 也不必要与竞争对手进行 比较 ， 仅仅是通

进行比较研究 ， 而不是局 限于先验地去寻找最过模型进行计算 ， 就可以预判商业模式的价值

有价值的商业模式 ； 在研究方法上 ， 对商业模创造能力 。 通过对商业模式价值容量进行简单

式的评估可以采取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相结合估算 ， 就可 以直接去除掉那些价值容量明显过

的方式 ， 既需要对经验观察进行归 纳 ， 也需要小的商业模式 。

对不可观察 的结构性问题进行建构 ， 采用演绎第二步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 ， 对国 内 、 外

的方法进行分析 ；
在研究战略上 ， 可 以主要采的经验研究进行总结 ， 梳理出影响企业绩效 的

取案例研究或
“

扎根理论
”

（ ｇｒｏｕｎ
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 ）

，主要因素 。 不仅包括企业内部因素 ， 而且包括

通过对现实 中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观察 ， 从原企业外部因素 ， 同时按照性质不同可分为技术

始资料中归纳 出经验概括 ，
然后上升到系 统的系统因素 、 政治系统因 素和文化系 统因素 。 在

理论 ， 建立商业模式评价标准 ；
在时间维度上 ， 不同的商业模式下 ， 这些因素发挥作用 的方 向

可以采取横截面数据和纵切面数据相结合 ，
观和力度是截然不同的 。

察 、 搜集现实中企业商业模式的有关案例 ， 用第三步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 ， 将先验性研

于辨别那些具有更高价值商业模式的特征 ；
在 究和经验性研究结合起来 ， 提炼 出企业内 、 外

数据收集方法上 ， 可以采用观察和采访等方式 。 部因素影响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的具体机制 ， 进

（
二

） 商业模式评估研究的层次递进而梳理出优秀商业模式所具有的
“

关键特征
”

，

商业模式评估应当在充分理解解释主义 、

并对这些
“

关键特征
， ，

进行归类抽象 ， 建立商

实证主义和现实主义三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础 业模式评估的指标体系 。 商业模式评估的指标
上 ， 打开商业模式的

“

黑匣子
”

， 厘清商业模式 体系是商业模式评估的关键工具 ， 也是企业选

价值创造活动的原理 ， 衡量商业模式所能创造择全新商业模式的重要依据 。

的价值空 间和价值结构 ， 并对那些属于商业模通过以上这三个步骤 ， 事实上可获得商业
式范畴 ， 且能够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模式评估的两个工具 ：

一是商业模式价值容量
的关键因 素进行归纳总结 ， 从而获得商业模式
评估的

￥
标体系 。 具体来看 ’ 商业模式评估可

① 崔雯 ： 《试从新的视角解读新制度主义
一基于本体论 、 认

以分为三个步骤 （见图 １ ） 。识论和元理论层面的分析 》 ， 《湖北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０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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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 通过建立商业模式价值创造模型 ， 初步图 ２商业模式的价值系统

估算商业模式的
“

最大价值空间、 二是商业模ｒ

－ －

齊


１外部蝴

式评估指标体系 ， 通过分析企业商业模式与竞 丨 丨

彳 ａｐ

Ｌ

争对手相比 的优劣性 ， 预判企业能否在市场竞 丨必」
丨

＿统

Ｉ
＿

丁

争中获得竞争优势 。 对企业来讲 ， 当设计出 来
１ …－」

 丨

晒
＇

一种商业模式后 ， 先要进行价值容量评估 ， 看企业经营活动具有复杂性和变化性 ， 要想对
看其是否具有足够的发展空 间 ， 在确定其具有

对期满化 ， 建立麵 ，
然后翻步放松假设

条件 ， 使模麵步接近现实 。 本文中商业模式价

—

商业模式价值容量评估值创造模型的建立就是采取了这种思路 ’ 先是对

当期条件下企业
一种类型交易活动的价值创造进

商业模式评估 的本质是对企业价值创造能行模拟 ， 然后放松条件到当期多种类型交易 ， 最

力的评估 ， 通过建立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型 ， 分后引人时间因素 ， 扩展到多期多种类型交易 。

析商业模式能够为企业创造多大的价值容量 。１ ． 当期一种类型交易的价值创造

（

＿

） 模型的建立将选择商业模式 〇 的企业标记Ｆ
Ｄ

， 当企业

为了研究方便 ， 可对企业所处 的价值系统与顾客仅仅发生
一

种类型交易 ， 商业模式创造

进行简化 。 企业 、 伙伴 、 顾客组成了价值系统 ， 的价值分别如下 ：

而政治环境 、 经济环境 、 社会环境 、 技术环境第
一

， 顾客价值 。 假设在某种类型交易 中 ，

等形成了价值系统 的外部环境 （见图 ２ ） 。 在价在当期企业 Ｆ
Ｄ

实现的销售数量为 《
，
Ｂ（ ｎ） 表

值系统中 ， 价值是通过顾客 、 伙伴 、 企业的合 示顾客购买 ７ ２ 件产品所能获得的效用总量 ，
Ｐ

作而被创造 出来 ， 并在它们之间进行传递和分（ｎ ） 代表顾客购买 ｗ 件产品所必须承担的货 币
享 ， 因此 ， 可以从顾客价值、 伙伴价值和企业 支出 ， 那么在当期一种类型交易 中 ， 顾客获得

价值三个方面研究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 。 其中 ， 的顾客价值 （ＣＬ ／ＳＶＡＬＵＥ） 可以表述为 ：

顾客价值是基础 ， 因为 只有满足 了顾客价值 ，ＣＵＳＶＡＬＵＥ＝ Ｂ（ ｎ ）（ｎ ）（ １ ）

才有可能实现企业价值 ； 伙伴价值是支撑 ， 因第二 ， 伙伴价值 。 企业 Ｆ
Ｄ
的伙伴可以分为

为如果没有伙伴价值的实现 ， 价值网络也就无两种类型 ：

一

是平 台式伙伴 ， 这种伙伴往往为
法持续 ； 企业价值是 目 标 ， 因 为企业的最根本 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平台 ， 是企业的长期战略

目 的还是为 了实现企业贏利 。 商业模式价值容 性合作伙伴 ， 企业为了使用这
一

平台需要付出
量主要是指商业模式能够创造的价值总量 ， 是 一

定的价格 ， 但价格往往不会受到企业产品销
顾客价值 、 伙伴价值和企业价值的总和 ， 反映 售数量变化的影响 ；

二是供应商式伙伴 ， 这种
了商业模式的

“

最大价值空间
”

。 对企业来讲 ，

伙伴为企业生产活动提供原材料或零部件 ， 企

只有选择那些价值总量高的商业模式 ， 才能有 业往往是按照产品销售数量的不 同而支付或获
足够＿

？

值剩余在企业 、 伙伴 、 顾客— 得其不同 的价格 ， 价格受到企业产品销售数量
不同肺上进行分配 ， 才雛持价細造活动 变化娜响 。 假设企业Ｆ

５

的平台式伙伴数量为
的持续 。 同时 ， 商业价

？

值容量 ｉ平估中 ， 关注的 Ｈ
，

／Ｉ 代表第 Ａ 个平台式伙伴 ，
１＜Ａ＜Ｈ

； 供应
焦点是企业价值 ， 因为创造企业价值才是商业 商式伙伴的数量为 了个 ，

ｚ

？

表示第 ｛ 个伙伴 ，
１＜：

模式的根本祕 。 Ｓ此 ， 商业模式价
＾
容量评

表示企业 Ｆ
Ｄ
在实施商业模式Ｄ 的过

估中不仅要关注价值总量 ’Ｍ要关注价值Ｗ
程中 ， 对平台式伙伴 ＆ 支 出 的 固定成本 ； 肌

关注商业模式能够为企业 自 身带来多Ｘ
表示企业卩

１５

在实施商业模式° 的过程中 ， 从平

台式伙伴 Ａ 获得的 固定收入 ；
Ｖ瓦 （《 ） 表示企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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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Ｆ
Ｄ
销售 ｗ 件产品 ， 对供应商式伙伴 ｉ 支出的值创造的总体等式 。 然而 ， 等式 （ ５ ） 研究的仅

可变成本 ；
ＶＲ

；Ｕ ） 表示企业 产 销售 《 件产仅是一种类 型 的交易 ，
而不是所有交易类型 。

品 ， 从供应商式 伙伴 ｉ 处获 得的 可 变 收人 ； 事实上 ， 企业在经营 中是具有多元化倾向 的 ，

表平台式伙伴 Ａ 为企业 提供 自身资因此同一种商业模式可能包含了不同类型的交

源 ， 维持商业模式 Ｄ 所付出 的成本 ， 可以认为易 。 不同类型的交易既可能面临的是同样的 目

平台式伙伴投人的成本是固定 的 ， 并不随着产标顾客群 ， 也可能是不同 的 目标顾客群 ； 既有

品销售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
ＰＶＣ

； （幻 代表供应不同交易类型共用的合作伙伴 ， 也可能有某种

商式伙伴 〖 为企业 Ｆ
Ｄ
提供原材料或零部件等所交易类型所独 占的合作伙伴 ； 既有共享使用的

付出 的成本 ， 可以认为供应商式伙伴投人的成固定成本 ， 也有不同的可变成本 。

本是可变的 ， 随着产品销售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第
一

， 顾客价值 。 假设企业 与 目标顾客

那么 ， 所有伙伴在当期一种类型交易 中 ， 所获之间的交易类型为 Ｋ 种 ， 其中 Ａ 表示企业 与

得的伙伴价值 （ＰＡ１？ＶＡＬＵＥ） 可以表述为 ：顾客之间的第 々 种类型的交易 ，
１＜ ／＾＜ＪＣ

；
屯 代

Ａｆ
，

－表企业 在第 ＆ 种类型交易 中 ’ 销售的产品数
—

Ｉ
ｋ

量 ； 玖 （％ ） 代表第 是 种类型的交易中顾客购买

ｆ］
ＰＦＣ

ｈ＋Ｊ］
ＶＥＣｎ ）

－叫 件产品 ， 所获得的效用总量 ； 朽 （屯 ） 代表第

１
ｈ


１ １６ 种类型的交易 中顾客购买 叫 件产品 ， 所必须承

ＴＶＲ （ｎ ）

－ ｙ ＰＶＣ Ｃｎ ）⑵担的货币支出 。 那么在当期多种类型交易中 ， 顾客

笛
－ 士Ｓｉ２二二 丨二 賴的顾客雖顯 可以繊 ：

第二 ， 企业价值 。 将企业产 投入到商业模ＫＫ

式Ｄ 中的成本分为两个部分 ：

一

是固定成本 ， 不ＡＣＵＳＶＡＬＵＥ
＝

｜＞ （叫 ）

一

（叫 ）

随产品销售数量 的变化而变化 ；
二是可变成本 ，

１
 １

（ ６ ：
）

随着产品销售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 假设 表７Ｋ

第
—

伙伴价值 不 同类型伙伴对企业来
企业 实麵业模式 〇必織人酬定成本 ， 、

ＶＣＧＯ 絲企业Ｐ贿 ｎ件产品必须承押的可
￥

匕 ■：ｓｕｍ＆式伙伴属于企业 的核心 战略资源 ， 具有高度
变成本 。 那么 ， 企业产 在 当期

一

种类型交易 中 ，

甘撕 上丁人晚类六

八
ｉ
ｉＡ／＊ｈｔ ｉ

、战
、

＋斗稳定性 ， 其数量和地位不会随着交易类型的增
所获得的企业价值 （ＫＶＴＶ＾ＬＵＥ ） 可以表述为 ：

Ｖｒ ，^
ｌ＝＾ ． ．ｒ．

Ｈ减而变化 ， 在参与商业模式 Ｄ 中所付出 的成本

ＥＮＴＶＡＬＵＥ
＝

ＰＭ＋
ｆ^ ＦＲ ｈ

￣

和获得的收益也均不发生变化 。 相反 ， 供应商

？， ，

１

式伙伴需要根据供求关系不断调整 ， 其数量和

＾
ＰＥ

ｈ＋
＾

ＶＲ＾ ｎ ）
－

Ｘ；

ＶＥ
， （ｎ ）

－

地位都会随着交易类型 的增减而变化 ， 在参与

ＦＣ

—

ＶＣ （ ｎ ）（ ３）商业模式 Ｄ 中所付 出 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也均

第四 ， 价值总量 。 价值总量指的是顾客价值 、
发生变化 。 假设随着企业 由

一

种类型交易转

伙伴价值和企业价值的总和 ， 因此企业 沪 在第 《变为多种类型交易 ，
ＦＥ

＊ 、 ＦＪ？Ａ 和 ＰＦＣ
＊ 并不发

种类型交易中 ，
商业模式的价值总量可以表述为 ：

生变化 ，
ＶＥ

；

（ Ｗ ） 、 ＶＲ
．

＋ ⑴ 和 ＰＶＣ
， ⑷ 发

ＴＶ（ ｎ ）
＝ＣＵＳＶＡＬＵＥ＋ＥＮＴＶＡＬＵＥ＋生变化 ；

ＶＥ ｔ ， ； （ｎ＊ ） 代表企业
Ｆ
Ｄ
在第 

＊
种类型

ＰＡＲＶＡＬＵＥ（４ ）交易 中 ， 销售 兔 件产品 ， 对第 ｉ 个供应商式伙

将 （ １ ）（ ２） 和 （ ３ ） 代人 （ ４） 中 ， 得 ：伴所承担的支 出 ；
（叫 ） 代表企业 Ｆ

５

在第

ＴＶ （ｎ ）＝Ｂ （ｎ ）
—

ＦＣ
—

ＶＣ ｉ ｎ ）
￣々 种类型交易中 ， 销售 件产品 ， 从第 ｉ 个供应

Ａ＋商式伙伴所获得的收入 ；
ＰＶＱ ，

（叫 ） 代表在第

＾
ＰＦＣ

．

－

＾
ＰＶＱＭ（ ５ ）Ａ 种类型交易 中 ， 销售 叫 件产品 ， 供应商式伙

２ ． 当期多种类型交易的价值创造伴 ｉ 为企业 Ｆ
Ｄ
提供原材料或零部件等所付出 的

等式 （ ５ ） 就是用于考察企业 Ｆ
Ｄ
交易 中价可变成本 。 那么 ， 所有伙伴在当期多种类型交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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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中 ， 所获得的伙伴价值 （ＭＰＡＲＶＡＬＵＥ ） 可商业模式价值的影响 ；

二是风险系数 ， 代表了

以表述为 ：风险因素对商业模式价值的影响 。
？ 假设企业

产 的商业模式实施周期为 Ｔ 期 ， 其中 ｔ 表示企
ＭＰＡＲＶＡＬＵＥ ＝

＾
ＦＥ

ｈ

－

业Ｐ 实施商业模式的第 ￡ 期 ， 代表

ｙ
＇

＿

ｙ
ｙ

ｐｐＱｈＹ＇

ｖＥ ｋ （ｎ）

—利率 ；
ｄ 代表风险系数 。 那么 ， 在多期多种类型

１
＂

１ １ １交易 中 ， 顾客获得的顾客价值 （ ＴＭＣＵＳＶＡＬ
－

２ ＥＶＲ ＊ ， ． （叫 ）

—

Ｅ ＳＰＶＣｈ （叫 ） （７ ）ＵＥ） 、 伙伴价值 （ＴＭＰＡＲＶＡＬＵＥ） 、 企业价值
１ １１ １ （ＴＭＥＪＶＴＶＡＬＵＥ） 和价值 总量ＣＴＭ７Ｖ） 分

第三 ， 企业价值 。 假设企业 的固定成本别可以表述为 ．

并不随着交易类型的增减而发生变化 ；
ＶＣ（屯 ）

：

Ｋ

表示企业 Ｆ
Ｄ
在第 々 种类型交易 中 ， 销售 叫 件

＇

产品 ， 必须承担的可变成本 。 那么 ， 企业 户 在ｕ ｎｒ ＝＋？

当期 多种 类 型 交 易 中 ， 所获 得 的 企业 价 值」

＞

（ＭＥｉＶＴＶＡＬＵＥ） 可以表述为 ：

ｘ一

ｒ 

＿

刃
ｈ

Ｋ ＾Ｊ

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
＝＋（ １１ ）

ＨＨＫ

１

７ＴＭＰＡＲＶＡＬＵＥ
＝

Ｓ ｆＫ ＊

－

＋ＳＳ ＶＲ＾Ｕ ） 

－

—

竞吼ｔ

＿ ，

Ｓ ＸＪ

ＶＥ＾ Ｃｎ＾
－ ＦＣ － Ｓ ＶＣ Ｃ ｎ＊ ）（ ８ ）ｈｋ ｉ

１１１ｙ］
ＰＦＣ

ｈ ， ｔ＋ｙ ］
ｙ＾

ＶＥ
ｋ ．

ｉ
．
ｉ
ｉ ｎｋ， ，

＇

）

—

第四 ， 价值总量 。 当期多种类型交易条件Ｔ
１１

 １

下 ， 商业模式 Ｄ创造的价值总量可以表述为 ：纠 免全砂“如
＞

ＭＴＶＣｎ）＝ＭＣＵＳＶＡＬ ＵＥ＋
１

 ｉｉ
^

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ＭＰＡＲＶＡＬＵＥ（ ９）ＹＹ
ＰＶＣ ｋ（ｎｋ）

将 （ ６）（７ ） 和 （ ８） 代人 （９ ） 中 ， 得 ：Ｌ


！
 ！

￣」

ｋＸ （ ｌ
＿

ｒ

—矿 １

ＭＴＶ （ｎ）＝＾ Ｂｋ （ ｎｋ ）

－

ＰＣ
－

（ １ ２）

ｔｖＣ （ ｎ＾ － ± ＰＦＣ
ｈ

－－

Ｋ
？ＥＮ

＾

ＶＡＬ ｌＪＥ
＝

１

Ｋ／
１

［

ｒ

＇

Ｚ ＰＭ ＋

＇

ＺＦＲ ，

－ １ １

叫 ）（ １ ０）＾
１

３ ． 多期多种

１

类ｉ交易的价值创造｜
］
孤＋

等式 （ １０ ） 就是用于考察商业模式 Ｄ 价值＾，Ｋ／

创造的总体等式 。 然而 ， 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 琴 專
；

琴车
瓜

，
如

＞

活动并不仅仅发生在当期 ， 而且还发生在未来
１ １

ｋ
１

较长的一个周期 内 。

一

般来讲 ， 越在未来发生 ［

ｒｃ
一

＠
％ （屯 ）Ｊ

的收人风险往往会越大 ， 而且还会存在一定的

时间成本 。 在对商业模式价值容量评估时 ， 应
ｒ

（ １３ ）

当设置折现因子 ， 对商业模式不 同时期创造的

价值进行折现 ， 从而分析商业模式创造的终身
／人仕 曰 ／士士在 女 丨 丨

① 理论假设是 ： 因为在商业模式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不可预
价值 。 具体来看 ， 商

＇

ｉｋ模式：的折现因子主要 由麵风险因素 ， 所以未来才能实现的价值比当期就能实现

两个部分组成 ：

一

是利率 ， 代表了 时间 因素对的价值风险更高 。

４４



原 磊 张小光 ： 商业模式评估的理论框架研究


ｆ商业模式企业价值的因素除 了等式 （ １４ ） 中包

Ｙ
ｋｋ

￣

含的因素以外 ， 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顾

Ｖｖｒ ｒｗＶ ＰＦｒ－
客付出的总成本 ， 影响因素包括单位产品价格 、

ＴＭＴＶ（ ｎ）
＝

ｊ^ ＼
４

＾ Ｉ顾客的时间 （体力 、 精力 ） 等其他成本、 顾客
＞ＩｋＩ

 ｜购买产品的数量 、 企业所能提供的产品 （服务 ）

Ｉ
Ｚｊ ＾

ＰＶＣ＾ ）」类别的数量 ；
二是收人在企业和伙伴之间的分

Ｘ ｄ － ｒ
－

＾ｒ
１Ｊ配关系 ， 影响 因素包括平台式伙伴和供应商式

（ １４ ）伙伴与企业之间的收人流和支 出流 。 通过对等

等式 （ １３ ） 和等式 （ １４ ） 即 为商业模式价式 （ １３ ） 和等式 （Ｍ ） 进行总结分析 ， 认为影

值创造模型的基本形式 ， 分别代表了商业模式响商业模式价值创造能力 的主要因 素可以分为

创造的企业价值和价值总量 。四个大类 ， 分别是顾客让渡价值 （包括顾客总

（
二 ） 模型的分析价值和顾客总成本 ） 、 商业模式总成本、 收入在

商业模式价值创造模型衡量了企业商业模企业和伙伴之间的分配关系 、 商业模式的时间

式的价值创造能力 ， 反映 了商业模式所能带来周期和风险程度 。 这 四 大类因素决定了商业模

的价值容量 。 如果商业模式能够创造更多 的企式的价值容量 。

业价值和价值总量 ， 那么也就说明商业模式有ｍ

四 、 商业模式评估ｆｅ标体系

就能够获得很高的价值 ；
相反 ， 如果商业模式商业模式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主要是从现

能够创造的企业价值和价值总量十分有限 ， 那
实主义的立场出发 ， 兼顾先验性研究和经验性

么意味着商业模式的价鋪量有限 ， 即使企业 研究两种方法 ， 梳理出优秀商业模式所具有的

能够建立起竞争优势 ，
甚至没有竞争对手参与 “

关键特征
’，

， 然后对这些
“

关键特征
，，

进行归

竞争 ， 那么企业所能创造的价值也不会太高 。

类抽象 ， 并进一步建立评价这些
“

关键特征
”

等式 （ １ ３ ） 鱗式 （ １４ ） 构成了商业模式題
的指标体系和具体方法 。 与商业模式价值容量

创 的含义却有所不 同 。 其巾 ’

评估测算商业模式的
“

最大价值空间
”

不同 ，

等式 ｍ ） 代表了商Ｍ式价值所能创
商业模式评估指标体系主要是评估企业商业模

值总量 ’ 但这个价值总量并不 式相对于竞争对手商业模式的优劣性 。

的 ’ 而是整个价值链上企业共同创造价值的总（

一

） 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经验性研究
和 ； 等式 （ Ｉ３ ） 代表 了在创造的所有价值中 ，

对于哪些因素影响企业绩效 ， 很多学者进
企业所能获得的份额 。 因此 ， 等式 （ １４ ） 反映

行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 。 Ｔｉ ｃｈｙ
？ 提出 了一个整

了商业模式
“

做大蛋糕
”

的能力 ， 而等式 （ １ ３ ）

合的 Ｔｃｐ 框架 ， 将管理雜分为技术 、 政治 、

反映了商业模式
“

分配蛋糕
”

的方ｔ 从等式
文化 ３ 个核心子系统 。 其中 ， 技术核心子系统

（ １ ４） 来看 ， 决定触模讀縣量晒素技
傾了＿企业竞争优細主■ 素 ， 包括研

究环节和应用环节 ； 政治核心子系统指 的是制
ｃｍＭ

定政策和分配资源的权威体系 ； 文化核心子系
客带来的效用 、 顾客购买产品的数量

二
企业

统指的是企业对顾客和竞争者行为反应的核心

价值和共同理念 。 这些不同子系统之间共同作
模式付出Ｍ成本 ’＿ ０素包括

用 ， 进一步强化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该框架
成本 、 企业的可变成本 、 平台式伙伴的 固定成
本和供应商式伙伴的可变成本 ；

三是商业模式
印 下＾ＭｑＴ ，

．

Ａ丄 ，
 （

ｒ ｆ
 ， ｔ ｆ

＿①Ｔｉｄｉ
ｙ
ＮＭ

，
Ｍａｎ ａｇ ｉｎ

ｇ
Ｑｉａｎｇ£ Ｓ ｔｒａｔｅ

ｇ
ｉ ｃａｌ ｌｙ ：ｔｈｅ

的时间周期和风险程度 ， 影响 因 素包括收人流ｅｄ
，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ａ ｌ

，ａｎｄＣｕ ｌｔｕｒａ ｌＫｅｙ
ｓ

，Ｏｒ＾ｔｍｚａｈｃｍａ Ｚ Ｄ
：ｙ
ｍｍ

－

分布 、 风险分布等 。 从等式 （ １ ３ ） 来看 ， 决定ｉ？
，

Ｉ ９ ８３
，
Ｖ〇ｌ

． １ １
， ｐｐ．５ ９

－

８〇 ＿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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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按功能将企业 内部划分为使命和战略 、 影响企业绩效的具体机制 。 因此 ， 在利用 ＴＣＰ

任务 、 正式 网络 、 人员 、 流程和非正式 网络 ６框架对商业模式进行评价时 ， 应当进行进
一步

个有联系的组织要素 。 按照这
一框架 ， 企业的提炼 ， 总结出一些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特征 。

管理系统由 ３ 个子系统 （性质 ） 和 ６ 个组织要素最后 ， 两次修正后的 ＴＣＰ 框架中的很多 因素存

（功能 ） 组成 ， 企业绩效受到 １ ８ 个单元中要素在交叉和重复 ， 可 以进行归并 。

及其关系影响 。 ＴＰＣ框架被后来的一些学者用图 ３ 彩响商业模式价值的 四大作用机制

做研究影响企业绩效因素 的基本框架 ， 并采取

实证的方式进行检验和补充 。 Ｊｏｂｂ ｅｒ 和 Ｌｕｃａｓ① ｜



／ 产


、

对 ｔｃｐ框架进行了扩展 ， 认为影响企业绩效的 ｜

雇客让渡价值
丨

＾^
因素不仅包括上述 ６ 个企业内部因素 ， 而且还

应包括消费者和竞争者 ２ 个企业外部因素 。 这商业模式总成本 制二

样 ， 就对 ＴＣＰ 框架进行了修正 （简称
“

ｊ

—

ｌ修


正
”

）
， 修正后的 ＴＣＰ框架由 ３ 个子系统 （性质 ）

备
’、

、
、
＇
、
、
、

和 ８ 个组织要素 （功能 ） 组成 ， 企业绩效受到 １ＫＡ＾Ｂａｉ ｓｉ

２４ 个单元 中要素及其关系影响 。 其后 ， 武亚军

等＠在
“

ｊ
一

ｌ 修正
”

的基础上 ， 对转型经济背
｜

时间用期和风麵＿ 養
三

景下企业绩效 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分析和归 纳 ，



得出 了适合转型期中 国企业战略管理的再修正

ＴＰＣ框架 。 他们在企业外部因素 中进
一

步增加商业模式价值创造模型作为商业模式评估

了政府因素 ， 这样再次修正后的 ＴＣＰ 框架 由 ３问题的先验性研究 ， 能够从逻辑上分析决定商

个子系统 （性质 ） 和 ９ 个组织要素 （功能 ） 组业模式价值容量的主要因素 ， 因此将商业模式

成 ， 企业绩效受到 ２７ 个单元中要素及其关系影价值创造模型与 ＴＣＰ 框架结合起来 ， 是先验性

响 。 综合 Ｊｏｂｂｅｒ 和 Ｌｕ ｃａｓ 以及武亚军等的研究研究与经验性研究整合的研究方法 。 具体来看 ，

来看 ， 经过两次修正后的 ＴＣＰ框架对于企业绩根据商业模式价值创造模型 ， 决定商业模式价

效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 因此可 以作为商业模式值总量的主要因素有 四个 ， 分别是顾客让渡价

评估模型构建的经验基础。值 （包括顾客总价值和顾客总成本 ）
、 商业模式

（
二

） 先验性研究与经验性研究的整合总成本 、 收入在企业和伙伴之间 的分配关系 、

经过两次修正后的 ＴＣＰ 框架较好地总结了商业模式的时间周期和风险程度 ；
根据两次修

影响企业绩效的主要因素 ， 然而这一框架仍难正后的 ＴＣＰ框架 ， 影响企业绩效的 因 素主要有

以直接用于对商业模式进行评估 。 首先 ，
两次九个 ，

？ 包括政府 、 消费者 、 竞争者 、 使命和战

修正后的 ＴＣＰ 框架中提到的 ２７ 个单元中要素及略 、 任务 、 正式网络 、 人员 、 流程和非正式 网

其关系并不都属 于商业模式的范畴 。 ＴＣＰ 框架络 。 将决定商业模式价值总量的 四大因素和影

总体上是公司战略变革的研究框架 ，
而商业模响企业绩效的九大要素进行匹配研究 ， 能够揭

式与公司 战略之间虽然有较大的重叠性 ， 但也

存在明显区别 。 因此 ， 在利用 ＴＣＰ 框架对商业

模式进行评价时 ， 应将不属 于商业模式范畴的
？

＾
＾ｂｂＣＴ ａｎｄ ＧＯＴｄ

Ｈ
ｃａＳ

’

ｒ 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ｏ ｒ Ｊｒａｔ ｔｅｍＭａｔ ｃｈｉｎ
ｇ 

ａｎｄＨ
ｙｐｏ

ｔｈｅ ｓｉｓＤｅｖ ｅｌｏｐ
－

因素剔除 。 其次 ， 两次修正后的
ＴＣＰ框架仅仅ｍｅｎ ｔ ｉｎＨｉ ｓｔｏｒｉ ｃａ ｌＣａｓｅ Ｓ 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停留在对影响企业绩效的 因素进行描述 ，
而没ｍｅｎｒ ／ ｏｗｍａ／

，
２＿

，
Ｖｏ Ｉ

＿ ２ ｌ（ ８ ） ， ｐｐ
． ８６ ５

－

８７ ４．

有深入分析这胜因素如何影 响介仆绩效 事卖② 武亚军 、 张哦如 、 金朦 、 张陆阳 ： 《转型期 中国企业绩效的

ｔ
泳

关键影响因素
一

修正 的 ＴＰＣ框架及应用分析》 ， 《 经济科
上

， 要想对商业模式进竹评估 ，
不仅要列举哪学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５ 期 。

些因素影响企业绩效 ， 而且要搞清楚这些因素③ 每个因素均包含技术 、 政治 、 文化三个层面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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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企业经营活动影响商业模式价值的四大具体创造出来以后 ， 还需要在价值链不 同环节进行

作用机制 ， 从而形成构建商业模式评估指标体价值分配 。 价值链可分为生产价值链和消费价

系的理论框架 （见图 ３ ）
。值链两个部分 ， 其中生产价值链由 正式 网络和

机制
一

： 消费者 、 使命和战略 、 任务影响非正式网络决定 ， 而消费价值链 由消费者决定 。

顾客让渡价值 。 顾客让渡价值 由顾客总价值和企业在整个价值链 中 的地位是决定商业模式价

顾客总成本两个方面决定 。 商业模式与公司 战值的重要因素 ， 在评估商业模式时 ， 不仅要分

略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 ： 商业模式往往不是简析其
“

做大蛋糕
”

的能力 ， 而且要分析其
“

分

单的产品质量改进 ， 而是设计并实施
一项崭新配蛋糕

”

的能力 。 从机制三来看 ， 商业模式评

的价值创造逻辑 ， 其实质是对关键资源 、 专用估的第三个重要维度是占优性 ， 主要是分析企

性资产 、 特殊知识和技能的重新组合 、 积累与业在价值链系统的地位 ，
以及 由 此带来 的收人

提升 。 对于商业模式来讲 ， 提高顾客总价值 、 分配能力 。 对于企业来讲 ， 在设计商业模式的

降低顾客总成本 ， 关键在于价值创新 。 要理解日寸候 ， 应重点考虑所进人领域的市场结构 ， 以

价值创新的含义 ， 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

一

及消费者 、 上下游企业的议价能力 ， 避免 自 身

是考虑
“

价值
”

的含义 ， 即企业做 出 的改进必利润空间受到挤占 。

须是有意义的 ， 是能够提高 消费者效用的 ， 消机制 四 ： 政府 、 消费者 、 竞争者 、 正式网

费者的认可程度是考验企业改进成功与否的络 、 人员 、 流程 、 非正式网络影响商业模式时
“

试金石
”

；
二是考虑

“

创新
”

的含义 ， 即必须间周期和风险程度 。 商业模式是企业价值创造

是为消费者提供了全新的 ， 或者大幅度提高的的机制设计 ， 而这种机制位于企业核心资源和

价值 ， 而不是小幅度 的局部改善 。 企业价值创外部环境的
“

中间环节
”

，

一

方面需要与外部环

新过程 ， 也就是将技术创新 、 顾客效用 、 产品境相适应 ， 另
一方面需要与企业的核心资源能

价格 、 生产成本等因 素进行整合的过程 ， 通过力相适应 。 无论是外部环境的变动 ， 还是内部

同时追求差异化和低成本战略 ， 实现顾客价值 、 因素的缺位 ， 都会对企业价值创造活动带来影

伙伴价值和企业价值的飞跃 。响 。 政府 、 消费者 、 竞争者构成了企业的外部

机制二 ： 正式 网络 、 人员 、 流程 、 非正式环境 ， 其变化直接影响到商业模式 的价值创造

网络影响商业模式总成本 。 通过专业分工和外能力 以及可持续性 。 正式 网络 、 流程、 非正式

包 ， 再通过供应链整合生产组织体系 ，

① 重构价网络是商业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 ， 而人员是商

值网络 ， 已成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途径 。 业模式的重要内 部环境 ， 这些因素 同样存在很

正式网络 、 人员 、 流程 、 非正式网络共同构成多不确定性 ， 对商业模式价值创造活动带来冲

了企业的价值网 络 ， 而价值网络是商业模式的击 。 对企业来讲 ， 应尽量减少商业模式的复杂

重要组成部分 ， 价值网络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网程度 ， 因为过于复杂的商业模式往往意味着更

络 ， 而且包括企业外部网络 。 构建合理 、 高效多的风险点 ， 任何
一个环节 出 现问题 ， 都可能

的价值网络 ， 有助于企业按照精心设计的价值会影响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能力 。 从机制 四来

主张向 目标顾客传递价值 。 从机制二来看 ， 商看 ， 商业模式评估的第 四个重要维度是风险性 ，

业模式评估的第二个重要维度是协同性 ， 主要主要是分析商业模式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

是通过分析商业模式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匹配风险 ， 以及解决的难易程度 。 商业模式风险性

关系 ， 以及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优势互补和资源是决定商业模式价值的重要因素 ， 即使商业模

共享情况 ， 来评估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效率 。 式具有较大的价值容量 ， 但如果风险性太高 ，

商业模式不同环节之间能否形成协同效应往往那么吸引力也会大大降低 。

是决定商业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

机制二 ： 消费者 、 正式 网络 、 非正式网络 ① 裴长洪 ：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经验与理论分析 》 ， 《 中 国

影响商业模式收入分配结构 。 商业模式将价值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２〇 １ 〇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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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商业模式评估指标体系３ ． 占优性

从上文可知 ， 企业经营活动影响商业模式企业由 于具有资源和能力 的优势 ， 因此能

价值创造主要通过四种具体机制发挥作用 ， 体够在价值链中 占据优势地位 ， 在价值分配中获

现为商业模式的 四种基本特征 ， 即创新性 、 协得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 。 评估商业模式的 占优

同性 、 占优性和风险性 ， 可 以作为商业模式评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

一

是资源 占优性 。 主

估的基本维度 ， 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细化 ， 建要是分析企业具有哪些独特的 、 难 以模仿的异

立商业模式评估指标体系 。质性资源 ， 包括有形资源 和无形资源 ， 从而形

１ ． 创新性成在价值链分工 中 的不可替代性 。 二是能力 占

按照营销学理论 ， 决定消费者选择的根本动优性 。 主要是分析企业拥有哪些能够形成竞争

因在于企业所提供的顾客让渡价值大小 ， 而顾客优势的关键能力 ， 包括技术能力 、 市场能力 、

让渡价值是由顾客总价值和顾客总成本所决定的 ，
网络能力等 。 从技术能力来看 ， 技术上的领先

因此评估商业模式创新性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是企业能够融人价值链参与分工 的重要条件 ，

行 ：

一是顾客价值创新 。 评估商业模式顾客价值也是企业避免 自身被轻易取代的根本途径 ； 从

创新程度 ， 主要是分析商业模式能够为顾客带来市场能力来看 ， 具有较强市场开拓能力 的企业

哪些方面的价值飞跃 ， 包括产品价值 、 服务价值 、 往往能够形成强有力的市场领导 ， 从而能够大

体验价值等 。 二是顾客成本创新 。 评估商业模式大提升 自 身在价值链分工体系 中 的地位 ；
从网

顾客成本创新程度 ， 主要是分析商业模式能够为络能力来看 ， 企业对 自 身的供应商或合作伙伴

顾客带来哪些方面的成本节约 ， 包括货币成本 、 需要进行有效整合 ， 而这种整合能力体现为企

时间成本 、 体力成本 、 精力成本等 。业对整个价值网络的控制力 。

２ ． 协同性４ ． 风险性

从价值链生成的角度来看 ， 协同效应 由共外部环境和 内部因素均可能对商业模式创

用效果 、 互补效果和 同步效果共同发挥作用而造活动带来冲击 ， 因此评估商业模式的风险性

形成 ，

？ 因此评估商业模式协同性可以从三个方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

一是外部风险 。 主要是

面进行 ：

一是共用效果。 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商业模式风险 ， 包括政策

形资产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被企业的不同的产品风险 、 市场风险 、 竞争对手模仿风险等 。 二是

线 、 不同的业务单元 ， 以及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内部风险 。 主要是分析商业模式 自 身的机制设

所共享 ， 这种共享所带来 的价值增值或成本节计可能对价值创造活动带来的风险 ， 包括资产

约将提高商业模式的价值 。 二是互补效果 。 某专用性风险 、 财务风险 、 技术风险等 。

种具有创造价值潜能的资源单独使用时 ， 难以

充分发挥其作用 ， 而一旦与其他资源结合起来 ，

就能释放更大的价值 ， 从而使商业模式价值创商业模式评估应当通过解释主义、 实证主

造能力实现乘数式的增长 。 具体来看 ， 互补效 义和现实主义多种研究范式有机结合 ， 采取演

应主要体现为
一

种聚合效应 ， 包括时间上的聚 绎和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打开商业模式的

合和空 间上的聚合 ， 从而能够为消 费者或生产 ‘‘

黑匣子
，，

， 厘清商业模式价值创造活动的机理 ，

者提供一种连续的消费或作业流程 。 三是同步 衡量商业模式所能创造的价值空间和价值结构 ，

效果 。 同步效果主要体现为商业模式带来的企 并对那些属于商业模式范畴且能对企业经营绩

业经营活动的同步性 ， 以及对市场变化的迅速 效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因素进行归纳总结 ， 获

反应能力 。 为达到 同步效果 ， 很多企业在组织 得商业模式评估的指标体系 。 具体来看 ， 对于

优化 、 信息整合 、 流程设计等方面采取了创新

性的措施 ， 实现企业内 和企业 间生产经营 ① 邱国栋 、 白景坤 ： 《价值生成分析 ：

－

个协同效細理论框

系统的同步运行 。架 》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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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评估可以采用两个基本工具 ：本 、 时间成本 、 体力成本 、 精力成本 、 产品 线
一是商业模式价值容量评估 ， 即对商业模的资源共用 、 垂直

一

体化的资源共用 、 价值系

式所能创造的
“

最大价值空 间
”

进行评估 。 商统中的资源共用、 时间上的聚合 、 空间上 的 聚

业模式创造的价值可 以分为顾客价值 、 伙伴价合 、 市场需求迅速反应 、 经营活动同步性 、 有

值和企业价值三个部分 ， 这三个部分共同构成形资源 占优 、 无形资源 占优 、 技术能力 占优 、

了商业模式的总价值 。 对于商业模式
“

最大价市场能力 占优 、 网络能力 占优 、 政策风险 、 市

值空间
”

的评估主要是衡量商业模式所能创造场风险 、 竞争对手模仿风险 、 资产专用性风险 、

的价值总量的大小 ， 以及企业价值的大小 。 通财务风险 、 技术风险 ２５ 个三级指标 。 与商业模

过对商业模式所能创造的
“

最大价值空 间
”

进式价值创造模型测算商业模式的
“

最大价值空

行简单估算 ， 就可 以直接去除掉那些价值容量间
”

不同 ， 商业模式评估指标体系 主要是评估

明显过 小的商业模式 ， 相 当 于建 立
一

个
“

门企业商业模式相对于竞争对手商业模式的优劣

檻
”

， 将那些价值创造能力不足的商业模式排除性 ， 是对竞争结果的
一

个预判 。 在一些市场中 ，

在外 。即使价值空间很大 ， 但如果商业模式不具有竞

二是商业模式评估指标体系 ， 借以评估企争力 ， 那么也无法实际创造出足够大的价值 。

业商业模式相 比于竞争对手所具备的
“

关键特

征
”

。 具体来看 ， 商业模式评估指标体系可 以分本文作者 ： 原磊是中 国 社会科 学院工业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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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产 品价值 、 服务价值 、 体验价值 、 货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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