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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music has brought a great change in the music industry chain, lacking of 
online music business model,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music industry has been li-
mited. Combined with the industry value chain theory, this paper uses E3-value method to build an 
expectancy-value model of online music business model. Then this paper carried simulation anal-
ysis on the crea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of value of the business model participants, by 
inputting parameters and taking trial. An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online music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correlativ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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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音乐出现，给音乐产业链带来了变革，然而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的缺乏却限制了网络音乐产业的发展。

本文利用E3-value方法，结合产业价值链理论，通过构建网络音乐商业价值模型输入参数试算，对商业

模式中各参与者之间价值的创造、交换和消耗情况进行仿真模拟，分析讨论网络音乐商业模式创新的相

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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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音乐的产生，传统音乐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化、无形化的网络音乐

通过互联网与无线网向消费者传递，催生了新的产业链条。音乐产业链的变革要求新的音乐商业模式与

之匹配，而国内对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盈利模式、收费制度和宏观分析层面。尚没研究

人员采用结构化的方法，清晰地描述网络音乐商业模式，详细地分析价值在产业链不同层面之间的创造、

交换和转移的过程，探讨其创新策略。 
以价值为导向，阐述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的形成原因、构建依据，分析其潜在价值量化及商业模式适

应性等问题，进而揭示网络音乐商业模式运作过程以及内在机理，进行有效的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的创新，

是现阶段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网络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分析，借助 E3-value 这一结构化分析方法和工具对网络音乐商业

模式进行仿真分析，对其盈利性和生存性进行经济可行性评价，进而分析网络音乐商业模式创新的对策。 

2. 网络音乐产业价值链 

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其思想最早来自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有关分工的论断，

但当时只把产业链看作是一个产品链[1]。而价值链理论最早是由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 1985 年在

他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商业模式的本质是确定企业在产业价值链当中的位置，指导企业获取

收益，使企业具备保持持续经营的能力。 

2.1. 产业价值链 

以价值链理论为基础，从价值的角度分析研究整个产业的活动，就形成了产业价值链。所谓产业价

值链是一个战略联盟的关系链，其基本属性是供需关系，是通过打通各企业的价值链，形成一个畅通的、

统一协调的价值链系统[2]。产业价值链以产业链为基础，从整体角度分析产业链中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

动及其影响价值创造的核心因素[3]。 
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对要素条件的需求存在差异性，不同的环节，对于技术、人力、资本、规模

等的要求不同，具有不同的区位偏好。产业价值链通过整合产业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形成了一个相互联动、

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上游产业(环节)、中游产业(环节)和下游产业(环节)之间大量的信息、

物质、资金方面的交换过程，是一个价值递增过程。产业价值链后面的价值增值环节利用前面环节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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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产品和服务，可以进一步面向新的客户，生产出新的价值产品和服务。 
产业价值链涵盖了产业内部价值创造、分配、传递和实现的全过程。运用产业价值链理论对具体的

一个产业进行研究，有利于整合整个产业链上的资源，完善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协作机制，催生新的价

值产品和服务。进而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实现价值的合理分配和增值。 

2.2. 网络音乐产业价值链分析 

音乐产业链，是指以音乐产品为核心，从音乐作品的创作、传播到最终消费所涉及的各个不同音乐

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2]。从价值的角度来界定、分析、研究音乐产业链内部各环节之间的活动，就形成

了音乐产业价值链，网络音乐产业链是音乐产业链理论的一个特例，也是音乐产业链上的一个区段。 
随着网络音乐的迅速发展，音乐产业主要的利润来源已经变成网络音乐产品和服务，而传统音乐产

业价值链受到了网络音乐的严重冲击，并逐渐被网络音乐产业链所取代。网络音乐产业价值链可以分为

三个环节：上游是创作，中游是传播，下游是消费环节，它的主体是广大的消费者，是音乐产业的下游

[4]。网络音乐产业价值链详细构成可以通过图 1 进行整体的分析。 
网络音乐产业链的形成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获得音乐产品和服务的便利程度，网络音乐产品和服务

成为价值链的核心，发展网络音乐产业必需充分重视音乐产品与服务。开发新的音乐产品和服务，创建

新的符合网络音乐产业价值链的盈利模式是网络音乐商业模式创新的趋势。 
音乐服务是网络音乐产业价值链下游的音乐消费者购买音乐产品所获得的一种综合性服务和各种利

益的总和，它可以带给音乐消费者更大的满足[5]。进行网络音乐产品和服务定制，吸引更多用户对网络

音乐产品和服务进行体验，让在线音乐内容的价值得到认同，促使网络音乐消费市场的整体平均价值得

以提升[6]。 

3. 基于 E3-Value 的仿真分析 

3.1. E3-Value 仿真分析的意义  

E3-Value方法是Gordijn等提出并逐步完善的一种从价值观点出发来描述分析企业商业模式体系结构

的方法，主要表达经济价值在多主体参与者网络环境下如何被创造、传递、转换和消费[7]。E3-Value 通

过基于价值网建模的可视化工具来创建价值模型，价值是该模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联结着模型的各个

组成部分。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回答参与者的价值主张和目标客户是什么，以及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模

型所呈现的是一个商业模式的价值视角，可以描述出参与者的价值活动，但是不涉及价值活动的具体细节。 
 

 
Figure 1. Online music industry value chain 
图 1. 网络音乐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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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Value 方法基于参与者之间经济价值交换对商业活动进行解释，并且兼顾所有参与者的经济价值

[8]。在研究特定的商业模式时，通过构建价值模型、明确价值交换条件和数量关系，利用 E3-value 工具

按设定的条件和变量对结构化模型进行仿真运算，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计算表。通过对收益计算表的

分析可以从数值上分析具体的商业模式的盈利性和生存性，有助于创新和优化商业模式。 
基于 E3-value 的商业模式的描述方法，包含了一系列的概念、关系和约束，用以描述商业模式中所

涉及到的成员、成员间的关系、价值增加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价值界面。基于 E3-value 建模主要涉及到

参与者、价值对象、价值端口、价值交换、价值界面和市场群体等元素[9]。 

3.2. 基于 E3-Value 仿真分析的基本步骤 

运用 E3-value 仿真分析首先要构建所研究的商业模式对象的 E3-value 价值模型，然后对方案进行计

算、评估、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1) 识别参与者，即明确商业模式中的各个参与者及其所起的作用。 
2) 明确商业模式中参与者的价值主张，清楚表达所创造的价值是产品、服务还是一种体验。 
3) 明确价值的创造者及其接受者。在特定的商业模式中，价值的创造应有相应的接受者，亦即价值

创造的认同者，它将提供价值创造的经济回报。 
4) 明确价值交换的细节，包括价值交换的条件及数量关系。 
5) 确定商业模式运行的驱动力，即说明在整个商业模式构成的价值网络中，哪个参与者将使得整个

商业模式运作起来，以及商业模式运作的先后逻辑。 
6) 按设定的条件将相关参数输入模型，对商业模式进行试算仿真，得到相应的收益计算表。进而从

数值上说明所研究的商业模式的经济可行性，该可行性分析基于该模式的盈利性和生存性进行评价，评

估模型中的所有参与者能否都获得收益或者增加了经济效用。Gordijn 等人指出该方法主要聚焦于所研究

商业模式是否能给所有参与者带来正的经济价值、树立信心，而非用于具体利润量的计算和预测[7]。 
7) 调整模型变量，包括参与者、价值主张、价值交换、驱动力、交易数量等，可探寻更优化的商业

模式。 
Gordijn 等人基于价值链创新和商业网创新等理论方法，在 E3-value 参考模型中把创新因素定义为价

值活动、价值端口和价值界面三个元素，认为某种商业模式的创新分析可以从这些价值元素的解构着手

[7] [10]。首先明确所有参与者及其所涉及的价值增值活动，然后：① 价值活动解构，寻找能被用来分配

给不同参与者的较小的价值活动；② 价值端口解构，寻找具有较小价值对象的价值端口；③ 价值界面

解构，把价值端口大于 2 的价值界面拆分成较少价值端口的界面；④ 多次重复①~③步骤。最后，构建

出优化后的商业模式价值模型。 

4. 网络音乐商业模式创新的仿真分析 

4.1. 网络音乐商业模式创新 

国内学者对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的研究大多从商业环境、盈利模式、价值链和付费制度等角度出发的。

宋永全，魏玉亭认为合适的网络音乐商业模式就是要形成良性循环，是网络音乐产业链上的各参与者达

到互利共赢，形成整合营销的效应[11]。单蓓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网络音乐商业模式中存在的多种

盈利模式，论证了多样化音乐产品和服务的必要性[12]。佟雪娜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研究了无线网络音乐，

认为价值链的环节越完整，参与者越多，音乐内容供应越丰富，越能做到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的价值提

升和增值[13]。熊琦认为要根据网络音乐产业的特点，淘汰网络时代部分已失去存在意义价值交易和产业

主体，根据不同的商业模式和消费习惯差异化的构建付费制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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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的创新需要正视两个问题。首先，兼顾无线音乐和在线音乐，完善网络音乐

产业价值链，才能提升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促进产业价值链整体的增值。其次，网络音乐用户的

需求日趋多样化，音乐用户已经不再满足于听音乐，多样化的以音乐为基础服务已经成为他们的消费偏

好，网络音乐为用户创作更多的价值对象，才能更多的吸引价值链下游用户的参与。国内网络音乐商业

模式主要是 B2C、B2B 模式，其主要目标是实现网络音乐产业价值最大化，保证各参与者互利共赢，其

价值主张是可行的。 

4.2. 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的 E3-Value 模型 

本文研究的网络音乐商业模式是以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为主体的。通过对网络音乐产业价值链的研

究和对国内提供网络音乐服务的企业进行分析，本文对网络音乐商业模式进行仿真分析。 
网络音乐商业模式价值主张的实现，主要是通过网络音乐内容库系统和音乐产品及服务的交易系统

的价值交换活动来完成的。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通过网络音乐内容库系统来完成对网络音乐内容的收

集、加工和管理，用户通过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发现偏好的音乐内容，然后通过交易系统进行下载。广

告商根据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的用户发展情况，选择性的进行广告的投放。在整个价值活动过程中，音

乐内容提供商、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广告商、个人用户和机构用户等以网络音乐价值为核心形成了复

杂的价值网络。运用 E3-value 建立相应的价值模型如图 2 所示。 

4.3. 参数设置及价值计算 

为了使仿真模拟的结果真实可信，符合现实情况，本文针对所需要的参数对中国网络音乐市场和国

内一些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如百度、QQ 音乐、多米音乐、虾米音乐等进行了调查，并对所得数据进行处

理后用于模型仿真的价值计算。 
近年来，网络音乐用户规模呈现飞跃式增长，截至 2013 年底，中国在线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到 4.5

亿，无线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到 9.12 亿，详细情况见图 3。 
由于网络音乐用户规模快速增长，网络音乐市场收入规模也增势明显，网络音乐市场整体收入规模

达到 74.1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 63.2%。其中，在线音乐市场收入规模达到 43.6 亿元，相比 2012 年增长

达 140%。无线音乐市场收入规模达到 30.5 亿元，相比 2012 年增长达 13.3%，详细情况见图 4。随着网

络音乐收入规模的不断扩大，网络音乐增值服务收入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截至 2013 年底，中国网络音

乐增值服务市场收入达 36.7 亿元，已经占到了在线音乐市场规模的 84%，这个数据也给网络音乐商业模

式的创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思路。 
根据以上数据及调查结果，本文假设 H 公司是国内一家提供网络音乐服务的公司，其商业模式是中

国音乐服务提供商主流的商业模式，它的注册客户为 20,000,000 人，中国网络音乐市场现在的付费转化

率约为 5‰，个人用户每年支付费用为 120 元/年。机构用户为 1000 家，每年支付费用为 20,000 元/年，

广告商为 1000 家，每年支付费用为 100,000 元/年。国际上向音乐内容提供商支付版权费的比例是收入的

70%~90%，中国向音乐内容提供商付费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一次性买断，签约期一般为 1~3 年；二是“保

底分成”的模式，先支付保底费用，再根据下载量进行收入分成，本文采用收入分成的模式假设付版权

费的比例为 80%。另外假设 H 公司所需支付的各种服务、技术更新和维护及各项管理等费用总和为

20,000,000 元/年。 
由于音乐产品除了商品价值，还包涵文化等许多非货币化的价值，本文假定用户消费网络获得的价

值大于其支付的费用，广告商获得的广告效应音乐大于其支付的广告费。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还向内容

提供商和机构用户提供用户偏好等相关信息，有助于他们了解市场倾向，有助于他们给用户提供更多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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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3-value model of online music business model 
图 2. 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的 E3-value 模型 

 

 
Figure 3. The growth in the size of the online music users 
图 3. 网络音乐用户规模增长情况 

 

 
Figure 4. The growth in the size of the online music market revenue 
图 4. 网络音乐市场收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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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音乐产品和服务，所以本文将这种潜在价值作为一种参数。设机构用户的网络音乐价值量化为

30,000 元/年，用户偏好等信息的潜在价值均量化为 100,000 元/年；广告商广告效应的价值量化为 180,000
元/年；个人用户从购买的个人卡中得到的价值量化为 180 元/年。 

将相关参数带入模型，通过 E3-value 软件进行计算可以得到网络音乐服务商的收益表(见表 1)、音乐

内容提供商收益表(见表 2)、个人用户收益表(见表 3)、机构用户收益表(见表 4)和广告商收益表(见表 5)。
通过表中的数据，清晰地看到按照设定的参数进行计算，得出的音乐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音乐内容提

供商、个人用户、机构用户和广告商各方的年收益分别为 6,400,000 元、106,600,000 元、6,000,000 元、

110,000,000 元和 80,000,000 元，各参与者都得到了正的经济价值，这就证明了该商业模式具有盈利性和

生存性，进一步证明其具备一定经济可行性。 
 
Table 1. The income statement of online music service provider 
表 1. 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收益表 

Value Interface Value Port Value Transfer Occurrences Valuation Economic Value 

{费用，数据，Music}   1  −105,600,000 

 out：费用 (费用) 1 105,600,000 −105,600,000 

 out：偏好数据 (all transfers) 1 0 0 

 in：Music (Music) 1 0 0 

{费用，Music}   100,000  12,000,000 

 in：费用 (费用) 100,000 120 12,000,000 

 out：Music (Music) 100,000 0 0 

{费用，广告服务}   1000  100,000,000 

 in：费用 (费用) 1000 100,000 100,000,000 

 out：广告服务 (all transfers) 1000 0 0 

{费用，Music，数据}   1000  20,000,000 

 in：费用 (费用) 1000 20,000 20,000,000 

 out：偏好数据 (all transfers) 1000 0 0 

 out：Music (Music) 1000 0 0 

INVESTMENT     0 
EXPENSES     −20,000,000 

total for actor     6,400,000 

 
Table 2. The income statement of online music content provider 
表 2. 音乐内容提供商收益表 

Value Interface Value Port Occurrences Valuation Economic Value 

{费用，Music，偏好数据} in：费用 1 105,600,000 105,600,000 

 in：偏好数据 1 100,000 1,000,000 

 out：Music 1 0 0 

total for actor 音乐内容提供商    106,600,000 

 
Table 3. Personal income statements 
表 3. 个人用户收益表 

Value Interface Value Port Occurrences Valuation Economic Value 

{费用，Music} out：费用 100,000 120 −12,000,000 

 in：Music 100,000 180 18,000,000 

total for actor 个人用户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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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income statement of organization users 
表 4. 机构用户收益表 

Value Interface Value Port Occurrences Valuation Economic Value 

{费用，Music，偏好数据} out：费用 1000 20,000 −20,000,000 

 in：偏好数据 1000 100,000 100,000,000 

 in：Music 1000 30,000 30,000,000 

total for actor 机构用户    110,000,000 

 
Table 5. The advertiser’s income statement 
表 5. 广告商收益表 

Value Interface Value Port Occurrences Valuation Economic Value 

{费用，广告服务} out：费用 1000 100,000 −100,000,000 

 in：广告服务 1000 180,000 180,000,000 

total for actor 广告商    80,000,000 

4.4. 网络音乐商业模式创新的策略 

通过模型进行价值计算的目的不是评价这种商业模式的优劣，而是发现判断其优劣的依据，进而找

到有助于其商业模式运作和创新的有效措施[15]。所以，仿真分析得到的数据并不是对该种商业模式真正

盈利情况的预测，辅助研究者寻找商业机会以及机会存在的基本条件。结合网络音乐产业价值链实际情

况，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调整和测算，进一步揭示商业模式的运作过程及内在机理，明确模式中各部分

的优劣，有助于研究者在价值元素解构的基础上寻找有效的创新措施。 
首先，由于中国网络音乐的市场尚不成熟，用户免费消费成为习惯付费下载比例非常低，音乐服务

提供商缺乏第一手的内容资源，用户的音乐服务的需求多样化个性化，导致网络音乐服务企业价值流失，

发展受到限。所以本文认为可以从模型的价值对象、价值活动和价值端口解构入手：1) 根据产业价值链

下游用户需求的多样化进行价值对象的解构，把价值对象分为音乐产品和音乐相关的增值服务，增加收

费项目提高用户付费转化率；2) 根据价值对象的结构来进行价值活动的结构，明确价值活动的重点提高

价值收益，即将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的价值活动解构为内容搜集部、技术提供部、产品部和市场部四者

价值活动的整合；3) 通过价值端口的解构寻找具有价值对象的其他端口，即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寻找其

他营利模式增加用户端口。具体表现为，整合无线和在线音乐产业价值链，与电信运营商建立价值交换

关系，健全盈利模式。 
其次，考虑到音乐内容是网络音乐价值链的核心而中国音乐市场内容创新乏力，并且网络音乐产业

版权付费制度难以确立版权利益实现困难等问题，本文从价值界面的结构入手，把价值端口大于 2 的价

值界面解构，拆分成具有较少价值端口的界面。即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可以绕过唱片公司解构出一个音

乐人的价值界面。具体表现为，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为音乐人提供平台，允许其音乐作品直接面向用户

以便尽量的挤占消费者剩余。 
另外，取消按期限买断音乐作品版权的做法，与音乐人签订协议，让音乐人成为公司的合作伙伴，

直接按其作品的被下载量进行收入分成。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音乐人利益的实现，一定程度上解决数

字音乐版权问题，还能充分调动音乐人创作的积极性。调整后的模型如图 5 所示。 
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 H 公司商业模式经过创新调整后，产品部、技术部和内容采购部相互合作并通

过市场部向用户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音乐产品和增值服务。假设个人用户付费转化率为 2%，个人用户的

年支付费用为 200 元/年；机构用户增至 1500 家，年支付费用为 20,000 元/年；广告商增至 1200 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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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E3-value adjustment model of online music business model 
图 5. 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的 E3-value 调整模型 

 
Table 6.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come statement of the online music service provider 
表 6. 改善后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收益表 

Value Interface Value Port Value Transfer Occurrences Valuation Economic Value 

{费用，数据，Music}   1  −116,480,000 

 out：费用 (费用) 1 116,480,000 −116,480,000 

 out：偏好数据 (all transfers) 1 0 0 

 in：Music (Music) 1 0 0 

{费用，Music}   1  −49,920,000 

 out：费用  1 49,920,000 −49,920,000 

 in：Music  1 0 0 

{费用，Music，分成}   400,000  40,000,000 

 in：费用 (费用) 400,000 200 80,000,000 

 out：Music (Music) 400,000 0 0 

 out：分成 (all transfers) 400,000 100 −40,000,000 

{费用，广告，服务}   1200  120,000,000 

 in：费用 (费用) 1200 100,000 120,000,000 

 out：广告服务 (all transfers) 1200 0 0 

{费用，Music，数据}   1500  30,000,000 

 in：费用 (费用) 1500 20,000 30,000,000 

 out：偏好数据 (all transfers) 1500 0 0 

 out：Music (Music) 1500 0 0 

{费用，Music，数据}   3  18,000,000 

 in：费用 (费用) 3 6,000,000 18,000,000 

 out：偏好数据 (all transfers) 3 0 0 

 out：Music (music) 3 0 0 

INVESTMENT     0 

EXPENSES     −30,000,000 

total for actor     1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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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费用为 100,000 元/年；电信运营商为 3 家，年支付费用为 6,000,000 元/年；网络音乐增值服务商的

费用按照收入的 50%进行分成。由于 H 公司内部价值活动的分化以及价值链的扩展，H 公司的成本和风

险也将增加，假设 H 公司所需支付的各种服务、技术更新和维护及各项管理等费用总和增至 30,000,000
元/年。 

其他参数不变，将这些数据带入仿真模型通过软件进行计算，得到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的利润增加

到 11,600,000 元，详细情况如表 6 所示。证明了本文在 E3-value 价值元素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网络音乐商

业模式的创新具备可行性。 

5. 结论 

音乐产业链的变革要求必需要构建新的音乐商业模式与之相匹配，本文应用E3-value仿真分析方法，

结合产业价值链理论对网络音乐商业模式进行了仿真分析。通过构建模型，对商业模式中各参与者之间

价值的创造、交换和消耗情况进行 
仿真模拟，为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参考意见。首先，网络音乐商业模式的创新应该以网

络音乐产业价值链各环节互利共赢基础，保证各参与者价值实现的同时促进产业价值链增值。其次，网

络音乐商业模式的创新要兼顾用户多样化的网络音乐产品和服务需求，在细分客户需求的基础上提供多

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客户粘性和付费转化率，同时要兼顾无线和在线音乐产业链，丰富盈利模式。最

后，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多样化的版权付费制度，是网络音乐商业模式创新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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