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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价值链和价值网理论为支撑，进一步探究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价值问题，梳理数字资产与价值创

造之间的关系。从价值创造、价值评估以及价值提升三方面研究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以明确互联网企

业数字资产价值创造可行性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利用贴合互联网企业经营特点的评估模型，评估其数

字资产价值属性，再结合实际案例，验证数字资产管理与价值创造对互联网企业的重要性。旨在为互联

网企业利用与发挥数字资产价值提供参考，助推企业数字化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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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alue chain and value network,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value of dig-
ital assets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and comb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assets and value 
creation. Research the digital assets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value creation, 
value evaluation and value promotion to clarify the feasible path of value creation of digital assets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use an evaluation model that fits the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to evaluate their digital asset value attributes, and 
then verifies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and value creation for Internet enter-
prises in combination with actual cases. It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ternet enterprises to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fia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4.132026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4.132026
https://www.hanspub.org/


马乐雅 
 

 

DOI: 10.12677/fia.2024.132026 209 国际会计前沿 
 

use and play the value of digital assets, and promote the successfu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
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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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深入实施，不仅推动着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形成，同时也显现

了数字经济建设的各种优势。无形化、依附性以及无上限等数字资产的明显特征，从其价值属性来看，

数字资产被划分为交易型与自用型两种类型，同时也为数字资产价值创造提供了思路。其中互联网企业

的业务以提供信息类产品或服务为主，该方面业务与数字资产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基于此，本文以数

字资产价值的特征、属性以及来源等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提出一种有效评估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潜在

价值的方法，为制定数字资产创造策略提供合理建议，实现有效提高互联网企业资源利用率，增强核心

竞争力，助推企业数字化成功转型。 

2. 数字资产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属性 

2.1. 基本特征 

以现阶段数字资产相关问题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并结合现有文献资料，部分学者提出，从形式、

数量、成本结构及价格层面上来看，数字资产具有无形化、依附性、无上限、成本递减及昂贵性的基本

特征，其表现如下： 
1) 数字资产并不是有形存在，主要是储存于磁介质中，并通过代码来呈现[1]。 
2) 数字资产以计算机等有形设备为依托，是其产生价值的关键，可见其具有一定依附性，且无法单

独存在。 
3) 通过对数字资产展开一系列研发工作，复制处理数字资产，即可生产出大量产量，不被空间所约

束[1]。 
4) 前期研发、推广等是数字资产管理中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和税费产生的主要阶段，待相关研发工作

结束后，因产品数量无上限要求，其成本也会随之递减。 
5) 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及配套设备是实现有效管理数字资产的重要支撑，且数字资产研发期间需要投

入大量资源，且研发成本压缩空间较小，促使数字资产价格极为昂贵[2]。 

2.2. 价值属性 

自用型与交易型是数字资产的两种类型，前者也称之为“业务的数字化”，对来源于组织、生产以

及业务等方面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达到促进内部业务流程优化与增强盈利能力目的。后者则是表现

在“数字的业务化”方面，对数字资产采取包装、处理等手段，实现再创造，最终形成数字产品或服务，

公众需要付费获取[3]。在“业务的数字化”与“数字的业务化”基础上，提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创造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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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基于内部层面的业务数字化 
从价值链理论视角分析，其中自用型数字资产价值来源，需要在价值链上的每个活动中进行价值创

造，所创造出的额外价值，即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而数字采集则是开展价值活动的前提，数

字保护与管理则是建立价值链重要支撑；同时可以将数字分析视为商业活动中的加工环节，即价值链上

每个活动的增值方式。由此可以判定，数字化应用过程等同于解锁价值过程，可以将数字资产在应用过

程中实现价值最大化。 

2.2.2. 基于外部层面的数字业务化 
从价值网理论视角分析，其中交易型数字资产来源，主要是通过共同创造数字资产价值，具体涉及

公众参与提供数据、企业内部数据整合以及与外部数据交换，经过这三个步骤完成数字资产价值共同创

造[4]。公众参与并提供数据是创造价值的初始环节，该部分数据主要是由公众创造再将关于自身行为的

数据向企业提供，以此来享受或使用企业所提供的服务，等同于服务价值换取。企业内部数据整合则是

数字资产价值创造中的重点，企业获取用户群体身上的原始数据，并对其分类和管理，再通过挖掘数据

来提升企业价值。与外部交换数据则是数字资产价值创造中的最后一环，主要是将原始数据进行售卖或

面向用户提供数据服务，获得与其相对等的价值。 
此外，数量与质量是创造数字资产价值的重要基础，一般情况下，均是从具体应用层面来反映数据

价值，可以确定数字资产应用于不同领域，其呈现的价值也各不相同。获取收益是数据价值的直观性体

现，获取高收益同时必然伴随着一定风险；因此，在应用数字资产时，需要注重潜在风险因素管控，以

保证数字资产使用安全性，进而将其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 

3. 评估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价值的方法 

3.1. 数字资产价值评估设计思路 

从数字资产价值属性来看，得知其分为自用型与交易型两种数字资产，同时也反映出了数字资产的

价值来源，即“内部业务数字化”与“外部数字业务化”，为数字资产价值创造路径探索提供了新思路。

因此，本文从有形价值获取与无形价值增量两个层面进一步研究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价值创造，并对这

两部分价值开展评估[5]。其评估设计思路如下： 
1) 相关数据显示，可以从企业网络广告收入额反映其数字资产有形价值的大小；因此在评估数字资

产有形价值时，将互联网企业网络广告收益设置为创造数字资产有效价值的表现方式。并运用层次分析

法、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综合评估数字资产无形价值。即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总价值通过下述公式进

行表达： 

1 2A A A+ =  

式中 1A 、 2A 为数字资产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为数字资产总价值。为保证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价值评估

结果准确性与全面性，在评估过程中需要对该类型企业的数字资产发展现状及其特点充分考虑，确定了

收益法更加适合评估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价值[6]。 
2) 运用收益法评估未来时期数字资产的回报能力，目的是将数字资产的潜在经济价值如实反映。信

息资源丰富、技术基础强大是互联网企业所具备的优势，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对企业的数字资产价值

深入挖掘，进而为企业创造更多收益。 
3) 结合现有数字资产评价研究成果，得知传统评估方法受到客观条件以及参数设置等因素制约，使

其具有一定局限性；因此，本文对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无形价值增量进行评价时，提出在运用收益法的

基础上引入层次分析法，以保证评价结果准确性、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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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收益法评估数字资产有形价值 

1) 从网络广告收益来表现其数字资产的有形价值，并通过收益法确定网络广告收益能力。与普通企

业不同的是，面向广告商这一类客户群体，销售经过整合与处理的用户数据，是互联网企业增加现金流

主要采取的手段，以此可以判定互联网企业向广告商提供信息服务，即可获得一定收益，该部分收益即

为数字资产的有形价值[7]。同时能够在企业财务报表上通过数据形式来表现数字资产的有形价值。 
2) 搭建灰色预测模型，对企业网络广告的未来收入情况进行预测，利用该模型预测网络广告收益的

原因是，其他常见模型评估方法(线形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等)对数据量有严格要求，灰色预测模

型可以利用少量历史数据对企业网络广告未来收益准确分析，减少工作量。 
3) 考虑数字资产的内在价值在时间方面具有一定限制，环境因素对其影响最为敏感，且数字资产价

值准确性随着收益期延长而不断降低；由此可知，数字资产收益期是固定性[8]。以整个互联网行业的数

字资产发展现状和评估对象的数字资产使用情况为依据，确定数字资产价值对应的收益期。 

3.3. 基于收益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评估数字资产无形价值 

1) 由于无形资产性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无法直接对该部分资产的利润分成比率精准预估，若沿用

估算法等传统评估方法，实际操作时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对企业无形资产历史超额利润全面评估[9]。
因此，本文对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无形价值进行评估时，提出运用差额法，以行业平均收益为参考标准，

与目标企业收益进行对比，二者差额即是企业无形资产所带来的收益。 
2)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分成率(价值贡献)进行计算，数字资产价值贡献占据互联网企业所有无形资产

价值贡献的百分比，即分成率。通过层次分析法对互联网企业内部数字资产分成比例进行判断，再将该

部分资产所带来的利润从总的无形资产利润中剔除[10]。 
3) 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将表外各无形资产所带来的超额收益设置为目标层 A，准则层 C 包括标准 1、

标准 2……，标准 n；方案层包括数字资产、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 2……，无形资产 m。在明确表外无

形资产超额收益层次前提下，建立比较目标层与准则层的判断矩阵，表达式如下： 

11 12 1

21 22 2

1 2

m

m

n n nm

a a a
A a a a

a a a

… 
 = … 
  

 

3.4. 构建数字资产价值指标评价体系 

考虑多方面因素对数字资产价值的影响，在评估过程中，仅单一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数字资产价值的

影响因素权重进行判断，并不能确保数字资产的内在价值属性、特殊性有效体现；因此，需要在运用层

次分析法基础上引入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的内在价值进行综合性判断[11]。 
1) 将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价值设置为评估指标，一级指标包括数字数量、数字质量、数字应用以及

数字风险四项指标因素，通过该公式进行表达； 

{ }1 2 3 4, , ,B B B B B=  

二级指标包括数据量、广泛性；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获得成本；稀缺性、时效性、有效性、

应用经济性；法律限制、道德约束、安全风险，通过下述公式对其进行表达： 

{ }( )1 2, ,..., 1,2,3,4i i i ikB B B B i= =  

2) 根据上述指标评价体系，选择其中任意一项指标评估结果划分为四个层级，并设置具体数值表示

等级强弱，指标分数越高，即比同行更加优越，以此来反映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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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价值创造的有效策略 

4.1. 注重内部整合与外部协同，促进数字资产有形价值提升 

1) 互联网企业要加快自身信息化建设进程，促进内部信息化改革，达到整体运营效率得到进一步提

高目的；以信息化改革为切入点，加强企业与外部合作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协同构建数字资产价值网，

为数字资产价值创造提供充分支撑[12]。 
2) 增强互联网企业内部业务流程规范性，建立趋向标准化的流程体系，以发挥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效

应，在此基础上高效整合企业内部信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搭建覆盖更加全面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满

足企业之间共享数字资源的需求，对互联网企业集成化管理业务流程也能起到一定作用[13]。 
3) 重视与用户、广告商之间的协作创新，通过构建稳固、亲密的协作关系，不断强化外部协同，达

到自身数字资产有形价值得到全面提升目的。以广告商间的协作创新为例，数字资产有形价值创造的前

提，必须以先进的技术手段为依托，以便更好地整合行业数据以及加强产业链上下游连接，而互联网企

业可以通过用户画像、精准营销等手段吸引广告商，企业数字资产价值实现再创造同时，又能做到以数

据驱动互联网企业高质量、深层次发展。 
4) 扩大数字管理系统应用范围。以数字资产价值创造为抓手，促进互联网企业内部信息管理数字化

建设，如将 ERP 信息系统引入企业内部信息管理工作中，利用该信息系统集成功能，对互联网企业运营

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信息统一管控和高度整合，再通过分析与处理信息促进企业内部各职能优化，提升

团队创造力，并满足跨部门协作需求，切实加强内部整合与外部协同，从而达到全面提高互联网企业内

部管理水平目的，凸显有形数字资产利用价值。 

4.2. 精准落实数字战略，促进数字资产无形价值提升 

1) 互联网企业需要主动迎合时代发展趋势，站在全局角度，统筹数字战略布局，以发挥互联网企业

在此方面的优势，增强核心竞争力。企业管理者要明确数字资产在企业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再结合实际

情况与发展需要，针对性制定数字战略并落实，为其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加快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力支撑[14]。 
2) 在数字战略实施基础上，积极转变互联网企业原有运营管理模式，逐渐形成为企业发展创造竞争

优势的战略网络，以推进数字资产在企业重大战略层面应用，发挥数字资产支持互联网企业战略发展的

优势，全面提高数字资产的综合效益。 
3)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企业生产运营虚拟化建设，目的是在商业资产生命周期内渗透数字技术，

加强企业信息流与资金流协同性。同时在数字技术运用前提下，不断优化企业价值链，多层面、多维度

认知数字资产价值创造，从而实现企业自身数字资产价值创造能力进一步提升。 

4.3. 以提升数字资产价值为导向，促进业务流程优化 

1) 就互联网企业而言，若想有效实现高质量创造和提升数字资产价值，进一步加强数据分析与业务

流程之间的紧密结合非常关键，以此为突破口，促进业务流程优化，待数字资产建立后，即可转变原有

人工分析方式，在充分利用数字资产基础上，实现数字分析，为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聚焦数字

资产价值提升不断强化内部流程管控。以健全的数字资产为依托，互联网企业根据应用场景，选择合适

的方式对数字资产加以利用，以驱动业务动态化管理。将数字资产与信息技术有机结合，增强互联网企

业对内外部业务信息的收集和整合能力，为内部现有资源配置优化提供参考，同时又能减少业务活动成

本投入，并做到精准化营销和服务创新，实现企业价值提升，凸显数字资产价值创造的必要性[15]。 
2) 以完整的价值链为基础，建构符合互联网企业实际情况的数字资产价值创造框架；主要是利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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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对价值链上的资源配置进行合理优化，达到以减少关键环节成本投入获取更大价值目的。同时互联

网企业需要重视市场需求变化实时监测，以此为依据对企业现有资源重新配置，将有利用价值和无利用

价值或价值较低的资源进行分离，提升资源利用率。 
3) 互联网企业可以将数字技术合理引入数字资产价值创造环节，探索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价值创造路

径。例如，发挥数字信息技术优势，实现虚拟化运营，动态整合企业信息流和资金流，目的是在掌握各

方面信息基础上，优化资金流管控，通过加强二者协同性，提升企业价值链完整性；又能利用数字信息

技术逐步完善企业价值链，改变传统思维下对价值创造活动的刻板印象，做好价值链整合与重构工作，

以达到增强互联网企业数字资产价值创造能力目的。 

5.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正处于数字经济时代，相关政策不断实施，推动着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形成。就互

联网企业而言，要主动迎合时代发展趋势，加强自身数字资产潜在价值的深入挖掘，选择科学有效的评

估方法，掌握企业数字资产价值，利用数字资产创造价值，以增强企业竞争力，同时也能为互联网企业

数字化转型提供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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