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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价值共创理论和数字经济理论，以A电器公司为案例企业，构建“数据–商业模式创新”的框架模

型。研究发现：在数据赋能下，制造企业可通过对客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对产品和服务的持续改进、对

供应链管理的全面优化和对成本的有效控制等实现商业模式创新，从而使数据驱动成为制造业企业的主

要创新方式；制造企业在大数据赋能下的商业模式创新，主要通过产品和服务、供应链管理、渠道营销

以及数字驱动等方面实现。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框架模型，对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企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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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alue co-cre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ramework 
model of “data-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using A electric company as a case study.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under the empowerment of data,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an achieve b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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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 model innovation through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customer needs, continuous improve-
ment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mprehensive optimization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ef-
fective cost control. This makes data-driven innovation the primary approach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nterprise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mpowered by big 
data mainly focuses on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channel marketing, and digital-driven strategie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framework model of 
“digital-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Data Empowermen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Digital Business Model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研究背景 

十九大报告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数字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1]。在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其商业模式创新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其所处的市场环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企业面临的竞争也日

趋激烈，从而需要通过不断创新来保持竞争优势。当前，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利用新技术对产品进行创新；二是利用新模式对管理进行创新[2]。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作为一种战略

性措施，不仅需要企业战略层面的支持，也需要从底层进行创新。当前，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全球企业

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大数据将会成为新一代基础设施，数字化正在重

塑企业的商业模式。 
对于制造业企业，其通过对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向以“产品–服务”为中心的转变已经成为其

商业模式创新的重点。通过强调用户体验、技术支持与创新、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定制、平台化的协同效

应加强以产品为基础、以用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的实施和发展，即打造“以产品为基础，以用户为中心”

的新型商业模式，从而实现商业的持续增长和竞争优势。这种商业模式的转变需要技术的提高、产品的

升级、盈利模式的深入明晰，这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而数字技术的加入，使企业可以通过对数字技

术与商业模式的融合，重构自己的商业价值[3]。数字技术应用是以数字为基础解决问题的过程。 
本文从一个成功的制造业企业——A 电器公司的商业模式的变迁入手，讨论了数据赋能的制造企业

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构成、基本属性和基本特点。 

2. 理论基础 

2.1. 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是指企业用来创造、传递和捕获价值的方式和途径。它描述了企业如何组织资源、开展业

务活动、与客户互动以及获得收入的方式。 
Timmers [4]认为商业模式的构成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部分：1) 产品、服务等的体系结构；2) 商业

角色的潜在利益；3) 收入来源。在此基础上，Osterwalder [5]等将商业模式分为四个部分，并细分为九个

要素，其中包括：产品(价值)主张、 基础设施(关键业务、资源能力、重要伙伴)、客户(渠道通路、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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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客户关系)和盈利(收入来源、成本结构)。商业模式创新(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MI) [6]是指企

业在经营过程中对传统商业模式进行改变、创新和突破的过程。它涉及对产品、市场、渠道、客户关系、

收入来源等方面的重新设计和整合，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进行商业模式创新需要以下

三个条件[7]：1) 提供全新的产品或服务，或者以全新的方式提供已有的产品或服务；2) 与其他企业相

比，企业需要具有差异化的要素；3) 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企业可以拥有更好的绩效表现。 

2.2. 数字赋能 

数字赋能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手段，赋予组织、企业、个人等更大的能力和竞争力[8]。它

涵盖了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化运营等方面，旨在提升效率、改进业务模式、增强用户体

验，并带来新的商业机会和增长潜力，数字赋能可以在多个领域产生积极的影响。实现数字赋能[9]，
组织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包括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培养数字化人才、整合数字技术和业务流程等。

同时，还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和技术的发展趋势，不断创新和调整数字化战略，以适应变化的商业环境

和用户需求[10]。 

2.3. 数字化商业模式 

Rayna [11]认为商业模式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苏敬勤[12]通过总结相关文献认

为技术与商业模式的结合对企业的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企业要想在数字创新的时代中取得优异的

绩效，就需要利用数字经济特有的数字机会识别、数字协同等能力[13]。数字化商业模式是指将传统商业

模式中的关键业务流程、价值创造方式和交付方式，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能力进行转变和升级

的商业模式。数字化商业模式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创新，重新设计和整合企业的核心业务活动，以

提供更高效、灵活、个性化和增值的产品和服务。 

3. 案例介绍 

A 电器公司是一个国际化的高科技企业，拥有五个主要业务部门：智能家居事业群，机电事业群，

暖通与建筑事业群，机器人及自动化事业群，以及数字创新事业群，拥有超过两百个的国家及区域，超

过四亿的客户。它在全球设有大约 200 个子公司，六十多个国外分公司和 10 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商业

部门。A 电器公司的战略主轴包括四个：科技领先、数智驱动、用户直达、全球突破。纵观 A 电器公司

的发展历程，A 电器公司从内部高端分权、离散化以及业务体系间数据系统极度孤岛化发展成了统一流

程、IT 系统，数据标准的智能制造企业，这一过程历时三年。在这一过程中，A 电器公司逐步从数字化

1.0 进阶到数字化 2.0，以及正在进入到工业互联网。这一过程，A 电器公司不断从硬件向软件思维转变，

构建“数字孪生”智慧生产车间，实现对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精细化管理，数字化驱动从用户需求到服

务终端、线上线下统一、上游下游一致的全价值链。2020 年，A 电器公司宣布启动“全面数字化、全面

智能化”的新战略，这是 A 电器公司继 2012 年制定“产品领先、效率驱动、全球经营”三大战略主轴

和转型之后的又一次重要集团战略升级。未来三年，A 电器公司将进一步以用户为中心，实现贯穿研发、

制造、营销、售后的全价值链条数字化，孵化 loT 生态、美云销、工业互联网三大平台，用数据驱动全

价值链运营。 

4. A 电器公司的商业模式创新 

A 电器公司数字化途径可以包括五个途径[14]，如图 1 所示：① 数字化 1.0 (2012~2015)；② +互联

网(2015~2016)；③ 数字化 2.0 (2016~2017)；④ 工业互联网(2018)；⑤ 全面数字化和全面智能化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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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gitisation pathway for A electrical company 
图 1. A 电器公司数字化途径 
 

本文基于 A 电器公司数字化的五个阶段分析 A 电器公司在数据赋能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创新。 

4.1. 产品创新 

通过数字化转型，A 电器公司建立了一个基于平台的商业模式，全面提升了数字化仿真能力。在此

基础上，A 电器公司进行了以模型为基础的数字分析和验证，实现了“产品–工艺–工厂–资源”的数

字化工艺一体化构建。 
A 电器公司通过数字化提升了柔性生产能力，A 电器公司通过数字化平台管理，用 MES (制造执行

系统)加 SCADA (智能监测系统)平台与机台连起来、通过系统的指引，系统的自动防错，提高工艺线上

的准确性，运用 AI 技术进行质检进行进一步的工艺判断。同时，A 电器公司还自主研发了多个系统，包

括数字化策划系统(PRM)、研发项目管理软件(GPM)、研发全生命周期管理软件(MPLM)、测试管理平台

(LIMS)、数字化工艺软件(DPM)和工艺仿真平台(MIo TVC)等。 
A 电器公司通过南沙工厂的数据孪生能力，实时全面监测数据。A 电器公司通过合适的数字化技术

进建立模型进行预测以及运作。A 电器公司通过生产产品的创新提高供应链的柔性，加快对市场的快速

反应，提升产品品质，以应对市场上不同的需求。 
A 电器公司创造全新互联网品牌——布谷，围绕互联网新生代用户开发家电及周边产品，通过创新

商业模式，承接集团生态产品的落地与商业化转型。布谷的成立，通过共创品台“布谷研究所”，用户

深度参与产品的概念创意、工业设计、开发设计到内测、公测的全环节。 

4.2. 供应链渠道创新 

除了 A 电器公司内部协同以外，A 电器公司将核心的供应商也拉入数字化的潮流中，将供应商的生

产情况、品质情况、物流情况在 A 电器公司内部平台上用数字化的手段透明化地产出，同时让供应商同

步了解到 A 电器公司订单情况，及时了解 A 电器公司的送货指令。通过品质云可更加规范透明地管控供

应链过程品质和成品品质。A 电器公司通过不断优化供应链合作体系，持续提高了双方合作的效率。 
在对智能采购进行试点的过程中，A 电器公司利用引入智能算法、数据驱动等技术，对采购的执行

效率和快速响应能力进行了提高。此外，A 电器公司还将从 A 电器公司公共云平台中撤出，帮助上游供

应商数字化转型，推动价值链的数据信息更加透明、高效、优化供方库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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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销售服务模式创新 

A 电器公司自创美云销平台，通过美云销平台，可以打通整个全产业链的价值渠道，将线上线下进

行充分融合，并且对零售端进行赋能，为营销、物流、消费者、客户等方面提供更具高效的服务。 
除此之外，A 电器公司通过 IoT 平台将所有的家电产品进行智能化，更好地与 IoT 平台上超过六千

万的用户进行双向反馈，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更为贴心的服务。同时 A 电器公司围绕智慧生活搭建开

放的生态，与许多手机企业如华为、OPPO 等企业进行开放合作，用软件作为硬件赋能入口。自 2020 年

9 月以来，搭载华为鸿蒙系统的 A 电器公司智能电器，可实现极速配网、设备控制和服务触达等技术链

路，形成了更多元场景化、更具差异性的全屋智能家居生态。 
A 电器公司商业模式创新还包括了上行跨界模式，将数字化技术运行的经验以及数据资源商品化，

构成一条全新的全价值链，通过专业的数据挖掘，形成了面向进驻商家的多项数据产品，实现了数据的

商品化。2019 年，A 电器公司集团打造全价值链企业云服务商——“美云智数”基于先进企业的业务实

践，把管理实践软件产品化，提供 IT 咨询规划、智能制造、大数据、数字营销、财务与 HR、移动化、

身份管理等产品和解决方案，成就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用户与企业之间的全渠道链接，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MeiYunZhiDigital builds omnichannel connections with consumers 
图 2. 美云智数建立与消费者的全渠道连接 
 

A 电器公司通过美云智数协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实现从营销端到端管理：构建从企业到用户间

全场景、全通路、全覆盖的营销体系，提升企业对全价值链的掌控力和利益分配精细化；构建企业自有

新零售生态：线上平台电商全面接入，线下渠道与线上融合，实现供应链、订单、库存、客服、营销、

用户的一站式管理；协助企业打通代理商、分销商、终端门店全渠道信息流，实现企业渠道管理的数字

化透明，将营销预算、渠道政策、渠道客户进销存协同作为重点，助力品牌厂商渠道管理下沉和流通效

率提高，推动企业渠道业务提升，与渠道客户实现互利共赢。 
A 电器公司的美云智数的发展以 A 电器公司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将大数据技术商品化，大数据服务商

品化，用完全不同的价值主张迎合完全不同的客户细分群体。 
随着 A 电器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全球化经营，其价值链模式已从国内转向全球。数字化改造的主

要目标是实现整个 C2M (客户到制造商)客户定制模式的全价值链覆盖，以优化客户体验。A 电器公司通

过倒逼内部变革，构建了一个全球客户全流程参与的服务+互联网平台，使客户能够参与产品从设计到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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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销售的各个流程，并按需定制生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A 电器公司引入了“T + 3”业务模式变革。

利用产业链数字化优势，该模式将传统的生产销售模式转变为直接汇总零售商订单，并采用多批次小批

量的柔性生产模式。这一变革包括以下四个步骤，如图 3 所示：收集客户订单，将订单传递至工厂(T)。
工厂进行原料采购(T + 1)。进行生产(T + 2)。最后进行发货，并直接送货上门(T + 3)。 
 

 
Figure 3. “T + 3” business model change 
图 3. “T + 3”业务模式变革 
 

通过这种方式，A 电器公司能够更快地响应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并实现更高效的供应链

管理。这种全新的业务模式变革使得 A 电器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服务客户，并保持竞争优势。 
T + 3 实施后，小天鹅的供货周期从原来的 23 天压缩到 12 天，减少了库存积压现象，提升了周转率，

使 A 电器公司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洗衣机。T + 3 与传统模式相比，供货周期的

缩短尚在其次，最大的不同在于 T + 3 模式是由客户订单驱动。 
首先，A 电器公司接收用户的订单信息，并根据订单内容和要求进行处理。然后，根据订单的具体

要求，进行原料备货，确保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充足并符合要求。接下来，工厂根据订单中的产品规格和

数量进行生产。通过将终端用户的需求直接传达给工厂，生产过程可以更加精确地满足客户需求，避免

了过度备货和库存积压。最后，已生产完成的产品会进行发货，并进行销售。根据订单中的收货地址，

产品会直接送达终端客户，缩短了交付时间和货物流转的环节。通过这种订单式生产模式，A 电器公司

能够更加精准地满足客户需求，减少库存风险和资源浪费，并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和效率。同时，该模

式还能够加速产品的交付速度，提升客户满意度和竞争力。 

4.4. 仓储配送创新 

A 电器公司通过引入“一个码”实现了全流程的条码化和无纸化操作。通过这一措施，A 电器公司

能够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对物品进行追踪和管理，消除纸质文档的使用，实现数字化操作和信息化管理。

同时，A 电器公司通过“一个流”的方式打通了端到端的信息流。这意味着物流计划、入厂预约、齐套

管理、仓储、下线直发等环节的信息都得以数字化记录和共享。通过这样的信息化管理，A 电器公司能

够更好地进行物流规划和资源调配，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另外，A 引入了“一盘货”概念，并采用

JIT (Just-in-Time)来料、JIT 生产和 JIT 发运的方式。借助射频识别(RFID)技术，A 电器公司实现了自动化

的入库操作，通过一键盘点的方式管理成品库存，实现成品下线直接发货的效果。为了不断提升效率并

缩短交货期，A 电器公司还采用物联网、超宽带(UWB)、5G、区块链、大数据和智能硬件等先进技术进

行不断的迭代升级。这些技术应用有助于实现更高效的信息传输、精准的资源管理和更快速的物流运输。

通过以上的改进和技术应用，A 电器公司能够提高生产和供应链的效率，缩短产品的交货期，从而更好

地满足客户需求，并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 
A 电器公司通过安得智联提供全链路仓、干、配、装一体化解决方案的 5A 级社会化综合性物流服务

企业，依托遍布全国的 137 个配送中心，2500+送装网点及自动化、数字化专业能力，为客户提供包括下

线直发、仓间调拨、库存共享、订单集拼、城市配送、送装一体等各产品，无缝对接并且提供独立服务，

充分满足客户多种业态下全场景、高时效的智能物流需求，助力客户实现经营转型升级。具有独特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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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优势；拥有仓配网络(实现覆盖全国县区无盲点，精益自动存储，精准高效配送，科学路线规划)，全程

可视(多维度实时监控可视业务运作全过程)，全网直配(提供覆盖全国仓干支配全流程网络供应链解决方

案)，提供独特的行业方案(针对泛家电、泛快消、电商(含 B2B 平台)等行业解决方案)。 

5. 总结 

根据对于 A 电器公司案例进行研究分析，通过数据赋能 A 电器公司的商业模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产

品、供应链渠道、销售服务模式、仓储配送上的迭代更新。在 A 电器公司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最主要

的还是基于“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创新，具体表现在市场化的交易以及各种“数字”业务之间的结合，

譬如：通过数字化提升柔性生产能力，利用数字化完善供应链，仓储配送的发展等。除此之外，还在服

务方面构成全价值链，将数据商品化。 
过往研究来看，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存在以下两个局限性：一是仅仅只停留在抽象理论的探讨和推理，

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二是仅仅只是对于个别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没有形成系统的、全面的理论体系，导

致研究在行业商业模式创新实践上的指导作用有限。目前数字化进程稳步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对制造企

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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