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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几年ꎬ“生态”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发布战略的代名词ꎬ互联网打破了传统企业之间价值链的壁垒ꎬ
消灭了信息不对称ꎬ彻底改变了过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ꎬ使企业和企业之间由过去的零和博弈竞争思

维进化到共好共生的生态思维ꎮ与传统实体经济不同ꎬ在人、货、场三者之间关系的构建方面ꎬ电子商务打

破了“人到货”的零售路径ꎬ开启了“货到人”的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发展形态ꎬ这个商业生态不是存在于

哪个城市的地域空间ꎬ而是存在于消费者的记忆空间ꎮ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ꎬ集成

了众多商家、消费者以及相关服务商而形成的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唐红涛和张俊英ꎬ２０１４) [１]ꎮ互联网商

业生态系统已经颠覆了传统商圈的空间地理区域限制ꎬ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拓展到整个虚拟空间ꎬ从
而在规模和业态上都极大拓展了商业空间发展格局ꎮ更加重要的是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不像传统商圈一

样仅仅局限于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ꎬ而是拓展整合了商贸流通各个环节ꎬ从金融支付、商贸信息、物流体系

等方面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生态闭环ꎮ众多企业在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不断演化升级ꎬ推动互联网商

业生态结构不断成熟ꎬ形成了电子商务中的“小前端、大平台、富生态”的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生态格局ꎮ
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 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３) [２] 提出ꎬ第一次将生态学观点应用于互联网市场的

企业竞争中ꎮ所谓商业生态系统ꎬ指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ꎬ该经济联合体囊括大

量的参与者ꎬ并且每个参与者必须依靠其他的参与者才能实现自己的生存ꎮ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打破了传统

企业之间“单赢”的竞争观念ꎬ强调企业的经营大环境是一个联系紧密、互为依赖的共生系统ꎬ企业需要在

这个环境中与其他企业共同发展(胡岗岚等ꎬ２００９) [３]ꎮ商业生态系统概念产生的灵感来自自然界ꎮ商业生

态系统模拟了自然界中的生态系统———物种相互依存ꎬ适应环境的变化ꎬ并共同进化ꎮ但是商业生态系统

中各成员并不是吃与被吃的关系ꎬ而是价值或利益交换的关系(赵湘莲和陈桂英ꎬ２００７) [４]ꎮ姜奇平等

(２０１３) [５]将电子商务总结成“小前端、大平台、富生态”的新结构ꎬ为保持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生态多样

性ꎬ应鼓励发展以租为中心的分享型经济ꎬ使生态型商业破解“搭便车”难题ꎮ王香芬(２０１６) [６]则是认为与

现实环境类似ꎬ互联网商业生态中存在着严重的蚕食现象ꎬ着重分析了互联网商业生态中优胜劣汰的竞争

法则ꎮ
计算机模拟仿真是研究复杂系统非常有效的方法ꎬ在难以用模型进行求解的情况下ꎬ借助计算机进行

模拟仿真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ꎮＡｌｂｅｒｔ 和 Ａｗｅｌ(１９９６) [７]、Ｓｈｉｈ 等(２００３) [８] 率先将计算机仿真方法应用到

了经济管理领域ꎮ例如ꎬ卞佳(２００８) [９]、郭洪海等(２００９) [１０]、李季和李刚(２０１１) [１１] 将计算机仿真技术应

用到了电子商务信任系统中ꎬ着重探究电子商务信任的影响因素ꎻ部分学者将仿真应用到电子商务供应链

管理的研究中ꎬ如周庆和甘仞初(２００２) [１２]、赵亮等(２０１２) [１３]、唐秋生(２０１１) [１４]ꎮ此外ꎬ陈旭(２００４) [１５]、雷
莉霞和周美玲(２０１０) [１６]、甘早斌等(２００７) [１７]、卢武昌和胡山立(２００５) [１８]通过构建仿真模型ꎬ对电子商务

协商机制进行了仿真实验ꎻ还有部分学者利用仿真工具对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进行了分析ꎬ孙浩和薛霄

(２０１６) [１９]、朱建刚(２０１２) [２０]对复杂生态系统的建模和仿真进行了探讨ꎻ张晶(２０１２) [２１] 对产业生态系统

进行了评价及仿真ꎻ欧忠辉等(２０１７) [２２]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共生演化进行了仿真模拟ꎻ宋燕飞等(２０１６) [２３]

对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进行了仿真研究ꎻ黄丽娟等(２０１７) [２４]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研究了

农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构建ꎮ但是总的来说ꎬ计算机仿真方法在管理学中的应用较为普遍ꎬ将计算机仿

真与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相结合的经济学研究较少ꎮ相信随着仿真方法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ꎬ运用仿真模

拟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生态演化是学者们的较好选择ꎮ
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作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典型的商业生态系统的表现形态ꎬ其内部生态

结构以及演化过程目前尚未展开深入研究ꎮ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黑盒”进行解析ꎬ发现互联网商业生态

系统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ꎬ并通过计算机仿真方法对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进行模拟ꎮ这对于促

进形成良好的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ꎬ推动电子商务领域的健康发展都是极为有益的ꎮ

６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９ 年



二、 互联网商业生态结构演化的一般路径

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生态平台ꎬ聚集了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商家、消费者、物流企业、金
融机构、广告公司、培训机构等主体ꎻ每个主体都是使该生态系统中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物流得以实现

的重要参与者ꎬ随着平台中各种资源的聚集ꎬ他们自身会随着时间的变迁不断成长壮大ꎮ同时ꎬ处于互联网

商业生态系统之中的各个主体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ꎬ作为各种产业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ꎬ各主体

之间往往同生共荣ꎬ这种内生成长动力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内生动力ꎮ借
鉴 Ｍｏｏｒｅ 的生态学理论ꎬ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基于动态视角的互联网商业生态结构演化的概念模型ꎬ从抽象

意义层面看ꎬ将互联网商业生态结构的演进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成长期、繁殖期、分化期(见图

１)ꎮ同时ꎬ为了精确地区分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各个经济主体的属性ꎬ我们定义了互联网商业生态结构演

化系统的变量ꎬ见表１ꎮ

表１　 互联网商业生态结构变量表

变量 主体 功能 关系

Ａ 电子商务平台 聚合资源与协调分配 所有主体的载体

Ｂ 商家 网络交易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
与平台 Ａ、专业服务商 Ｄ、增
值服务商 Ｅ 有关联

Ｃ 消费者 网络交易产品或服务的接受者
与平台 Ａ、专业服务商 Ｄ、专
业服务商系统 Ｄ′有关联

Ｄ 专业服务商
为网络交易(包括消费者和商家)提供必要的专业服务ꎬ
包括金融机构、物流公司等

与平台 Ａ、商家 Ｂ、消费者 Ｃ
都有关联

Ｅ 增值服务商

为网络交易(主要是商家)提供增值的专业服务ꎬ包括技

术外包商、广告服务商、培训机构、认证机构、教育机构、
政府机构等

与平台 Ａ、商家 Ｂ 都有关联

Ａ１、Ａ２
平台 Ａ 分裂的各

个子平台

当平台 Ａ 规模超越临界值ꎬ为了更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平

台ꎬ分裂为各个子平台有利于整个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

发展

Ｄ′ 新的专业服务商 同 Ｄ
基于自身发展形成新的互联

网商业生态系统

Ｅ′ 新的增值服务商 同 Ｅ
基于自身发展形成新的互联

网商业生态系统

从表１的描述中可以看出ꎬ各主体本身在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中都有明确的功能与定位ꎬ任何主体的

存在和出现都不是多余的ꎬ只是不同主体的出现可能存在先后ꎮ有些主体是当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成长到

一定规模才逐渐产生的ꎬ这种现象在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实践过程中很常见ꎬ比如专为网店拍摄宣传片的

模特、网店装修师等等新兴行业和职业的出现ꎬ正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ꎮ
为了更好地描述各个经济主体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特征与演化过程ꎬ我们构建了图１的

概念模型ꎬ对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以及成长路径进行描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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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互联网商业生态结构演进示意图

(一) 第Ⅰ阶段:萌芽期

该阶段一般指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初创和形成期ꎬ严格意义上的商业生态系统在这一阶段还未形

成ꎬ通常只有平台、商家、消费者存在ꎮ一般而言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中ꎬ最先出现的应该是平

台ꎬ平台的搭建是整个电子商务系统的核心ꎬ正如传统商圈形成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自发形成的集市ꎬ其
作用类似于生态体系中的土壤ꎬ商家与消费者依附在平台之上ꎬ三者构成相互平衡、互利共生的系统ꎮ但在

这一阶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较弱ꎬ因为缺乏规模效应ꎬ平台本身的网络外部性并没有显现ꎬ从而使

得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各主体之间的交易效率没有显著性提高ꎮ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渠道ꎬ为吸引更多

的交易主体进入系统中ꎬ平台在这一时期通常采取免费定价策略ꎮ因此对于商家和消费者来说加入平台的

边际收益虽不稳定但边际成本极低ꎬ也就愿意往平台上聚集ꎬ这便构成平台萌芽期成长的基本动力ꎮ我们

将这一阶段称为萌芽期ꎻ例如蜜芽宝贝等具有特色经营理念的团购商城正在经历这个阶段ꎮ
在这一阶段ꎬ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在初始的互动过程开始了自身的演化路径ꎬ其中平台的演化主要体

现为两点:一方面是规模不断扩大ꎬ另一方面是结构不断复杂化ꎮ其演化路径主要受到商家和消费者的影

响ꎬ由于此时网络规模小ꎬ未突破临界容量ꎬ网络外部性尚未产生ꎮ商家的演化主要受到平台和消费者的双

重影响ꎬ在生态系统成长初期ꎬ消费者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断增长的外生变量ꎬ甚至可以简化为平台和商家

吸引力的线性函数ꎮ因此ꎬ可以构造出如下的三者的演化路径ꎮ
Ａ１ ＝ Ｆ１ Ｂ１ꎬＣ１( )

Ｂ１ ＝ Ｇ１ Ａ１ꎬＣ１( )

Ｃ１ ＝ α１Ｈ１ Ａ１ꎬＢ１( )

其中ꎬ下标１表示为第一阶段的演化规律ꎬＦ、Ｇ 表示演化的函数形式ꎬ在后面仿真的设计中我们简单地

将其处理为线性关系ꎬ主要是考虑到在萌芽期三者关系比较直接简单ꎮＨ 则可以定义为由平台和商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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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吸引力指数ꎬ值越大吸引的消费者数量就越大ꎮ

(二) 第Ⅱ阶段:成长期

作为双边市场的平台为聚集更多的交易主体会不断完善平台的功能ꎬ以改善交易体验、降低交易成

本ꎬ比如将支付、物流等服务整合到平台上来ꎬ形成完整的交易闭环ꎮ作为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ꎬ不论是支付还是配送ꎬ都直接影响交易效率和交易体验ꎬ因此需要高效率的专业机构来提供服务ꎮ由
此ꎬ专业服务商和增值服务提供商便出现了ꎮ通常ꎬ在平台发展初期ꎬ此类专业服务多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提

供ꎬ也就是图１中所示的 Ｄ 和 Ｅꎮ在这一阶段中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从初始的平台、商家、消费者ꎬ发展到

最后的包含专业服务商和增值服务商在内的完整的生态系统ꎮ平台、专业服务商、增值服务提供商为商家

和消费者提供服务ꎬ并依托平台成长ꎻ同时他们又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ꎬ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相互依存ꎮ这
个生态系统内部的利益链关系不断完善、日趋复杂ꎬ我们称这一阶段为成长期ꎮ随着商家进驻的数量以及

消费者人数的增多ꎬ平台不断壮大ꎬ平台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就有可能将此类专业服务内部化ꎬ进而增强

平台自身的垄断地位ꎮ例如ꎬ京东自营物流、阿里的支付宝的案例ꎮ
在这一阶段ꎬ平台、商家和消费者的演化过程开始出现了几个新的本质特点:一是由于网络规模不断

扩大ꎬ开始突破临界容量ꎬ网络外部性开始在平台演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ꎻ二是当商家规模和消费者

规模达到了临界值时ꎬ由于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和分工深化的需要ꎬ开始出现增值服务商和专业服务商ꎮ
因此ꎬ此时演化路径可以刻画为:

Ａ２ｔ ＝ Ｆ２ Ｂ２ｔꎬＣ２ｔꎬＡ２ ｔ － １( )( )

下标２表示第二阶段演化规律ꎬ当 Ｃ ｔ≥Ｃꎬ此时出现专业服务商 Ｄꎬ消费者作为外生变量将会受到平

台、商家和增值服务商共同带来的吸引力影响ꎮ
Ｃ２ ＝ α２Ｈ２ Ａ２ꎬＢ２ꎬＤ２( )

当 Ｂ ｔ≥Ｂꎬ此时出现增值服务商 Ｅꎬ同时商家的演化路径也会受到平台、消费者、专业服务商和增值服

务商的共同影响ꎮ
Ｂ２ ＝ Ｇ２ Ａ２ꎬＣ２ꎬＤ２ꎬＥ２( )

(三) 第Ⅲ阶段:繁殖期

随着平台聚集的资源越来越多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各个主体规模不断扩大ꎬ平台自身的规模和容

量必须与生态系统内部各主体之间的成长相适应ꎬ否则该商业生态系统便会失去平衡ꎮ因此ꎬ当平台规模

扩张到一定阶段便开始了自我繁殖ꎬ以保持整个系统平衡ꎮ当然这种繁殖不是简单的复制ꎬ通常是基于相

同的架构和原理通过不同的包装推出新的子平台或频道ꎮ这些子平台或频道归属于原母平台ꎬ主要起到为

母平台分流或引流的作用ꎮ相比于第Ⅱ阶段ꎬ这一阶段中平台开始通过分裂进化进行扩容ꎬ但其在整个生

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未发生改变ꎬ平台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未发生本质变化ꎬ我们将这一阶段称

为繁殖期ꎮ
在这一阶段ꎬ商家和消费者的演化规律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ꎬ主要变化出现在平台规模ꎮ随着平台

规模不断扩大ꎬ平台聚集商家和消费者越来越多ꎬ产生网络外部性越来越大ꎬ但接踵而来的也会导致平台

管理成本的不断上升ꎬ当平台规模达到临界点时ꎬ会分化出现新的平台ꎬ每个新平台各自演化且会产生强

烈的关联效应ꎮ
当 Ａｔ≥Ａ时ꎬ原有平台分裂为许多新平台ꎮ

Ａ ＝ Ａ１ ＋ Ａ２ ＋ Ａ３ ＋ ＋ Ａｎ

(四) 第Ⅳ阶段:分化期

当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各个主体都发展壮大到相当规模ꎬ会发生自我演化甚至是外溢的现象ꎮ我
们将这一阶段称为分化期ꎮ即本身为平台、商家和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提供商ꎬ由于自

身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也掌握交易过程中的关键数据ꎬ使其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ꎮ他们不再像以往一

样单方面依附于平台ꎬ已经成长为独立的入口ꎮ在这一点上ꎬ支付宝便是最好的例证ꎮ经过十余年的发展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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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宝从最初的植根于淘宝网购平台的单一支付工具ꎬ发展成了独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ꎬ其业务也拓展到阿里

系以外的众多视频网站、游戏网站、旅游网站、票务网站、公共性事业缴费以及其他同业竞争的 Ｂ２Ｃ 平台ꎮ此
外ꎬ顺丰优选、嘿客的出现也正是顺丰速运集团整合渠道资源ꎬ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而开辟新平台的体现ꎮ

在这一阶段ꎬ每个新的子平台以及新的商家、消费者、专业服务商和增值服务商都按照类似前面三个

阶段的演化路径进行再进一步地深入演化ꎮ

三、 互联网商业生态结构演化的作用机理和动力机制

正如自然界生态系统中的繁衍是为了保持物种的延续一样ꎬ在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中各主体规模的

扩大是为了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ꎮ但这种规模的扩大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ꎬ即互联网商

业生态系统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ꎬ我们称之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ꎮ

(一) 内生动力

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发展的内生动力根源于网络的外部性ꎮ作为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最

先诞生的主体———平台(图１中的 Ａ)ꎬ其本身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平台的活跃用户数量ꎮ因此ꎬ在平台诞生

的初期千方百计扩大用户规模是其价值增值的基础ꎮ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众多电商平台争相烧钱争取用

户(商家、消费者)的根源所在ꎮ当平台的用户规模突破一定的临界值ꎬ聚集于平台上的用户会因为资源的

高度集聚而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ꎬ提高交易效率ꎬ因此会自动开始吸引更多的用户向平台聚集ꎬ使得平台

本身的规模和价值不断提高ꎬ平台得到不断成长ꎮ与此同时ꎬ随着向平台聚集的用户数量越来越多ꎬ平台的

交易能力、服务功能以及处理速度也必须随用户的增长而提高ꎻ而作为平台本身ꎬ其容量也是有限的ꎬ比如

页面数量和页面容量ꎬ这样就内生要求平台本身进行扩容ꎬ以防止交易效率的损失ꎮ因此ꎬ在整个互联网商

业生态系统中ꎬ平台本身最先开始自我繁殖与自我进化ꎬ以维持其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ꎮ此外ꎬ平台在成长

过程中为不断提升交易效率和改善用户体验ꎬ将在平台内部整合更多专业化功能(图１中的 Ｄ、Ｅ)ꎮ专业化

服务、增值服务与平台和用户之间的协同效应会随着平台规模和功能的完善不断显现ꎬ从而促进平台的进

一步成长ꎬ也使得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生态体系进一步完善ꎮ

(二) 外生动力

所谓外生动力ꎬ主要指来自外部环境的力量ꎮ虚拟交易平台相较于其他市场形态ꎬ信息不对称程度极

大弱化ꎬ交易成本大幅降低ꎬ交易效率大大提高ꎮ交易效率的差别会使得用户从低效率系统进入高效率系

统ꎬ因此ꎬ高效率的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可以从传统市场甚至其他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获得发展的动力ꎮ
但这种高效率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ꎬ随着平台上聚集的用户数量超过边界值ꎬ平台的交易效率将会大幅降

低ꎬ成本将快速增加ꎮ此时ꎬ平台上的用户黏性会下降ꎬ开始脱离平台分流到其他平台ꎮ而专业服务提供商

与增值服务提供商ꎬ由于自身的不断壮大也开始逐渐摆脱对原有平台的依附ꎬ建立新的独立的平台ꎮ只要

新平台的交易效率不低于原有平台ꎬ用户便会被分流ꎮ从整个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看ꎬ多个独立完整的新

的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开始形成ꎮ
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演变对于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有着深刻影响ꎬ既影响着互联

网商业生态结构的成长速度ꎬ也影响着互联网商业生态结构的演变方向ꎮ可以根据互联网中各个主体的演

化路径分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具体作用机理ꎬ见图２ꎮ
第一阶段:即互联生态系统演化初级阶段ꎮ电子商务平台中用户和商铺产生ꎬ但规模较小ꎬ还不足以衍

生出专业服务商和增值服务商ꎻ同时ꎬ用户和商铺以一定速度不断增长(可能呈指数型增长也可能呈线性

增长ꎬ图２中均以线性函数表示各元素的增长趋势)ꎮ
第二阶段:即互联网生态系统演化中级阶段ꎮ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和商铺网络推广的卓有成效等ꎬ

平台不断扩大知名度ꎬ商铺逐渐积累口碑ꎬ平台中用户和商铺均以快于初始阶段的速度增加ꎻ用户和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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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演化三阶段

规模扩大的同时ꎬ互联网市场的需求趋于更专业化和个性化ꎮ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ꎬ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ꎬ
专业服务商与增值服务商应运而生ꎬ且以一定速度迅速发展ꎮ

第三阶段:互联网生态系统演化高级阶段ꎮ用户和商铺规模已经趋于饱和ꎬ增长速度放缓ꎻ平台为了增

加自身竞争力、增加用户体验等多方面因素ꎬ大力发展专业 /增值服务商ꎬ甚至将一部分专业服务商从平台

中独立出来ꎬ做成新的平台ꎬ以提高盈利和竞争力水平ꎬ故而出现图中专业服务商增长曲线较平缓的状态ꎮ

四、 互联网商业生态结构仿真探索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比较复杂ꎬ甚至于现有的理论不能给予完

整的解释ꎮ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既存在消费者、商家、服务商等微观主体之间的竞争演化关系ꎬ也存在

着不同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效应ꎬ正是由于这些竞争演化作用的存在才形成了互联网商业生

态体系ꎮ那么ꎬ如何刻画这种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利用计算机语言进行仿真

模拟ꎬ即构造一个计算机的仿真平台ꎬ通过设定各种变量和参数ꎬ各个主体就能够在网络平台范围内进行

演化ꎬ在这个平台中也能够实现对各种影响因素等的数值模拟ꎮ

(一) 仿真实验设计

现实中的城市空间地理外形是多样的ꎬ因此实体经济中商圈的形状虽然多种多样ꎬ但总可以用某种形

状进行描述ꎮ但与实体经济不同ꎬ在虚拟经济环境下各个经济主体的空间外形没有具体的形状描述ꎬ因此

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对外形轮廓并不敏感ꎬ且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边界性难以明确ꎮ考虑到互联

网商业生态系统的空间演化以及仿真设计的便利性ꎬ同时为降低实验的复杂度ꎬ本文构建了一个“１２０ ×
１２０”的空间栅格代表“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ꎬ系统内部的商家、消费者、平台、增值服务商、专业服务商则

是该“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的元素ꎬ在仿真模型的运行过程中用不同形状的“点”表示ꎬ基于此本文

设计了如下的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ꎮ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以看出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繁殖期、分化期四

个阶段ꎮ为了实现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自发演进的阶段过程ꎬ本文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 ０计算机语言建立了仿真

环境ꎻ为保证仿真实验能体现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演进历程ꎬ实现仿真结果的经济含义和现实价

值ꎬ本文做了如下前提假设ꎮ
第一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资源设定ꎮ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的资源和需求分布不均匀ꎬ资源的分

布状况由变量决定ꎮ系统内部资源和需求是相对应的ꎬ并有着时序性递增的特点ꎬ但是每一个运行周期内

资源总量是有限的ꎬ因此ꎬ虚拟商圈内部的资源能够支撑的商圈主体的增加是有限的ꎮ鉴于供给平衡的考

量ꎬ每个时间周期内元素点的新增数量ꎬ由栅格代表的系统主体的数量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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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点”所代表的不同元素都有一个既定的值ꎬ这个值代表系统发展

的规模阈值上限ꎮ当达到这个阈值上限时ꎬ各个主体开始发生演化———或壮大、或分裂、或分化ꎮ同时ꎬ为了

仿真便利性ꎬ我们利用空间栅格限定了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边界大小ꎮ我们并未考虑到互联网商业生态

系统的市场覆盖范围超出设定的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情况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分析仅限于所

给定的区域内ꎮ
第三ꎬ互联网商业生态中ꎬ平台发展到“一定程度”后ꎬ会“孕育”出新的平台ꎬ甚至生态系统ꎮ如ꎬ京东

平台从最初的单一电商平台发展成为现在的京东金融、京东物流、京东电商平台ꎬ蚂蚁金服、菜鸟物流等则

是阿里巴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ꎮ导致平台“繁殖”的因素有很多ꎬ且受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生因素

和平台类型、平台发展阶段等内部因素影响较大ꎬ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少ꎮ为简化起见ꎬ仿真实验假

定用户数量是决定平台是否演化出子平台(生态)的最主要因素ꎬ即增值服务商、专业服务商的用户达到

一定数量后ꎬ从平台中独立出来ꎬ形成新的生态系统ꎮ
第四ꎬ增值服务商的产生和发展与商户数量密切相关ꎬ专业服务商伴随着用户数量激增而产生ꎮ本质

上ꎬ用户数量深刻地影响商铺数量ꎬ进而决定了专业服务商、增值服务商的诞生发展的演化进程ꎮ考虑到仿

真实验设计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其本质规律ꎬ因此本仿真实验仅以专业服务商和用户为仿真对象ꎬ探测专

业服务商如何自发形成新的平台模式ꎮ为简化起见ꎬ默认平台拥有的用户数量决定了商户数量ꎬ是影响平

台发展演化的唯一关键因素ꎮ仿真实验仅适用平台世界、消费用户和专业服务商ꎮ
第五ꎬ现实电商平台中存在众多类别的专业服务商ꎬ如提供支付方式的服务商、提供物流支撑的服务

商、提供商铺店面装修的服务商、为商铺提供数据分析的服务商等ꎬ因其产生、发展和裂变的本质相同ꎬ本
仿真实验中的所有专业服务商仅代表某一类ꎮ

第六ꎬ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用户以商圈为中心聚集ꎬ电子商务中用户分散在不同区域ꎮ实验中假定用户

聚集在平台周围ꎬ从形式上表明用户的平台归属ꎮ但仿真实验不考虑专业服务商和用户分布、相互位置

关系ꎮ

(二) 仿真步骤

Ｓｔｅｐ１:初始化平台为 Ｆ ＝ ｗｈ 的平面ꎬ①初始化 Ａ 个专业服务商和 Ｃ 个用户ꎻ初始化平台内服务商能

容纳的用户上限为 Ｍꎻ
Ｓｔｅｐ２:按照给定的指数函数形式 ｙ ＝ ｋｘα ＋ ｃ 向平台中增加新的用户ꎬ其中 α 是用户增长指数ꎬ决定了

平台用户增加的速度ꎮ该指数和平台类别、推广力度、时间阶段等密切相关ꎻ
Ｓｔｅｐ３:根据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Ｗｈｅｅｌｅｒ 原则②为专业服务商分配用户ꎻ
Ｓｔｅｐ４:检查每个专业服务商获取的用户数量ꎻ
Ｓｔｅｐ５:遍历每个专业服务商ꎮ如果其用户数量超出 Ｍꎬ③则从平台中独立出来ꎬ成为专业服务商平台

ＦＺꎻ④否则返回到步骤２ꎮ
Ｓｔｅｐ６:Ｆ 平台中的其他专业服务商消亡ꎬ对应的用户转到 ＦＺ 中ꎻＦＺ 平台的用户上限扩张至Ｍ∗. (Ｍ∗>Ｍ)ꎮ

(三) 仿真结果分析

１. 平台的初级演化阶段ꎮ简洁起见ꎬ仿真仅仅考虑了某类专业服务商和用户ꎮ初期随着用户资源的不

断增加ꎬ平台为了提高对用户和商铺的服务能力、完善平台生态而成立专业服务商(增值服务商的本质一

样)ꎬ为商户提供店面设计、运营信息管理与分析、物流、支付等专业化服务ꎮ仿真环境自发生成了３个专业服

务商ꎬ即图３中的矩形框ꎮ电商平台成立之后ꎬ通过各种途径让平台拥有最初的用户ꎬ如图３－ａ 所示ꎮ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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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演化过程中ꎬ导致平台剥离专业服务商、增值服务商的因素有很多ꎬ本仿真以最本质的用户数量作为指标ꎮ
这是俄罗斯轮盘赌的分配方式ꎬ基本机理是在前期规模较大的商家在下期将有较大概率获得用户ꎬ这样既保证了网

络外部性发挥效用ꎬ也允许系统产生一定的随机性ꎮ
仿真以用户数量作为平台剥离服务商的指标ꎬ但学术界对具体的阈值没有结论ꎮ
服务商平台会延续其母平台的发展轨迹ꎬ当用户数量达到上限时ꎬ会出现演化出新的平台ꎬ或者有新的竞争对手进入ꎮ



的用户规模加速了平台生长ꎬ也给平台运营带来巨大的压力ꎬ需要专业服务提升平台的服务能力ꎬ于是平台

内部设立或引入外部服务资源ꎬ提高自身服务能力上限ꎮ此时ꎬ专业服务商的出现成为必然ꎬ如图３－ｂ 所示ꎮ

图３　 初级演化阶段

２. 中级演化阶段ꎮ随着平台规模的不断扩大ꎬ专业服务商和用户开始形成双向的良性正循环ꎬ用户数

量即将达到上限ꎬ专业服务商也越来越密集ꎬ开始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减现象ꎬ专业服务商获得快速发展ꎬ如
图４所示ꎮ专业服务商拉高了平台容量上限ꎬ提升了平台的服务水平ꎬ为平台吸引了更多的用户ꎮ呈指数形

式增加的用户ꎬ对专业服务商提出更高的要求ꎮ另一方面ꎬ专业服务商之间也因激增的用户产生分化:某个

服务商吸引大量用户ꎬ规模快速扩大ꎬ成为平台中较为突出的专业服务商ꎬ如图４－ａ 中的专业服务商 Ｓꎮ
根据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Ｗｈｅｅｌｅｒ 原则ꎬ某种程度上服务商获取的用户数量与其规模成正比ꎬ于是专业服务商 Ｓ

获得最多的用户数量ꎬ其优势进一步被放大ꎮ另一方面ꎬ海量的用户也吸引了更多的专业服务商进驻平台ꎮ
如图４－ｂ 所示ꎮ

图４　 中级演化阶段

３. 高级演化阶段ꎮ当平台规模达到预期阈值时ꎬ专业服务商从平台中演化出来ꎬ形成新的平台ꎬ其内点

的数量同原平台ꎬ见图５ꎮ为便于表示平台的壮大ꎬ图５－ｂ 将“虚拟世界”放大了一倍ꎮ随着平台发展成熟ꎬ增
加速度放缓ꎬ平台用户数也达到一个不断变化、相对稳定的状态ꎮ专业服务商获取平台“新进”用户的难度

增加ꎬ转而挖掘平台内部“潜力”———通过各种途径ꎬ从竞争对手(平台中的其他服务商)处获取用户ꎮ其结

果是 Ｓ 服务商继续增长ꎬ而其他服务商则逐渐萎缩ꎮ图５－ａ 刻画了专业服务商 Ｓ 扩大自身优势的过程ꎮ
随着平台发展进入稳定时期ꎬ专业服务商之间的差距逐渐放大ꎬ更多的用户选择规模最大的服务商ꎬ

导致 Ｓ 专业服务商成为平台中的“明星”ꎮ用户的迁移、服务商吸引力变化最终演化出５－ｂ 的结果:Ｓ 成为

唯一的服务商ꎮ此后ꎬ为提升服务能力、拓展更大的市场ꎬＳ 整合平台资源后ꎬ开始构建服务自身生态系统ꎬ
成为新的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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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高极演化阶段

五、 互联网商业生态结构动态演化经验分析———阿里巴巴

(一) 阿里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

阿里巴巴集团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上市集团ꎬ其主要业务涵盖了在线交易平台、网上商

城、第三方支付平台、生活服务社区、在线商务管理软件服务平台等ꎬ由阿里系的电子商务服务、蚂蚁金融

服务、菜鸟物流服务、大数据云计算服务、广告服务、跨境贸易服务、前六个电子商务服务以外的互联网服

务在内的七大板块构成ꎬ①吸引了一大批的供应商、批发商、零售商、代理商、消费者这一完整供应链条以

及金融机构、“三通一达”等物流公司、广告服务商等的加入ꎬ各个主体以各种方式存在于阿里这个大平台

之上ꎮ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环环相扣、共同成长ꎬ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ꎬ如图６ꎮ

图６　 阿里巴巴内部生态系统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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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另一种说法为淘宝、一淘、天猫、聚划算、阿里国际业务、阿里小企业业务和阿里云共七个事业群ꎮ



从图６我们可以看到ꎬ在阿里巴巴发展初期ꎬ仅有淘宝平台、商家、消费者的存在ꎬ此时三者之间相互依

存ꎬ共同成长ꎻ随着淘宝经营模式的创新、服务的改进ꎬ进驻的商家和消费者的数量愈来愈多ꎬ平台逐渐壮

大ꎻ进入成长期后ꎬ支付宝、物流等专业服务商逐渐进入阿里巴巴生态系统ꎬ阿里的格局也基本确立ꎻ在进

化期ꎬ阿里妈妈、阿里云计算等广告、科技服务机构进入平台ꎬ阿里巴巴生态系统逐渐完善建成ꎻ随着政策、
经济等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ꎬ阿里巴巴生态系统进入稳定的进化阶段ꎮ

总的说来ꎬ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与虚拟商圈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基本一致ꎮ其中领导种群即

承担资源整合和分配角色的核心电子商务企业为阿里巴巴ꎬ在阿里巴巴生态系统演化后期分裂为多个子

平台———淘宝、天猫、一淘、聚划算等ꎻ关键种群为网络交易或服务的提供者及接受者ꎬ主要包括分布在阿

里巴巴平台周围的消费者、商家等ꎬ在平台的服务之下进行网络交易ꎻ支持种群为承担网络交易或服务帮

助者角色的专业服务商———蚂蚁金服、菜鸟网络、阿里云、来往、飞猪旅行、阿里妈妈等ꎬ这些系统主体的专

业化极大地促进了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的交易效率和服务体验ꎻ寄生种群为存在于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内部

的众多增值服务商ꎬ依赖于系统平台和系统内部其他主体存在ꎬ主要包括广告服务商、培训机构等ꎬ这些机

构分布散而广ꎬ且更新率较高ꎮ

(二) 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发展历程

阿里巴巴成立于１９９９年ꎬ至今只有１５年的时间ꎮ但纵观其发展过程和成长轨迹ꎬ结合企业在业务模式、
经营规模和产业市场等方面的特征ꎬ也体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生命周期ꎬ基本可以确立为初创期、成长期、
繁殖期、进化期四个阶段(见表２)ꎮ

表２　 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的演化

演化路径 时间划分 电商系统演化 部分电商种群

初创期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电商种群 阿里巴巴网站

成长期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电商生态链 阿里巴巴网站、淘宝网、支付宝、阿里妈妈等平台

成熟期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电商生态圈
阿里巴巴网站、淘宝网、支付宝、阿里妈妈、淘宝商城、天猫、聚划算、一
淘网、阿里云、阿里小贷、阿里国际、阿里小企业等平台及业务

进化期 ２０１４－至今 电商生态系统 在现有生态系统下不断更新迭代

１. 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初创期(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ꎮ１９９９年ꎬ以马云为首的１８人创建阿里巴巴集团ꎬ这标志

着阿里巴巴公司初创期的开始ꎮ这一阶段经历了从无到有ꎬ成员规模处于稳步上升阶段ꎬ许多中小企业纷

纷加入阿里ꎬ使得阿里巴巴生态系统有了一定的商家和消费者基础ꎬ并初具规模ꎮ在初创阶段ꎬ阿里巴巴生

态系统的结构组成非常简单ꎬ只有商家、消费者、阿里巴巴平台以及部分必要的专业服务商存在ꎮ在这一阶

段ꎬ生态系统发展尚不完善ꎬ阿里巴巴这一核心平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ꎬ比如ꎬ对入驻平台的传统商家提

供咨询、营销等网络服务来引导激发和吸引客户需求ꎮ随着盈利的开始以及基本电商模式的确立ꎬ阿里巴

巴初创期结束ꎬ开始步入成长期ꎮ
２. 阿里巴巴生态系统成长期(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ꎮ２００３年ꎬ我国互联网发展速度飞快ꎬ中国的网民用户从

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５０万增加到７９５０万ꎬ计算机数量从８９２万台增加到３０８９万台ꎮ①随之ꎬ阿里巴巴生态系统也进入

了爆炸式增长阶段ꎮ
在这一阶段ꎬ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的规模不断扩大ꎬ同时衍生出各种第三方服务商ꎬ系统内部的机能不

断完善ꎬ交易效率不断提高ꎮ这一阶段ꎬ阿里巴巴采取了一系列经营运作活动ꎬ包括:２００３年５月ꎬ阿里巴巴

成立电子商务交易网站———淘宝ꎻ２００５年底ꎬ淘宝网在线商品数量超过１３００万件、网页日浏览量突破９０００
万、注册会员数量突破１３００万ꎬ全年成交额超过８０. ２亿元ꎬ占据国内同类市场７２％的份额ꎻ２００４年７月ꎬ在线

交流工具———阿里旺旺上线ꎬ能够实现交易双方的实时沟通ꎬ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ꎬ降低了交易成本ꎬ
２００５年淘宝交易额由上一年的２３亿元增长到８０亿元ꎻ２００４年１２月ꎬ阿里巴巴生态系统推出第三方支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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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支付宝ꎬ解决了系统内消费者的在线支付问题ꎬ克服了当时信用体系不完备的障碍ꎻ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收

购雅虎中国、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注资口碑网ꎬ加强了阿里巴巴系统内的生活服务功能ꎬ极大便利了系统内部各主

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ꎬ吸引了更多消费者进入系统内部ꎬ系统规模不断壮大ꎻ２００７年１月阿里软件成立、１１
月阿里妈妈上线ꎬ阿里软件为平台内各主体尤其是商家提供了最重要的网络基础设施及软硬件运作平台ꎬ
方便阿里系统内成员进行业务开展及运作等ꎮ阿里妈妈是专门的广告服务商ꎬ主要提供网站广告的发布及

买卖等ꎬ这极大增强了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的软件开发、在线营销功能ꎻ与此同时ꎬ２００８年淘宝商城上线、
２００９年９月推出阿里云、２０１０年３月聚划算上线并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正式成为独立平台ꎬ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又进

入了新的阶段ꎬ开始步入下一阶段ꎮ

注:数据来源: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数据来自中商情报网ꎻ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数据来自阿里官网的淘宝网官网ꎮ

图７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淘宝 ＋天猫年交易额及增长率

图７列出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内淘宝 ＋天猫的年交易额ꎮ从中可以得知ꎬ整体上来看阿里

巴巴生态系统的年交易额呈现增长趋势ꎬ且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经历了一次爆发式增长ꎬ增长率接近４３ꎬ这一年正

是阿里巴巴大力发展的一年ꎬ消费者和商家体会到使用电子商务进行线上交易带来的极大便利ꎻ２００４年后

淘宝 ＋天猫的年交易额增长速度有所下降ꎬ中间偶有小幅波动ꎬ但年交易额依然维持在每年增长的稳定水

平ꎮ总的来看ꎬ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内淘宝 ＋天猫的年交易额经历了爆发式增长ꎬ２００３年交易额

为０. ２３亿元ꎬ２０１１年交易额为６３２１亿元ꎬ增长了近２７４８２倍ꎮ
３. 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繁殖期(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ꎮ这一阶段ꎬ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内成员规模不断扩大直至

突破临界点ꎮ为了保持系统平衡ꎬ系统内部平台出现了自我繁殖现象ꎬ通过自我分裂繁殖进行扩容ꎬ将系统

内部聚集的资源进行分流ꎮ
２０１１年阿里巴巴宣布将淘宝网拆分为一淘网、淘宝商城(后改名为天猫)、淘宝网三个独立平台ꎬ１０

月ꎬ聚划算成为独立平台ꎻ２０１２年７月ꎬ阿里巴巴进行业务调整ꎬ将集团分为淘宝、一淘、天猫、聚划算、阿里

国际业务、阿里小企业业务和阿里云７大事业群ꎻ２０１３年１月ꎬ对集团现有业务架构和组织进行相应调整ꎬ７
大事业群变为２５个事业部ꎻ２０１３年９月ꎬ来往上线ꎻ２０１４年１２月ꎬ天猫国际上线ꎮ

图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淘宝、天猫年交易额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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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ꎬ阿里巴巴生态系统进一步完善ꎬ系统内部各个主体都具有相当规模ꎬ平台、专业服务商、
增值服务商各司其职ꎬ阿里巴巴的发展目标是只提供一个独立的平台ꎬ增加系统的开放性ꎬ生态系统内部

成员能够在平台上自由地交流信息、互动和合作ꎮ
图８列出了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淘宝及天猫各自的年交易额及增长率ꎮ从中可以得知ꎬ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阿里巴巴

生态系统内部淘宝、天猫的年交易额总体来说呈现增长趋势ꎬ但是交易额增长率在２０１３年小幅增长后ꎬ
２０１４年增长率下降ꎮ通过查看阿里巴巴集团发展的主要事件得知ꎬ２０１３年及２０１４年阿里巴巴集团进行了两

项大的调整:成立菜鸟网络和蚂蚁金服ꎮ菜鸟网络和蚂蚁金服是阿里巴巴生态系统内最主要的两个专业服

务商———一个承担物流、一个负责金融ꎻ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是这两项决策的调整期ꎬ因此可能导致了淘宝及天猫

的交易额增长率出现波动ꎬ同时标志着阿里巴巴生态系统进入了繁殖期ꎮ
４. 阿里巴巴生态系统进化期(２０１４年至今)ꎮ２０１４年９月ꎬ阿里巴巴在纽交所的登陆ꎬ标志着阿里巴巴

全球化、开放化、协同化、平台化和数据化的电商运营模式建立ꎬ也预示着其逐渐步入进化期ꎮ
经过繁殖期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的发展ꎬ系统内部的各主体进一步壮大ꎬ这一阶段发生了自我演化甚至

外溢的现象ꎮ这个阶段的阿里巴巴生态系统随着公司的发展不断壮大ꎬ战略方面不再仅仅推出某个平台或

者上线某个网站ꎬ而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注资、收购ꎮ２０１４年ꎬ阿里巴巴投资银泰、恒大、石基信息ꎬ收购

ＵＣ、恒生电子、高德ꎻ２０１５年ꎬ阿里巴巴以２８３亿战略投资苏宁ꎬ成为苏宁第二大股东ꎬ阿里巴巴生态系统正

在不断扩张自己的生态版图ꎮ
自阿里巴巴建立以来ꎬ阿里巴巴生态系统中的互联网平台已非常丰富ꎬ主要包括:１６８８网站(阿里巴

巴 Ｂ２Ｂ 平台)、淘宝网(Ｃ２Ｃ 平台)、天猫商城(Ｂ２Ｃ 平台)、聚划算(团购平台)、支付宝(支付平台)、菜鸟

网络(物流平台)、阿里妈妈(广告平台)、一淘网(搜索平台)、喵街(实体商业互联网 ＋ 平台)、阿里云( ＩＴ
服务平台)、去啊(旅行服务平台)ꎮ

以支付宝①为例ꎬ支付宝最初是依附于淘宝平台存在的第三方支付工具ꎬ之后发展成为面向整个互联

网电子商务网站的开发性支付平台ꎬ业务也拓展到阿里系以外的众多视频网站、旅游网站、公共性缴费以

及其他同业竞争的平台ꎮ经过十余年的发展ꎬ支付宝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以自己为核心平台ꎬ商家、消费者、
第三方服务商(物流、教育、培训等)聚集的生态系统(见图９)ꎮ

图 ９　 支付宝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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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１４年１０月ꎬ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以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名义正式成立ꎬ蚂蚁金服旗下包括:支付宝、支付宝钱

包、芝麻信用、余额宝、招财宝、蚂蚁小贷、蚂蚁金融云、蚂蚁达客等平台ꎮ



(三) 演化路径

２０１１年６月ꎬ淘宝网正式一分为三:淘宝网、一淘网、淘宝商城ꎻ①２０１４年１０月ꎬ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以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名义正式成立ꎬ蚂蚁金服旗下包括:支付宝、支付宝钱包、芝麻信用、余额宝、招财宝、
蚂蚁小贷、蚂蚁金融云、蚂蚁达客等平台ꎮ

图１０　 阿里巴巴生态系统演进图

在阿里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中ꎬ各个经济主体的出现时间与图１互联网商业生态结构演进示意图的演

化过程基本一致ꎬ同样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繁殖期以及分化期ꎮ在萌芽期ꎬ淘宝平台并没有形成规模效

应ꎬ交易效率较低ꎬ为吸引更多商家的进入ꎬ阿里巴巴对商家实施免费的策略ꎬ吸引商家大量聚集ꎻ随着平

台和商家的扩张以及消费者的大量聚集ꎬ为改善交易体验和提高交易效率ꎬ增值服务商和专业服务商等慢

慢随之出现ꎻ进入繁殖期后ꎬ平台的规模会突破一定的临界值ꎬ产生自我分裂ꎬ２０１１年ꎬ阿里巴巴宣布淘宝

网分裂成为淘宝、聚划算、一淘三个部分ꎻ进入分化期后ꎬ专业服务商与增值服务商会突破原有的格局ꎬ建
立以自我为中心的新的平台ꎬ建立新的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ꎮ

六、 结论与展望

本文将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与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相结合ꎬ建立起一个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生态

系统的概念模型ꎬ从理论上深度探索了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生态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ꎬ打开了

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内部“黑盒”ꎬ从中可以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结论ꎮ除了前面论述的互联网商业生态

系统系统演化路径之外ꎬ还可以发现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独特的结构特征:首先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演

化的内生动力本质来源于各个主体自身的网络外部性以及主体之间的交叉网络外部性ꎬ这种外部性会随

着各主体自身规模、主体间关联强弱而不断增强自我繁殖ꎻ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演化的外生动力本质来源

于作为整体在外部环境中产生的网络外部性价值ꎻ其次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演化可以分为萌芽期、成长

期、繁殖期和分化期ꎬ其中这几个时期的界限以及拐点的划分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ꎮ更进一步地说ꎬ互
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是否有边界ꎬ演化是否有临界点ꎬ从理论分析看是必然存在的ꎬ即网络外部性的效应与

其他负面影响的作用形成均衡ꎻ但从现实上看ꎬ由于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中电子信息的不断进步升级ꎬ导
致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交易成本降低幅度和交易效率提升幅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ꎬ因此临界点

往往难以实现ꎮ另外ꎬ平台的分化和新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出现又从结构层面实现了互联网商业生态系

统的演化ꎮ最后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元素是平台ꎬ他关联着所有其他主体ꎬ影响着

其他主体的演化发展过程ꎬ自身也会通过平台分裂实现深层次的演化ꎬ本文利用计算机仿真很好地模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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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研究ꎬ通过不同演化参数的设定、演化环境的仿真在计算机平台上实现了互

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全模拟ꎮ借鉴一些生态学的理论ꎬ我们也可以对一个成熟的互联网商业生态

系统进行定性的评价ꎬ从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强壮性以及互联网商业生

态系统演化的非线性、自组织性等对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进行深度分析和评价ꎮ
本文对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生态结构进行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探索ꎬ从四个演化阶段划分及演

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ꎮ但是研究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生态结构才刚刚开始ꎬ未来研究将更加深

入ꎬ而且可以肯定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首先ꎬ本文仅仅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概念模型ꎬ事实上ꎬ互联网商业

生态系统内部演化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模型进行刻画ꎬ模型的建立需要经济学、管理学、数学甚至计算机

学科的相关知识ꎬ但是一个完整的、普适性的模型架构对于深入研究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有极大助力ꎻ其
次ꎬ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可以通过翔实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ꎬ通过大数据和数据挖掘工具的使

用可以精准地描绘出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演化各个阶段ꎬ并计算出内部和外部因素对互联网商业生态系

统演化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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