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当前袁随着野互联网+冶进一步落地袁纷繁复杂的电商服务创新和终端应用正不
断推动着我国县域电商方兴未艾遥 然而袁野互联网+冶也推动着整个电商市场渐趋于完全竞
争化袁市场主体各自的县域野小生态系统冶已渐渐难以有效应对野互联网+冶的颠覆性发展遥
对已有相关文献梳理及进一步解析发现院 虽然国内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研究在不断推
进袁但产业界和学界对县域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研究仍然较为匮乏袁这对县域电子商务服
务发展创新也形成了一定的桎梏曰 同时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将焕发价值共创理论全新的时
代价值袁基于价值共创理论的新视角可以较为有效地揭示全局性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概况遥
对我国县域电子商务野大生态系统冶的研究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院1.县域电商价值共创内
涵及野互联网+冶新特征曰2.剖析县域电商整个产业价值链中各价值创造主体运作过程曰3.
县域电商野大生态系统冶机理模型设计及实现路径遥最后袁通过阐述这种全新的基于价值共
创理论的县域电商野大生态系统冶袁以期为市场内各竞争主体协同竞合发展提供一定的决
策依据袁同时推动我国县域电子商务服务创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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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野互联网+冶是野创新 2.0冶下互联网升级化尧跨越式深度发展的新业态遥 产业界率先提出该
概念并得到了政策层的敏捷响应遥其中袁阿里研究院 2015年 3月发布的叶野互联网+冶研究报告曳
将野互联网+冶定义为院以互联网为主的包含移动互联网尧云计算尧大数据技术等的一整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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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各领域扩散尧应用的过程[1]遥 同期袁叶腾讯野互联网+冶系列报告之一院愿景篇曳也给出了类
似的产业界定义[2]遥 而电子商务产业是野互联网+冶经济典型产业之一袁基于野互联网+冶的电子商
务产业价值经济正在不断被挖掘遥 电子商务产业内袁作为撬动我国经济基本单元的县域经济
和培育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县域电子商务二者迅速交汇融合袁其复杂的演化过程既推动了
国家新型城镇化进程袁也推动我国经济创新发展活力迸发遥

野互联网+冶下电子商务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袁再次验证了野梅特卡夫定律冶渊即网络的价值
趋近于网络节点的数量或者用户的数量的平方袁即 v=n2冤的时代价值遥 我国人口多尧经济体量
巨大袁尤其县域辽阔的基本国情袁随着竞争地位平等的参与主体的不断增加袁所创造出的价值
也将成几何倍数递增袁期间整个县域电商市场将逐渐趋向于完全竞争状态袁再没有足以完全
定价尧控制资源和信息流通的买者及卖者遥 这样的背景下袁市场亟需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来满
足县域电商发展需求袁并基于价值共创的野大生态系统冶涌现系列商业发展创新服务袁进而推
动整个产业野大生态系统冶有序和稳定遥

二尧文献回顾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袁理论和实践已经佐证了价值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创造的遥 早先
Solveig Wikstrom渊1996冤就指出价值创造来源于企业和消费者间的交互过程[3]遥 随后 C.K.Prahalad
和 Ramaswamy渊2000冤通过案例研究阐述了共创价值的本质是消费者参与的体验价值 [4]遥 C.K.
Prahalad渊2004冤等人进一步研究表明袁消费者参与价值共创过程袁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在于生
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交互过程[5]遥 Vargo和 Lusch渊2008冤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共创价值产
生于消费者消费过程袁并从服务主导逻辑强调价值主张的重要作用袁其价值提取依赖于价值
共创系统来实现[6-7]遥 后续部分学者对价值共创理论进入深入探讨袁提出价值共创过程包括互
动和整合资源两个阶段 [8]袁继而又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性将价值共创过程划分四个步骤[9]遥
国内学者对价值共创理论研究稍晚于国外袁武文珍和陈启杰渊2012冤认为无论是基于服务主导
还是消费者体验逻辑的价值共创袁都应统一于各价值主体的价值共创之中[10]袁但诸多研究都较
少涉及价值共创的运作机理及实现路径遥

面对野互联网+冶的蓬勃态势袁野互联网+冶思维导致了价值创造主导逻辑再次升级遥 基于
价值共创思想也将引发商业模式不断创新 [11]袁且野互联网+冶创新商业模式具备产业生态链下
的多重竞争优势[12]遥 以小米公司社会化价值共创活动案例分析袁淘宝网和携程网价值共创案例
分析[13-15]为代表袁其商业模式创新论证了野互联网+冶价值共创理论的时代价值遥 研究进一步
揭示了野互联网+冶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是基于社群逻辑下的平台模式袁强调由于消费者的
参与厂商和消费者价值创造过程袁其产品价值创造能力呈现几何倍数递增 [16]遥 同时袁不难发
现野互联网+冶是推动社会经济系统持续逼近帕累托最优的一个动态演化过程 [17]遥 野互联网+冶
下从系统的角度研究可以拓展共创价值的广度和纬度遥 而我们知道袁价值是在非线性的价值
链中被利益相关者互动而共同创造[18]遥 事实上之前 Adner渊2006冤等人就提出在企业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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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袁其创新要求紧密关注合作伙伴和潜在用户的策略袁而且基于生态系统来创造价值并
获得竞争优势 [19]遥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着眼也将成为下一阶段推动价值共创理论进一步发展
的契机遥

当前袁我国县域经济在野互联网+冶推动下袁迎来了新一轮野蓝海冶浪潮袁县域电子商务生态
系统及发展模式也将成为电商产业研究中比较新颖的重要领域遥 我国电商产业发展同比国际
市场较为迅猛袁而我国县域情况十分复杂且特殊袁国外模式研究又很难借鉴袁因而现今对我国
县域电商生态系统及服务模式研究依然较为野空白冶遥国内只有少数学者从农村合作社[20]尧产业
集群互联网化升级[17]尧淘宝村[21]尧阿里平台[22]等角度袁对我国现有涉及到的县域电商发展模式做
了总结归纳遥 产业界和学界多做各价值创造主体各自野小生态系统冶内的电商模式创新研究袁
还没有从野大生态系统冶的角度将价值共创理论运用到县域电商发展过程中来揭示全局性的
县域电商发展创新遥 因而本文将基于此袁通过系列分析袁从而深入浅出地对我国当前的县域电
商发展提出一种新的架构并阐述其共创运作机理及实现路径遥

三尧野互联网+冶下我国县域电商价值共创野大生态系统冶内涵

渊一冤县域电商价值共创内涵
县域电商价值共创野大生态系统冶汇融了野互联网+冶的开放生态尧跨界融合尧创新驱动尧万

物互联等特征院以价值共创理论为核心袁以协同学等理论为补充袁以政府为主导袁以各电商企
业为价值联盟主体袁以野互联网+冶技术和各电商参与个体的互联网共识思维为基础袁以农产品
等资源为支撑袁以县域电商生态系统环境内的物流尧信息流和资金流为联系袁以县域电商产业
链各利益相关群体共同参与及互动促成价值共享平台袁形成一个动态开放尧竞合共生尧互利共
赢的县域电商野大生态系统冶遥

基于价值共创理论的县域电商价值共创野大生态系统冶将突破原有县域电商各自野小生态
系统冶的界限袁赋予了其野互联网+冶鲜明的时代特色遥 在野互联网+冶催化下袁该模式也打破了传
统意义上的基于消费者和生产者逻辑的市场主体的价值共创理论范围袁从而推动整个县域电
商野大生态系统冶下各商业模式创新遥 该生态系统强调院渊1冤各价值创造主体分工明确袁其价值
活动并非简单地相加袁其着重强调各价值创造主体对整个县域电商野大生态系统冶的价值创造
作用及贡献袁进而促使社会资源均衡合理分配曰渊2冤该生态系统是建立在野互联网+冶思维和价
值共识的相互依赖尧相辅相成的关系基础之上袁因而各价值主体并不是孤立存在袁没有绝对意
义上的零和博弈关系曰渊3冤该生态系统最终形成的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复杂的县域电商野大
生态系统冶袁且该野大生态系统冶的边界正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加渊减少冤和发展的不确定性而不断
淡化和模糊遥

渊二冤县域电商价值共创的野互联网+冶特征
1.产业全面互联网化
根据 CNNIC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冤最新统计报告的数据袁截至 2015年 12月袁我国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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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为 6.88亿袁互联网普及率为 50.3%曰其中袁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为 28.4%袁规模达到 1.95
亿袁互联网普及率及网民数增幅显著[23]遥 虽然县域电商产业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袁但互联网一
方面使每个人都成为价值创造主体袁每个人都平等而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和知识袁也极大地
降低每个价值创造主体应用电商的门槛曰另一方面袁野互联网+冶解构尧重组传统产业的生产关
系袁赋予了县域电商市场更多的机遇和挑战遥 野互联网+冶的过程中袁智能软硬件尧物联网尧大数
据尧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应用袁也推动整个县域电商产业互联网化遥 期间袁县
域电商产业价值链的逐层互联网化袁使得县域内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真切尧便捷地享受
到更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遥

2.产业生态协同化加剧
县域电商生态系统是个极其复杂的复合生态系统遥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袁野互联网+农业冶尧

野互联网+县域电商冶打破了原有的自力更生的产业生态系统遥 在野互联网+冶的推动下袁从复杂
性科学视角袁从微观到宏观遵循复杂系统中的耗散结构理论渊一种偏离平衡状态的非线性的
开放系统经过持续地与系统外部交换能量和物质袁达到时空或者功能上的有序状态冤袁县域电
商产业生态终将渐趋稳定尧和谐袁而期间产业生态系统全面协同化将是持续常态遥 互联网技
术尧思维方式和组织原则已渗透到县域电商产业的方方面面袁县域内的消费方式尧生产方式乃
至销售方式也随着电商这一新型业态的拓展发生同步协同变化遥 县域电商各价值创造主体正
立足原始生态链袁从无到有袁全面联动袁系统协同化推进中遥

3.双边网络效应凸显
双边网络效应是相对于单边网络效应而言袁它的实质是多方相互作用的协同价值袁其存

在取决于对平台内参与各方供需对接的满足遥 县域电商市场是典型的双边市场袁在野互联网+冶
下袁县域电商蓝海优势迅速显现袁整个产业市场正处于高速转型和提升过程中遥 当前袁我国县
域电商市场所具备的独特生态系统的逐渐形成袁进一步加强了农产品电商与农产品供应商的
双边网络效应遥 在双边网络效应的作用下袁县域电商群体需求匹配越来越好袁涌现出的价值也
越来越大遥 同时袁县域电商平台内双方互相依赖性所形成的双边网络效应对整个县域电商的
发展又有同步自发的内生力袁也将推动县域电商群体协同发展遥

4.流通模式深刻变革
整体来说袁我国县域传统业态下的农产品由于时空差异大尧需求难预测尧运输存储损耗大

等特性袁导致流通效率低下尧流通成本久高不下尧农户产业地位不高等结果遥 作为县域内的价
值创造主体之一的农户只是被动参与袁也损害了农产品价值主体的经济地位遥 在野互联网+冶的
催化下袁供求价值主体同步知识化尧信息化和电商化遥 以野直通冶为特征的新型模式业已逐渐取
代传统的农产品野分级冶流通模式渊如野经纪人要批发商要零售商要消费者冶分级现货流通结
构冤遥 野互联网+冶下现有的新型农产品流通模式正朝向信息化尧平台化尧终端化的方向变革过程
中袁这变化符合野互联网+冶下信息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袁提高了县域电商产业内各个价值创造
主体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和创造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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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主要价值创造主体运作过程分析

渊一冤政府推动过程
自野互联网+冶概念应运而生后袁对政府而言袁县域电商发展已经成为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

点的战略问题袁并在宏观政策层面不断发力袁相继联动出台若干政策推动野互联网+冶迅速落
地遥 中央财政拟计划拨款 20亿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电商的基础设施建设袁 并以主导身份在安
徽尧河南尧湖北等 8省 56县全面开展综合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工作袁以点带面推动我国县域电
商蓬勃发展遥 该过程内袁野互联网+冶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型袁其价值创造主要体现在政府职
能履行过程中袁其中主要职能包括规划引导尧组织协调及规范保障遥 通过全局规划等系统推
进袁各级政府可以很好发挥其在县域电商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遥 详见图 1遥

图 1 各级政府县域电商服务履职机理模型

渊二冤电商下乡过程
随着政府部门加速布局农村电商产业袁以阿里巴巴尧京东尧苏宁云商和中国邮政为代表的

电商野巨头冶们纷纷打造电商下乡模式袁加速部署线下服务点袁进一步推动了野工业品下乡冶和
野农产品进城冶遥 该过程内袁各大市场价值创造主体依托各自的野互联网+冶平台优势袁不断下沉
渠道袁完成自身战略布局的同时袁也对整个县域电商的价值链带来极大提升遥

表 1 主要电商主体下乡过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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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得出该过程的核心在于院发挥自身市场主体作用袁适当与其他价值创造主体合作袁打
通线上与线下的通道袁占据庞大的用户数据并着力在县域内构建野县要村冶两级野互联网+冶电
商生态服务系统遥

渊三冤垂直自建过程
据叶2014要2015年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曳[24]显示袁2014年度袁我国各类涉农电商

达到 3.1万家袁其中涉农交易类电商规模有近 4000家遥 分析可以得出袁除去几大电商行业野巨
头冶袁剩下发展迅速的多以互联网化后的涉农企业袁如中粮渊搭建野我买网冶平台冤尧中兴农谷渊搭
建野绿净农场冶平台冤尧顺丰渊搭建野顺丰优选冶平台冤等遥 借助野互联网+冶袁这类涉农企业正探索垂
直自建形式加速推动实力雄厚的企业转型升级袁以获得更大的价值成长空间遥 垂直自建过程
主要专注县域内优势农产品细分品类袁深度挖掘细分产业的线上特色空间袁通过满足某一类
或少数用户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袁体现其市场价值遥

表 2 涉农主体垂直自建形式的 SWOT分析

渊四冤平台依附过程
在野互联网+冶尧野大众创业尧万众创新冶发展环境中袁政府往往发挥主导作用袁各大电商平台

承载着县域电商快速发展的较大希望袁 而忽略了县域电商价值链中另一重要的价值创造主
体遥 这类主体包括涉农个体户尧创业群体渊农民尧大学生冤等袁其本身实力较弱袁无力独立完成电
商平台运营袁但可以依靠自己掌握的知识尧信息及农产品资源袁通过与各大电商缔结契约渊合
同冤袁依附于各大电商平台袁在创造价值的同时袁实现自身的价值遥

图 2 平台依附运作过程模型

按照价值链理论袁统一的平台内的各主体能够对社会资源合理利用并再分配袁有效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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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遥 在该过程内袁依据完善的产业标准和平台规则袁涉农个体户和创业群体等因依附电
商平台而共生尧共存袁因相互需求的不断匹配及满足达到适当的共赢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尧小
生态内也实现与其他价值创造主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帕累托改进遥

五尧价值共创的野大生态系统冶的实现

渊一冤运作机理模型设计
根据上述市场内各主要价值创造主体机理运作过程袁基于价值共创理论核心袁笔者构建

出野互联网+冶下县域电商价值共创野大生态系统冶的运作机理模型遥 如图 3所示院

图 3 野互联网+冶下县域电商价值共创的野大生态系统冶运作机理模型

1.运作模式
野互联网+冶下县域电商价值共创的野大生态系统冶以价值共创为核心理论袁结合系统协同

学理论下各生态子系统协同有序演化的自组织理论[25]袁将遵循自组织生态化运作模式遥在协同
竞合的市场环境中袁不同的价值创造主体渊政府部门尧电商平台企业尧涉农企业尧涉农个体户和
电商创业群体等冤依据县域电商复合野大生态系统冶外部资源投入袁完成生态系统内部的所有
小生态子系统的价值要素自组织协同平台化共创过程袁实现野小生态系统冶部分与野大生态系
统冶整体的有序统一遥 在该自组织生态化模式良性循环运作下袁每个价值创造主体虽然拥有各
自的生态系统袁但各自拥有的生态系统又自演化为县域电商野大生态系统冶的内生野小生态子
系统冶袁且各县域电商各生态子系统之间不再是孤立的袁都是基于链接和互动关系的有序演化
过程中重要节点和创新要素遥

2.运作内容
根据县域电商价值共创的野大生态系统冶内涵概念表述袁可清楚认识到院野互联网+冶下各价

值创造主体之间互动活动越多其价值认同也将越多袁显而易见袁他们之间的链接数量也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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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袁那么其价值共创的链接接口也将越多袁推动价值共创野大生态系统冶得以比较顺利运作遥
从图 3可以看出院价值共创下袁主要运作内容包括院价值共创链接活动袁县域电商价值创造主体
间互动活动袁消费者参与的价值诉求活动和生态系统保障活动遥

在价值共识和不断完善的契约保障系统下袁首先袁各主要价值创造主体主要通过跨界融
合尧解构重构尧资源互补和协同创新活动形成稳定的平台化运作网络袁由内向外促进共识价值
不断共享及推广遥 其次袁任何价值活动都离不开消费者的参与遥 上述活动运作过程中袁消费者
主要参与共同研发尧服务创新等价值诉求活动遥 这些活动能有效增强共创体验袁进而保证价值
共创的效率和效果遥 再次袁我们强调整个生态系统中政府部门的主导性不在于凸显其市场化
作用袁主要在于突出政府部门可以在宏观角度把握好价值共创的社会化运作袁能够最大限度
地保障和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袁也符合我国当前阶段的中国特色基本国情遥 最后袁与生态
系统保障活动相对的袁随着县域电商野大生态系统冶逐渐形成袁县域电商生态系统内尧外部参与
主体将不断增加袁参与机制也将更加灵活多样且充满不确定性袁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县域电商
价值共创生态系统的张力和开放性遥 与此同时袁也可发现袁随着生态系统内尧外部不断良性循
环袁县域电商野大生态系统冶的稳定性尧有序性尧创新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遥

3.运作目标
从发展趋势看袁我国县域电商发展是具有全国一盘棋的宏观性特征遥 由于着眼于野大生态

系统冶建设袁因而能够最大程度优化资源配置袁全面调动市场价值要素袁最终达到时空或者功能
上的动态有序平衡状态遥 基于发展生命周期袁其运作目标也可划分为不同时期阶段性分目标院
促进价值主体内部野小生态系统冶价值共识曰构建高效价值共享体系曰达成野大生态系统冶价值共
享联盟曰推动共生尧共赢性县域电商野大生态系统冶价值共创评价工作袁保障系统良性循环运作遥

渊二冤生态系统实现路径
基于县域电商价值共创概念内涵及上述价值共创运作模型分析袁笔者构建了我国县域电

商价值共创的野大生态系统冶实现路径遥 具体路径如图 4所示遥

图 4 县域电商价值共创野大生态系统冶实现路径

县域电商价值共创的野大生态系统冶立足于野互联网+冶技术和各电商参与者的野互联网+冶
思维袁每个县域电商参与主体依托自身的野小生态系统冶彼此之间通过互动活动和链式关系驱
动各参与主体逐渐达成价值共识曰继而推动县域电商野大生态系统冶雏形形成袁创建野大生态系
统冶内部价值共享联盟袁在联盟中实现交互式资源配置尧竞合式良性循环和协同式创新发展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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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袁经过各价值创造主体间的长期互动尧磨合及调整渊或变革冤活动袁保障野大生态系统冶内尧外
部的价值共创活动顺利开展袁完善县域电商价值共创生态系统和实现共赢的全局性目标遥

六尧结 语

众所周知袁随着野互联网+冶时代的全面到来袁我国县域经济逐渐成为互联网经济的焦点袁
而单纯的电商服务模式已然很难改造县域经济袁进而培育县域经济体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遥 因
而袁我们当前关心的重点不再是局限于县域电商价值创造主体各自的野小生态系统冶内的电商
服务模式创新袁而是怎样在野互联网+冶下趋于完全竞争化的环境中探讨怎样更好推动全面尧动
态复杂的电商服务创新曰同时笔者认为袁未来的县域电商服务创新也将基于野大生态系统冶下的
价值共创化拓展遥

本文以价值共创理论为核心源动力袁构建了县域电商价值共创野大生态系统冶机理运作模
型袁并以协同学理论为补充袁从运作模式尧运作内容和运作目标角度分析了该电商生态系统的
运作机理遥 本研究的核心在于袁由点及面阐述县域电商共创全局性的野大生态系统冶形成和实
现路径袁促进我国县域电商各参与主体实现价值共识尧共享尧共生和共赢遥 未来袁希望进一步从
微观角度探索县域电商野大生态系统冶内尧外部的机理要素耦合尧共创模式的鲁棒性等问题袁并
需要野互联网+冶下县域电商发展的大样本实证分析对其理论加以论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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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野Big Eco-system冶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County E-Commerce

要要要Based on the theory of value co-creation
YANG Shilo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野Internet+冶, the complicated e-business mode

innovation and terminal application is push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e-commerce in China. "Internet
+", however, also is propelling e-commerce towards a fully competitive market. The county small eco-system
of the market main body gradually feel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Internet +" disruptive development.
The existing related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rther analysis found although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e -
commerce ecosystem continues to advance, county e -commerce ecosystem research of the industry and
academia is still relatively scarce, which formed shackles to the county e -commerce service innovation.
Meanwhi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cological system, the time value of values creation theory will glow.
Based on a new perspective of value co-creation theory, the full county business development situation can be
revealed more effectively. Research on "Big Ecosystem" of county e -commence can be mainl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connotation of county e -commerce and new characteristic of "Internet plus";
second, analyzing the value creation main body爷s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county e-commerce in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thirdly, the mode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unty e -commerce "big ecosystem"
mechanism. Finally, through elaborating the county e-commerce "big eco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value co -creation, a certain decision -making basis is provided to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each
competition main body in the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nty e-commerce service innovation in China
can be promoted.

Key words: "Internet + "; the county e-commerce; value co-creation; ecosystem; op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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