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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商务管理在大数据背景下所面临的时代挑战出发，给出了社会化的价值创造、网络化
的企业运作、实时化的市场洞察三个重要研究视角． 同时，描述了社会化网络环境中的行为机
理与社会资本结构、企业网络生态系统及其协同共生机制、大数据环境下的顾客洞察与市场营
销策略、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创新等研究方向，讨论了若干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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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过去的数年中，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生

活等各个领域不断渗透和推陈出新． 在移动计

算、物联网、云计算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的支持下，

社交媒体、协同创造、虚拟服务等新型应用模式持

续拓展着人类创造和利用信息的范围和形式． 全

面基于信息和网络的生产和创新模式，正在将人

类社会带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1］．
新兴信息技术与应用模式的涌现，使得全球

数据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态势［2］． 国

际数据公司 ( IDC ) 的数 字 宇 宙 研 究 报 告 称［3］:

2011 年全 球 被 创 建 和 被 复 制 的 数 据 总 量 超 过

1. 8ZB，且增长趋势遵循新摩尔定律( 全球数据量

大约每两年翻一番) ，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35ZB．
与此同时，数据复杂性也急剧增长，其多样性( 多

源、异构、多模态、不连贯语法或语义等) 、低价值

密度( 大量不相关信息、知识“提纯”难度高) 、实

时性( 数据需实时生成、存储、处理和分析) 等复

杂特征日益显著．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4］．
对于大数据的概念，企业和学术界目前尚未

形成公认的准确定义． 维基百科将大数据定义为

“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

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②; 权威 IT 研究

与顾问咨询公司 Gartner 将大数据定义为“在一个

或多个维度上超出传统信息技术的处理能力的极

端信息管理和处理问题”③;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SF) 则将大数据定义为“由科学仪器、传感设

备、互联网交易、电子邮件、音视频软件、网络点击

流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多元化、复杂、长
期的分布式数据集”④． 尽管存在不同的表述，但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大数据与“海量数据”和“大

规模数据”的概念一脉相承，但其在数据体量、数
据复杂性和产生速度三个方面均大大超出了传统

的数据形态，也超出了现有技术手段的处理能力，

并带来了巨大的产业创新的机遇． 在过去的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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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数据挖掘的应用在营销、销售、人力资源、电
子商务等各个商业领域广泛开展，并取得了引人

注目的成效． 从这种意义上说来，大数据标志着

面向数据的研究和应用已超越了起步阶段，步入

了成熟和深化的新时期．
大数据包含了互联网、医疗设备、视频监控、

移动设备、智能设备、非传统 IT 设备等渠道产生

的海量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并且时时刻刻都

在源源不断地渗入现代企业日常管理和运作的方

方面面． 企业从不断生成的交易数据中获取万亿

字节的有关消费者、供应商和运营管理方面的信

息; 百万台网络传感器被植入手机、智能电表、汽
车以及机械等设备来感应、创造并交换数据; 社会

媒体中数以亿计的网民群体的实时交流与内容分

享也在大数据的指数级增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

用; 网民上传的每一秒高分辨率视频图像，都会产

生超过单页文本存储内容 2 000 倍的字节数据．
大数据作为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 IT 产业又

一次颠覆性的技术变革［5］，必将对现代企业的管

理运作理念、组织业务流程、市场营销决策以及消

费者行为模式等产生巨大影响，使得企业商务管

理决策越来越依赖于数据分析而非经验甚至直

觉［6，7］． 目前，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已经在医疗服

务、零售业、金融业、制造业、物流、电信等行业广

泛展开，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产业空间．
以麦肯锡评估西方产业数据为例，大数据的有效

利用将能使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节省至少 1 000 亿

欧元( 约 1 490 亿美元) 的运作成本; 使美国医疗

保健行业降低 8%的成本( 约每年 3 000 多亿美

元) ; 并 使 得 大 多 数 零 售 商 的 营 业 利 润 率 提 高

60%以上［5］． 据市场调研机构 IDC 预测，大数据

技术与服务市场将从 2010 年的 32 亿美元攀升到

2015 年的 169 亿美元，实现 40%的年增长率( IT
与通信产业增长率的 7 倍) ［3］．

近两年来，国内外知名企业 ( 如 Ebay、Ama-
zon、Wal-Mart、淘宝、中国移动和凡客等) 相继推

出相应的大数据产品和平台，开展了多种深度商

务分析和应用． 例如: 通过分析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数据促进其业务创新和利润增长; 基于机器学

习和数据挖掘方法来管理和优化其库存与供应

链，并量化评估其定价策略与营销效果; 通过市场

分析、竞争分析、客户分析和产品分析以优化经营

决策等． 此外，业界和学界共同组织了一系列以

大数据为核心的主题峰会，共同探索大数据的发

展与创新⑤．
与此同时，从管理学的角度应用大数据技术

以支持商业分析和决策，已经成为商学院教育的

热点方向，这个趋势已经在欧美商学院中相继展

开． 以数据驱动为主导的金融、市场、战略、营销

和运作管理研究和实践指导，将成为未来商学院

重点发展的核心领域．

1 研究现状与视角

2008 年末，三位信息领域资深科学家( 卡内

基梅隆大学的 R． E． Bryant、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校的 R． H． Katz、华盛顿大学的 E． D． Lazows-
ka) 联 合 业 界 组 织“计 算 社 区 联 盟 ( Computing
Community Consortium) ”发表了非常有影响力的

白皮书《大数据计算: 商务、科学和社会领域的革

命性突破》［8］，使得研究者和业界高管意识到大

数据真正重要的是其新用途和带来的新见解，而

非数据本身． 随后，包括 EMC、IBM、惠普、微软在

内的全球知名企业纷纷通过收购大数据相关厂商

来实现技术整合，实施其大数据战略; 国内外咨询

机构也相继发布与大数据相关的研究报告，积极

跟进大数据领域的研发与应用． 2011 年 5 月，

EMC 公司在主题为“云计算相遇大数据”的 EMC
World 2011 大会中阐述了云计算与大数据的理念

和技术趋势⑥． 同年 10 月，Gartner 将大数据列入

2012 年十大战略新兴技术⑦; 11 月，由 CSDN 举办

的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 大数据

在产业界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目前，大数据研究和应用已经成为信息科技

领域中的热点［9 － 11］． 世界各国均高度重视大数据

领域的研究探索，并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出研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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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以应对其带来的挑战． 2012 年 3 月，美国奥巴

马政府投资两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

划”，致力于提高从大型复杂数据集中提取知识

和观点的能力，并服务于能源、健康、金融和信息

技术等领域的高科技企业⑧; 2012 年 4 月，英国、
美国、德国、芬兰和澳大利亚研究者联合推出“世

界大数据周”活动，旨在促使政府制定战略性的

大数据措施⑨; 2012 年 7 月，日本推出“新 ICT 战

略研究计划”，其中重点关注“大数据应用”瑏瑠． 同

时，大数 据 也 已 引 起 学 术 界 的 广 泛 研 究 兴 趣．
2008 年和 2011 年，《Nature》与《Science》杂志分

别出 版 专 刊《Big Data: Science in the Petabyte
Era》瑏瑡和《Dealing with Data》瑏瑢，从互联网技术、互
联网经济学、超级计算、环境科学、生物医药等多

个方面讨论大数据处理和应用专题．
综观国内外大数据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发展现

状可见: 1 ) 大数据相关的研究与应用目前仍然

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

2 ) 基于互联网和社会媒体的企业大数据研究与

应用亟需进一步的深入开展; 3 ) 现有的大数据

研究大多立足于信息科学，侧重于大数据的获

取、存储、处理、挖掘和信息安全等方面，鲜有从

管理学的角度探讨大数据对于现代企业生产管

理和商务运营决策等方面带来的变革与冲击的

研究．
在商务管理领域，随着大数据的日益兴起和

全方位的发展，相关实践和研究均日益呈现出一

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趋势． 图 1 描述了三个突

出视角: 社会化的价值创造，网络化的企业运作，

以及实时化的市场洞察．
首先，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产品的生产和价值

的创造日益走向社会化和公众参与． 随着社会信

息产生与传播方式的变化，企业与消费者间的关

系趋向平等、互动和相互影响． 由互联网用户创

造的信息和数据( user-generated content，UGC) 形

成了互联网海量数据的重要来源． 同时，以往“闭

门造车”的管理模式正在被摒弃，企业通过与网

民群体的密切互动，主动引导网民群体参与其业

务流程管理中的创意、设计、生产、质量保证、市场

推广、销售和客户关系管理的关键环节，并根据网

民群体的互动反馈完成产品优化与创新，实现企

业与网民群体的协同发展． 近年来新兴的“众包”
模式就是企业与网民群体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

并涌现出诸如中搜众包社区、创意功夫网、猪八戒

威客网等众包类网 站． 例 如，加 拿 大 矿 产 公 司

GoldCorp 为解决 RedLake 矿区的矿脉定位问题，

在社会媒体上公开了该矿区 1948 年至今的全部

地质数据，在短短几周内收到大量网民的积极反

馈，并在网民建议的全部 110 个矿点中准确地发

现了 80 多处矿藏．
其次，企业的运作及其生态正在日益地走向

网络化和动态化． 现代企业的生产管理与商务决

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媒体、网民群体、上下

游合作企业以及竞争对手所构成的“网络生态系

统”，并逐渐呈现出纵向整合和横向联合的两种

新发展趋势． 在纵向整合方面，大规模企业群体

以供应链为纽带紧密联系起来，分工协作、互利共

生，从而实现供应链向价值链、进而向网络生态链

的转变; 在横向联合方面，网络化商务模式改变了

企业组织之间的竞争模式，使得地理上异地分布、
组织上平等独立的多个企业，在谈判协商的基础

上能够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形成动态的“虚拟企

业”或“企业联盟”． 这种新型组织形式能够实现

企业资源的优化、动态组合与共享．
第三，企业对市场的理解和洞察需求正在日

益地走向实时化和精准化． 快速积累的海量数据

使企业难以及时洞察出有用的信息来作出营销决

策，但同时也为企业营销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网络条件下，企业能够记录或搜集顾客在各个

渠道( 比如社会化、移动化的媒体与渠道) 、生命

周期各个阶段( 顾客产品感知、品牌参与、产品购

买、购买后的口碑和社会互动) 的行为数据，从而

设计出高度精准、绩效可高度定量化的营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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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12］．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消费者异质

性也在不断增大，这种异质性体现在消费者在购

物、交友、阅读等生活方方面面的兴趣偏好的不

同． 大数据为个性化商业应用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和可持续发展的沃土，基于交叉融合后的可流转性

数据以及全息可见的消费者个体行为与偏好数据，

未来的商业可以精准地根据每一位消费者不同的兴

趣与偏好为他们提供专属性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2 研究方向与课题

面对大数据环境下现代企业运营管理与商务

决策的重大需求，在理论和应用层面开展企业大

数据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把握领域动态，凝练科

学问题，研发关键技术，是学术界当前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 围绕大数据特征和上述三个研究视角，

可以进一步概括出四个研究方向( 见图 1) 和若干

研究课题． 四个研究方向有机关联、相辅相成．
其中，社会化网络环境中的行为机理与社会资本

结构、企业网络生态系统及其协同共生机制、大数

据环境下的顾客洞察与市场营销策略三个方向充

分体现了社会化的价值创造、网络化的企业运作、
以及实时化的市场洞察等三个前瞻性视角的交叉

与融合，而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创新则聚焦于

其余三个方向在商业活动和管理模式中的综合性

作用与影响．

图 1 大数据特征、研究视角与方向

Fig． 1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research perspectives，and directions

2． 1 社会化网络环境中的行为机理与社会资本

结构

大数据和社会网络应用的发展使得当今的网

络环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精准映射并持续记录

人类行为特征的数字世界． 这一数字世界所蕴藏

并不断积累的大量数据已成为深刻理解人在社会

和商务活动中的行为规律的必要依托［13］． 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特别重视社会化网络环境中的行为

机理研究，特别是新型一体化的社会网络中社会

资本结构及其在商务领域中的意义和影响． 这方

面的研究应主要关注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行为机理

识别，用户创造的在线大数据及社会化网络中的

信息传播机理，社交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结构及其

影响等．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行为机理识别的研究应致

力于利用行为分析、商务智能等手段，在社会化网

络环境的海量、多源、动态数据中，以全面、集成的

视角，开展深入的挖掘研究，从而提炼大数据环境

中典型的行为模式，同时准确识别个性化的行为

特征，为商务管理决策与管理学研究提供微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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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论支持． 为此，探索分析具有关联性、互动

性、模糊性、多源性、多样性、动态性、有偏性等复

杂特征的海量信息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及相关的

数据清洗、知识发现与提炼、特征检验等新技术将

具有主要的应用前景，例如面向微博等海量新型

互动关联文本中的数据挖掘和话题识别就很具挑

战性． 可以说，对行为机理识别的研究将有助于

实现建立在对行为规律的理解和对大数据的驾驭

基础上的竞争智能．
用户创造的在线大数据及社会化网络中的信

息传播机理的研究则应关注社交网络等新兴应用

中由普通用户所创造的信息内容( UGC) 以及传

播机理，因为其中就可能蕴涵了市场机会与企业

成败． 现代社会中，用户之间基于互联网的互动、
交流和联系变得十分普遍而频繁，成为新一代电

子商务的最重要特征． 这种互动、交流和联系所

产生的数据和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企业经营

绩 效 以 及 企 业 与 客 户 的 关 系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14］． 这方面的研究以新一代互联网上多重互

动关联的用户创造大数据及社会化网络传播机理

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社会网

络环境下的海量用户创造数据的内涵挖掘问题、
用户创造信息生成与分享机制问题、社交平台上

的信息传播机理、互动用户创造信息对客户及企

业的影响机理问题、如何针对用户创造信息进行

管理干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网络特征和用户身

份、行为模式等因素确定合理的传播管道、不同传

播机制( 如趋同性、社会学习、口碑效应、信息瀑

布等) 效应的相互作用等［15］． 这些理论、技术与

方法的研究将有助于企业深入分析互联网上的客

户创造内容，制订更加适合的商务策略和管理方

法，从而充分利用 UGC 和社会化网络所蕴含的价

值，提高企业竞争力．
社交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结构及其影响的研究

应关注大数据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征及其

所蕴含的商务管理价值．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之间

的关联、互惠性原则和由此产生的信任，以及人们

在社会网络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

源． 社会资本和社交状态的变化情况也反映了网

络对于用户的价值． 这种价值判断会进一步影响

人们对于工作、生活、产品、服务、家庭、朋友等种

种社会元素的认知和感受，进而影响人们在真实

世界和网络世界中的行为［16］． 从这种意义上说

来，社会资本为全面深入地理解大数据环境下的

行为机理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视角． 基

于社会资本视角的行为理论，将有助于在大数据

时代更为有效地开展产品和服务的设计以及精准

的营销活动． 随着新一代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企

业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频繁而紧密起来，

社会网络关系日益呈现出动态性和多重关联性，

不仅消费者借助其他消费者建立的社会网络来优

化购买决策，企业也利用与客户间建立的网络来

促进产品创新，加强供应链管理，提高营销效果．
除了创造者节点间关系的关联性，用户创造信息

本身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关联性． 因此，分析多重关

联网用户创造信息的生产者、使用者以及企业与客

户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探索多重关系下用户创造

信息对企业绩效与用户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不同

来源的用户创造内容对消费者决策影响的竞争效应

等，对管理科学与管理实践都将具有重要价值．
2． 2 企业网络生态系统及其协同共生机制

大数据为现代企业的运营管理模式也带来深

刻变革，使得企业可以整合产业生态链资源，进行

产业模式创新; 可以重塑企业与员工、供应商、客
户、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进行企业管理创新; 可以

整合资源，创新协同价值链，提供新的产品与服

务，打造新的商业模式． 事实上，基于企业大数据

的新型企业管理理念和决策模式正在商务管理实

践中涌现． 现代企业将逐渐摒弃“以产品为中心

( good-dominant logic) ”、注重微观层面的产品、营
销、成本和竞争等要素的传统管理模式; 并转变为

“以服务为中心( service-dominant logic) ”、注重宏

观层面的资源、能力、协同发展、价值创造和产业

链合作等要素的面向“社会媒体—网民群体—企

业群”三位一体、和谐共生的“企业网络生态系统

( enterprise ecosystem) ”的新型管理模式． 因此，

结合社会媒体和网民群体产生的丰富的企业大数

据，研究企业群体的共生 /竞争协同演化，建立可

持续发展的企业网络生态系统，对于企业管理与

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可关注基

于社会化媒体的企业众包与协同发展、基于网络

大数据的企业生态系统建模、企业生态网络中的

协调运作与分配机制等．
基于社会媒体的企业众包与协同发展研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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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度挖掘社会媒体蕴含的集体智慧，为企业提

供创意设计、生产规划、市场推广、策略评估等决

策支持服务． 重点研究企业相关的商务活动参与

者( 网民群体) 的动态识别方法，企业—网民群体

的交互模式与过程协议设计，大规模网民群体的

组织管理方式，面向网民群体的企业任务目标设

计与质量评价方法，企业文化—网民群体的互动

反馈机理等关键问题． 具体可包括: 基于社会媒

体的众包 /协同发展与企业现有业务流程如何实

现无缝衔接与扩展( 过程视角) ; 如何实现企业众

包与协同发展新兴应用的快速开发与部署( 技术

视角) ; 如何设计切实可行的经济激励机制，使得

大规模网民群体能够自发且有组织地参与到企业

的业务流程中来( 经济视角) ; 以及如何构建合理

的质量保证体系，以实现企业众包任务的质量评

估与收益分配( 管理视角) 等．
基于网络大数据的企业生态系统建模则应研

究大数据环境下基于社会媒体的企业生态系统微

观个体建模、行为规律与交互模式及其宏观组织

结构、共生协同演化及其系统稳定性等关键问题，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网络生态链． 具体研究问

题可包括: 企业个体建模及其行为规律的复杂性

分析; 企业个体的微观交互机理; 基于网络大数据

的宏观企业生态系统建模; 企业生态系统的共生 /
竞争协同演化机理及其稳定性分析; 企业生态链

与小生境建模; 基于社会媒体大数据的企业生态

分析; 企业间的共生协同演化机理; 企业生态系统

的宏观复杂性分析等．
企业生态网络中的协调运作与分配机制研究

应主要关注大数据环境下供应链生态网络中各主

体的协调方式和利益分配优化问题． 在供应链运

营中，来自零售终端、售后服务提供商、经销商、运
输商、生产商和供应商等各个环节的数据都将成

为大数据的一部分． 如何通过供应链主体间的协

调运作实现这些数据在市场机遇发现与模式创新

等方面的价值、在传统的基于批发价的契约机制

的基础上供应链主体之间如何实施数据的共享与

协同价值创造、以及如何实现大数据驱动的供应

链协调运作机制等，将是未来学术界和企业界所

关心的焦点问题．
2． 3 大数据环境下的顾客洞察与市场营销策略

大数据环境下的顾客洞察与市场营销策略将

致力于识别大数据环境下顾客和企业的交互行为

特征，揭示大数据在价值链中的价值产生机理，进

而为企业进行全方位的顾客体验管理、增加消费

者福利和企业效益提供策略． 这方面的研究应主

要关注大数据环境下全生命周期消费者行为与企

业舆情研究，商务管理与市场研究的大数据分析

方法，企业市场绩效度量与营销策略设计等．
大数据环境下全生命周期的消费者行为与企

业舆情研究将整合企业内部( 顾客关系管理系统

等) 与外部大数据( 如互联网或第三方机构产生

的顾客及与企业管理运作相关的信息等) ，分析

多渠道、传统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线上线下消费

者行为的联系，研究企业相关网络舆情的实时采

集与分析，为企业提供消费者行为及企业舆情的

实时感知、态势分析、预测预警和管控决策支持．
在保证消费者隐私不受侵犯的情况下，全生命周

期的大数据可以帮助企业构建消费者的完整兴趣

图谱，这些兴趣图谱可以被应用于营销和新媒体

关系定位中［17］． 而网络媒体中蕴含的与企业相

关的信息，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确保企业在线声誉

安全、提高企业管理与决策效率的重大课题． 这

方面的研究应拓展现有的客户关系管理方法和模

型，基于心理学、社会学、营销学和传播学理论，利

用数据挖掘、统计、计量和营销模型等手段，重点

研究顾客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比如售前

产品感知、品牌参与以及售后社会互动) 对产品

的行为与偏好，企业舆情的实时、精准采集与影响

力分析，基于消费者行为与企业网络舆情的社会

态势研判与预警决策，以及消费者行为与企业网

络舆情的主动引导与被动应对方法等关键问题．
商务管理与市场研究的大数据分析方法的研

究应聚焦于基于大数据的商务分析，以实现商务

管理中的实时性决策方法和持续学习能力． 传统

的数据挖掘和商务智能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数据

的分析． 面对大数据的大机遇，企业必须实时地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在加工的基础上辅助企

业进行决策［7，18］． 目前一些领域( 比如航空、电子

商务等) 已经开始应用一些实时性的决策方法，

而大数据时代这种实时决策将更为普遍． 因此，

实时性的大数据分析迫切需要商业统计和营销科

学研究技术和方法论的变革，值得研究的问题包

括: 多源信息( 数字，文本，图像，视频，物联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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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等) 的提取与整合( 其中中文信息的提取和

整合对大数据在中国的应用尤为重要) ; 大数据

驱动的营销创新与策略优化( 例如应用大数据对

销售人员进行任务优化安排，应用大数据对物流

及供应链进行优化，应用大数据对线上线下广告

投入的整合优化等) 、基于大数据的企业持续学

习机制等．
企业市场绩效度量与营销策略设计研究则应

主要关注如何从海量数据中发掘出最有效的企业

市场绩效度量，并与企业传统的市场绩效度量方

法展开比较以确立基于新型数据的度量的优越性

和价值． 大数据时代关于消费者和企业策略的数

据使企业的商务智能新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开发出

各种决策支持系统帮助企业对市场关键业绩指标

( KPI) 进行实时性的监控和预警． 移动性、智能终

端与社会化互联网使企业可以实时获得消费者和

竞争者的市场行为并作出最快的反应． 因此，开

发出实时且尽可能精准的绩效度量方法应用于企

业的市场监控与预测，对企业在快速动态的市场

竞争中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 研究如何在精准性

和实时性之间寻求平衡是大数据环境下企业绩效

度量方法的新课题． 另外，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将

企业的市场数据与会计、财务及资本市场数据结

合起来，确立市场业绩和公司财务绩效的相关性

和因果关系对企业如何最优安排营销投资和策略

具有重大的意义．
2． 4 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模式创新

大数据技术和应用的发展催化了大量的相关

产业，也带来了商业模式创新的机遇． 这方面的

主要研究应关注大数据环境下的产品与服务创

新，大数据环境下商务创新的企业价值与治理结

构，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新兴商业模式研究．
大数据环境下的产品与服务创新的研究应涉

及建立大数据环境下企业产品与服务创新的理论

框架，对大数据驱动的创新产生、最优机制设计、
创新环境影响等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传

统创新活动主要局限在企业内部，而开放性、网络

化的创新方式提供了大量的在产品市场化之前进

行互动设计的可能性［19］． 随着社会化媒体和移

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这将会越来越成为大数据

时代产品创新活动的一个新的典型特征． 这方面

的研究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并结合行业特点研究一

些重点行业中的产品及服务创新，例如金融，保

险，医疗、零售，物流，互联网，电信等具有突出代

表性的典型行业． 大数据时代产品及服务创新

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实时化、个性化的产品

及服务设计． 比如，在西方国家的医疗领域，系

统分析患者的就诊和行为数据已经创造了针对

特定人群的以预防为主的医疗计划． 在零售领

域，电子商务中的实时价格比较服务也为顾客

提供了更大的价格透明性，同时为顾客和企业

创造了价值． 这方面的研究应特别关注如何结

合行业和企业自身的特征以及关于顾客的大数

据识别潜在的个性化服务设计的可能性，如何

借助大数据来设计具有差别化的产品和服务以

满足不同细分市场需求，如何建立合适的运营

系统以有效地提供新型产品和服务，以及如何

制定运营系统中所涉及到的管理决策，以有效

地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匹配．
大数据环境下商务创新的企业价值与治理

结构的研究应侧重于从经济和财务的视角，研

究基于大数据的商务创新对于企业所带来的价

值提升，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治理结构等问题． 尽

管人们一般认为大数据能够为组织带来新的活

力与 价 值，但 其 实 际 效 果 仍 未 得 到 有 效 的 验

证［20，21］． 因此，有必要运用更为严谨的方法，研

究社交网络等新型信息创造模式对于企业的信

息透明度、管理效率、劳动生产率、经营绩效等

方面的影响，建立相关的理论体系以诠释大数

据所实际带来的商业价值，进而深化人们对大

数据潜在影响的理解，并探索建立合适的准则

以评估 大 数 据 作 为 战 略 性 资 源 相 对 于 传 统 的

人、财、物等资源要素的价值． 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还应关注大数据对于创新的支持作用，例如

研究创 新 团 队 的 社 会 网 络 如 何 影 响 创 新 的 成

功，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挖掘而提升领导艺术，

包括发掘杰出人才和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 其

中首先要解决如何度量不同创新团队的社会网

络环境、不同创新的市场特征，以及如何区分不

同创新团队成员的作用和影响． 其次需要解决

社会网络效应的内生性问题、得出网络关系对

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 在解决这些挑战时，新的

研究将需要充分结合社会网络分析、计量经济

模型和传统的营销学和创新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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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新兴商业模式研究则应聚

焦于大数据所推动的新兴产业链． 作为双边市场

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及第三方网络平台拥有供需各

方所有的互动数据，因而掌握了独特的全方位的

市场信息［22］． 这种信息对降低市场中供需双方

的信息不对称、解决市场失效、提高企业利润和消

费者剩余有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为各种基于这

些大数据平台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机会． 这些商业模式创新的源泉依赖于如何从海

量的双边市场数据中发掘出对供需双方有用的、
传统市场研究无法提供的信息，以及理解和管理

整个双边市场的演化． 新的研究方法将拓展现有

的理论模型，更多利用社会网络、数据挖掘和统计

等方法挖掘出高维度的市场信息． 另外，设计何

种机制、产品和商业模式是决定商业模式能否成

功的关键． 这方面的研究方向还包括对新的大数

据应用平台的商业模式和利润来源的研究，对云

计算的运营和收费模式的研究，对大数据应用

( 如精准广告投放，基于社交网络的客户推荐) 的

营收模式的研究等．

3 结束语

自从人类创造了互联网，它就悄然地改变了

和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同时也催生了林

林总总的新兴技术在不断拓展和推动着人类对信

息与数据的创造与应用范围．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

来［11］，而且将成为全世界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

产率提高的前沿． 当人们确信“人类将可以通过

对这些大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来发现新的知

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

大发展”［19］的时候，管理、信息与数学等相关领域

的学者有责任协力去探索如何在大数据中发现知

识与创造价值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并为人类社会

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期待着中国学者的

努力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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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search frontier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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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nagement Science Department，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Beijing 100085，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3． Institute of Automatio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omprehensively examining the emerging challenge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n the con-
text of Big Data，this paper identify three promis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including socialized value creation，

network-embedded business operations，and real-time market discovery． Furthermore，four major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opics of great potentials are proposed，including user behavior and social capital structure in
socialized networking environments，enterprise network-embedded ecosystems and their co-evolution，consum-
er insights and marketing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and Big Data driven innovation in business mod-
els．
Key words: Big Data; business management; research directions

—9—第 1 期 冯芷艳等: 大数据背景下商务管理研究若干前沿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