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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网络消费商业模式可度量评估的创新模型进行构建研究，从而揭示其创新机会。方法 以

设计与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理念来组织网络消费商业模式的内容要素与创新路径，并以用户为中心

创建面向网络消费商业模式内容要素的度量框架，在此基础上探索以绩效度量系统（PMS）为原理的基

于数据指标体系的创新模型。结果 设计师可以利用设计思维参与并引导商业模式创新设计，以用户为

中心生成有效的商业模式内容要素及相关绩效指标，加强企业绩效的基准管理。结论 以用户为中心，

重构网络消费商业模式的 5 个内容要素与创新路径；以价值驱动因素为基础设计和选择内容要素的度量

参考项，从而构建度量框架；绩效度量系统（PMS）包括财务和非财务关键绩效指标（KPI），可以支持

商业模式创新过程；基于关键绩效指标（KPI）与价值驱动因素的强关联性，通过衡量已有 15 个价值驱

动因素（度量参考项）来设计相应的 44 个关键绩效指标（KPI），最终生成创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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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Based on Data Index System 

CHEN Xing-hai, ZHANG Yi-ji, WU Wen-qin 
(School of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constructiv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model that can be measured and evaluated for 

the online consumption business model to reveal its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esign and data- 

drive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content elements and innovation path of the online consumption business model are 

organized, and a user-centered measurement framework for content elements of online consumption business model is 

created. On this basis, an innov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index system principle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meas-

urement system (PMS) is explored. It is concluded that designers can use design thinking to participate and guid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design, and user-centered generation of effective business model content elements and related perform-

ance indicators can strengthen the benchmarking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ake the user as the center, re-

construct the online consumption business model five content elements and the innovation path; based on the 

value-driving factors, the measurement reference items of content elements are designed and selected to construct the 

measurement framework. Th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 (PMS) includes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key per-

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that can support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e strong correlation be-

tween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and value drivers, 44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 are designed by meas-

uring 15 value drivers (measurement reference items), and the innovation model is finally gen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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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持续繁荣，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考

虑创新其商业模式，以跟上电子商务等趋势。各种迹

象表明，当涉及业务绩效时，商业模式是有价值的，

因此对公司来说，理解和衡量商业模式非常重要[1]。

在社会经济范式持续转型的背景下，设计研究领域也

开始在诸如设计管理学会、设计研究会和设计学会的

会议上关注商业模式设计，设计的角色亦随着用户、

社会、商业和制造业的变化而变化。 

1  设计与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比较与

融合 

1.1  设计驱动商业模式创新 

《Design Issues》期刊资深编委理查德·布坎南

教授认为，战略产品设计师能够运用设计思维设计商

业模式[2]。其中，设计思维作为一种协作、创造性和

以人为本而非以技术为中心的方法论，能为商业组织

面临挑战和复杂问题时提供支持[3]。因此，设计驱动

下的商业模式创新强调运用设计思维的工具与方法，

例如共同创造、用户旅程图、实地研究法、可视化原

型，从潜在用户、利益相关者和实地研究收集信息，

以迭代、协作和以人为中心的工作方式，改变和改进

产品或服务，向新客户或现有客户提供新的价值主张

来建立新市场或扩大市场。事实上，著名的管理学术

期刊《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和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已经将设计思维

确定为创新和综合管理中的一个关键概念[4]。在文献

中，被引用最多的一个设计思维的定义是“利用设计

师的敏感性和方法以技术上可行的方式满足人们的

需求以及让可行的商业战略能够转化为客户价值和

市场机会的一门学科[5]。”这一定义明确地将设计与

商业联系起来。可以说，这一描述包含了三种专业技

能：对用户需求感同身受、识别并提出想法的设计师；

确定什么是可行的技术工程师以及决定战略可行性

和价值产生的业务经理。由此可以得出，设计作为一

个知识主体，通过收集、分析和综合用户的群体知识、

组织知识和网络知识来为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过程

作出贡献[6]。而设计师和管理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能

够在有效的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战略性地应用设计，

以获取嵌入用户、组织和网络中的知识，并运用设计

师所推崇的基于观察、可视化和原型的工作流程与方

式，在任何给定环境中促进和支持创新。 

1.2  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的另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数据量

的增加和分析技术的进步[7]。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

需要关注数据作为关键资源和数据分析作为关键活

动[7]。通过使用数据和分析，为客户实现价值并创新

商业模式。因此，可以将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理解

为一个过程，即组织采用一种新颖的方法将数据作为

其新的基础资产进行商业化，以向现有或新客户交付

价值[8]。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通过收集、组织和分析

企业外部数据，简化市场研究过程，增加识别消费者

未满足需求的可能性，以实时、用户友好的形式将正

确的数据提供给正确的客户，从而建立一个价值主

张。另一方面围绕收集、组织和分析企业内部数据的

过程进行设计，目标是改进产品分类、推荐和促销工

作。另外，商业模式创新在于利用与每个环境相关的

固有的大数据多样性，比如获取消费者层面的数据，

将其与其他来源的数据相结合，以创造有助于政策制

定者的情报。这一数量巨大和多样的数据可以被视为

公司开放创新范式中可以利用的来源之一[9]。在开放

的商业环境中，随着以人为中心的个人数据管理方法

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和采用，数据的整合变得相当容

易[10]。从长远来看，来自网络的、所有相关参与者的

个人授权数据是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资源，有助

于企业建立个性化的价值主张，使他们的商业模式呈

现差异化特征。对于负责开发数据驱动商业模式的从

业者而言，挑战在于仍然使用通用的总体商业模式创

新流程，通过将数据作为关键资源、将数据分析作为

该流程中的关键活动，构建系统且有效的数据指标体

系，指引与评估商业模式创新。 

1.3  比较与融合 

在比较分析前文内容基础上，可以得出设计与数

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存在两点共性，设计驱动与数据

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比较分析见图 1。（1）理念。以

人为中心，设计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强调围绕用户的价

值需求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来构建创新的价

值主张。而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中收集到的相当一

部分大数据实际上是由用户与数字产品和服务交互 
 

 
 

图 1  设计驱动与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比较分析 
Fig.1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sign-driven and da-

ta-drive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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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即用户生成的大数据（Users Generate Big 

Data）[11]。UGBD 可以提供对用户更深层次的理解，

这表明了可以从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角度来考虑该

类数据的分析与使用。此外，以人为中心的个人数据

管理方法是对企业不同部门的个人数据进行适度管

理，提高数据互用性[12]。（2）范式。开放式协作，跨

学科协作与共同创造是设计思维常用的方法。对企业

外部网络知识的收集、分析与综合，提倡在开放商业

环境下使用开源分析软件和多源化数据并利用分布

式计算实现协同经济[13]，都说明两种驱动创新方式具

有开放协作性。因此，设计与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

能够在以人为中心理念和开放协作式创新范式下进

一步融合，UGBD 为重要资源，运用设计思维的工具

与方法，与包括用户的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传递

与实现价值。 

2  网络消费商业模式的内容要素与创新路径 

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物联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网络消费以其低成本、多品类、高效快捷

的服务优势迅速成为国内消费者主流的消费方式，并

促使商家与消费者的沟通从传统实体店的有形服务，

扩展到无形的互联网平台服务，商家须通过多元化、

自主化、个性化、体验式的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切实

需要[14]。因此，网络消费商业模式是一种基于信息技

术并以线上消费为特征，帮助商家提升运营效率，为

消费者带来多元化、个性化消费体验的商业模式。它

特别重视挖掘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借助大数据、云计

算等智能信息技术，企业可以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

针对不同消费群体设计并提供个性化的商品或服务，

同时注重分析和提升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商品或服

务的体验感受，以促进价值主张的创新与消费者的支

付转化。 

2.1  内容要素 

网络消费商业模式这些特征亦符合设计与数据

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理念，因此本文寻求在设计研究

领域，用可视化建模的方式来构建网络商业模式的内

容要素。首先从设计的角度，设计商业模式指的是价值

主张的设计，其中包括战术和运营管理决策[15]。其次，

由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Alexander Osterwalder）

与伊夫·皮尼厄（Yves Pigneur）提出的商业模型生

成画布融入了设计思维方法[16]，它由包含九个构建模

块的四个主要领域组成：客户界面（客户细分、渠道、

客户关系）、产品和服务（价值主张）、基础设施（关

键活动、关键资源、关键伙伴关系）和财务可行性

（收入流、成本结构），表达了业务的底层逻辑，构

建了商业模式的标准化元素。此外，穆塔兹·奥特贝

（ Mutaz M. Al-Debei ） 与 大 卫 · 阿 维 森 （ David  

Avison）构建的四维商业模式框架源自信息系统文

献，似乎非常适合在在线商业模式转型的背景下理

解、指导和构建分析[17]，其具体结构为：产品和服务

（核心产品与服务、目标客户群体）、架构（核心资

源及其配置、关键活动）、网络（关键外部合作者）、

财务（成本结构、收入结构）。基于上述两种代表性

商业模式可视化原型的内容结构，结合网络消费商业

模式的特征，可以将网络消费商业模式的内容要素结

构定义为：产品和服务、基础设施、合作伙伴网络、

财务结构。其中，产品和服务维度负责明确目标客户

（特定的网络消费社群）、分析其偏好及需求（运用

UGBD 进行分析）、设计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实体

与数字类产品、传统与电子服务、在线内容）；基础

设施维度指的是企业核心资源（网络商业平台及其所

需的网络技术支持、品牌自媒体、用户社区、UGBD、

数据分析能力、用户洞察能力）及其配置以及产生产

品与服务所需的关键活动（企业与客户在网络消费过

程中的持续互动、客户参与评价和设计产品与服务的

活动）；合作伙伴网络维度描述与维护关键外部合作

伙伴的互动关系（各利益相关者协作共创、传递并合

理分配价值）。网络消费商业模式的原型画布设计见

图 2。 

2.2  创新路径 

商业模式创新不是简单的要素组合创新，需要内

容要素之间不断强化相互作用[18]，产生积极的强化效

应，从而获得更高的绩效。在此背景下，国内一些学

者提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业模式创新应当从客户的

价值需求出发，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的来创新产

品，从而进一步构建价值创造系统与合理的企业价值

获取机制[19]。基于上述观点，可以结合拉斐尔·阿米

特（Raphael Amit）和克里斯托夫·佐特（Christoph 

Zott）提出的在线商业模式价值源框架[20]与设计思维

的理念，分析得出网络消费商业模式的创新路径。第

一步聚焦创新，了解客户需求，创建新的产品和服务，

接触新的客户群体和数据，获得开发新市场能力；第

二步追求效率，发展高效的营销和销售、提升数据分

析与用户洞察能力；第三步激励共创，与客户密切联

系，促进客户与各利益相关者参与价值的创造；第四

步形成互补，与广泛的合作伙伴建立关系，使得企业

之间资源与要素形成价值提升的互补效应。四个步骤

循环开展，分别创造产品与服务、建设基础设施、优

化财务结构、发展合作伙伴网络以促进网络消费商业

模式的系统创新。 

3  网络消费商业模式内容要素的度量框架 

有大量的研究证明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以用户

为 中 心 的 商业 模 式 作 为可 持 续 经 济优 势 的 来 源具 

有巨大潜力[21]。此外，在对研究活动进行说明时，萨

尔瓦多 德·马奇（Salvatore T. March）和杰拉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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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消费商业模式的原型画布设计 
Fig.2  A prototype canvas design for an online consumer business model 

 
冯·史密斯（Gerald F. Smith）强调构建和评估是设

计科学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其中评估是指标准的制定

和对人工制品性能的评估[22]。而对商业模式组件进行

度量评估颇具挑战性，因为没有经过验证的量表。在

依据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等人从概念

与理论开发描述商业模式标准框架方法的基础上[23]，

运用以用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理论机制，为网络消费商

业模式内容要素分配度量参考项，让内容要素与用于

度量它们的参考项之间建立明确联系，从而构建相应

的度量框架，这类似于描述商业模式的形态学方法[24]。 

3.1  以用户为中心商业模式的理念 

在上述理念下构建度量框架，首先要厘清以用户

为中心商业模式的定义。以用户为中心或以人为中心

经常被认为是设计思维的基本特征[25]。在商业模式语

境下，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是指包括客户的所有外部

利益相关者[21]，并强调企业通过参与式设计等方法与

用户协作，以用户生成的数据与知识为基础进行价值

创新、传递与实现。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其定义为

旨在允许甚至触发用户参与价值链各个阶段活动的

商业模式，这些活动包括从设计新产品和开发生产流

程到构思营销信息和管理销售渠道等。其特征可以归

纳为用户侧与企业侧两类。（1）用户侧特征，用户通

过使用产品/服务以及参与新产品开发、生产和营销

的核心业务流程来获取价值；企业与用户之间互动发

生在核心业务流程中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且由任

意一方主动发起；用户通过互动获得令人信服的共同

创造体验与价值，同时企业获取经济价值；（2）企业

侧特征，企业授权用户参与新产品开发、生产和营销

的核心业务流程；企业更关心用户与企业互动和共同

创造体验的质量；企业拥有的关键资源主要为用户群

体智慧与其使用的社交平台（用于用户创新和设计的

工具包、用户社区、在线论坛等）。其次，如何吸引

和使用户参与到核心业务流程？以及现有企业在引

入以用户为中心商业模式时，如何有效克服内部阻

力？是深入理解以用户为中心商业模式的内在运行

逻辑并从中挖掘度量参考项需探讨的问题。针对上述

问题，克里斯托弗·希纳斯（Christoph Hienerth）等

学者在比较分析乐高、IBM 与康乐保三家实施以用户

为中心商业模式的领先企业基础上，提出了让用户参

与业务流程的六个成功因素[21]：（1）通过在线平台实

现用户与用户的实时交互；（2）实施透明的知识产权

政策；（3）贯彻非货币性激励系统；（4）对用户创业

的支持；（5）使共创解决方案与公司战略保持一致；

（6）与用户持续的沟通和定期反馈。另外，这些学

者还进一步制定了克服企业内部实施以用户为中心

商业模式阻力的五点策略 [21]，本文将其整合为以下

三点：（1）营造良好实施环境，通过企业内部实验发

起倡议，构建有效的用户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2）

建立一致目标愿景，通过企业内部对成功案例分析，

从上至下促进用户参与整个业务流程；（3）应用软性

财务指标，通过计算参与者的数量而不是共同创造的

产品或服务产生的销售额来衡量新商业模式初期的

成功。 

3.2  度量框架的构建 

对以用户为中心商业模式定义、特征、成功因素

与实施策略的系统分析，可以进一步优化网络消费商

业模式的内容要素结构，具体可阐述为：（1）用户，

以用户为中心；（2）产品和服务，用户与企业共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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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产品和服务；（3）基础设施，企业能够提供可以与

用户友好互动并充分利用用户群体智慧的基础设施

条件；（4）合作伙伴网络，组织促使用户积极参与核

心业务流程的合作伙伴网络；（5）财务结构，构建包

含非财务性指标的财务结构。其创新路径可以迭代

为：第一步共创机制实施，让用户参与到企业的核心

业务流程并获得企业与合作网络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第二步技术环境建设，企业提供并不断完善支持以用

户为中心创新模式的 IT 环境；第三步激励措施制定，

使用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平衡的评价体系；第四

步企业文化塑造，在企业所处价值网络建立统一的以

用户为中心的创新价值观。在此基础上，设计和选择

有用的度量参考项时，表达内容要素在企业价值创

造、传递与实现过程的作用、识别价值驱动因素尤为

重要[26]。因此，可以依据网络消费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将内容要素的度量参考项定义分解为五类要素度量

参考项。用户要素度量参考项。客户群体，其本身代

表着价值驱动因素，因为产品与服务需要针对不同客

户群体设计开发，网络消费客户群体根据客户关系生

命周期可以分为稳定客户、新客户和潜在客户[27]。其

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用于整合外部资源构建价值创

造、传递与实现网络，包括品牌运营商、仓储物流方、

媒体渠道、支付渠道等[28]。产品与服务要素度量参考

项。创造让客户满意的产品与服务；产生让客户愉悦

的消费体验；支持客户决策以改善价值创造、传递与

实现过程（过程涵盖了产品与服务的设计生产、营销

策划、销售渠道、物流与售后等）。基础设施要素度

量参考项。平台技术维护能力、商业变现能力、用户

社区、UGBD、数据分析能力、用户洞察能力，其中

后四个度量参考项既是企业核心资源也是价值驱动 
 

因素。合作伙伴网络要素度量参考项。合作伙伴之间

的互补性，强调企业之间资源的整合互补形成更大的

价值效益；合作伙伴网络支持用户参与核心业务流程

的程度。财务结构要素度量参考项。成本层面：产品

与服务研发、引流、运营、客户维护、进货、物流、

仓储、人力资源（平台开发与维护）。收益层面：产

品与服务销售、增值服务、第三方广告、客户流量。

上述 15 个度量参考项以内容要素为中介，以价值驱

动因素为基础，构建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网络消费商业

模式的度量框架，为其创新提供了初步的评价依据。

以用户为中心面向网络消费商业模式内容要素的度

量框架见图 3。 

4  基于数据指标体系的创新模型 

大多数商业模式研究工作都集中在定义和框架
上，而有些忽略了实证数据[29]。通过运用绩效度量系
统（PMS），可以构建基于数据指标体系的网络消费
商业模式创新模型。而建模是研究大型复杂系统行为
的主要工具，也是设计师的智力技能，在设计师建模
时，会通过视觉思维、框架和编码设计将抽象需求具
象化[15]。因此，基于上文创建的度量框架，利用可视
化建模方法来设计创新模型。 

4.1  绩效度量系统（PMS）的构成与作用 

在构建创新模型之前，需要先理解绩效度量系统
（PMS）。早期绩效度量系统（PMS）只关注绩效的
财务方面，即成本和效率，这阻碍了它们捕捉绩效的
其他基本维度的能力，如创新、客户满意度、人员能
力、产品和过程质量与及时性。自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S. Kaplan）和托马斯·约翰逊（H. Thomas 

 
 

图 3  以用户为中心面向网络消费商业模式内容要素的度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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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A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content elements of a user-centered online consumption-oriented business model 
Johnson）发表题为“相关性丧失—管理会计的兴衰”

的开创性文章以来，多维绩效衡量的主题吸引了学界

和业界的关注[30]。绩效度量系统（PMS）从此发展为

一组用于量化管理行为效率和有效性的关键绩效指

标（KPI）[31]。关键绩效指标（KPI）的使用在当代

公司中非常普遍，用于指导管理者的决策过程以提升

价值创造，而价值创造是商业模式创新最重要的目标

与任务。此外，关键绩效指标（KPI）可以具有财务

或非财务性质[32]。财务关键绩效指标（KPI）以货币

单位表示，它们可以向管理层提供业绩相关维度（产

品线、渠道、客户、地理区域）的盈利能力、销售、

成本和流动性信息。非财务关键绩效指标（KPI）涉

及客户关系、员工、运营、质量、周期和创新。其中，

财务关键绩效指标（KPI）是滞后的度量，它们只是

度量管理行为的结果，而忽略了实际产生结果的因

素；另一方面，非财务关键绩效指标（KPI）通常代

表领先指标，因为它们抓住了公司成功的原因[33]。因

此，在绩效度量系统（PMS）中需平衡财务和非财务

关键绩效指标（KPI）以有效衡量公司绩效，所包含

的关键绩效指标不仅应符合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还应

帮助管理者理解当前情况并勾勒未来轨迹。同时，有

学者亦指出关键绩效指标（KPI）可以支持商业模式

创新的过程[30]，因此运用绩效度量系统（PMS）构建

基于数据指标体系的网络消费商业模式创新模型，绩

效度量系统（PMS）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见图 4。 

4.2  基于数据指标体系创新模型的构建 

前文在设计网络消费商业模式内容要素的度量

参考项时，注重对价值驱动因素的识别，因此这些度

量参考项也可被认为是不同内容要素的价值驱动因

素。另外，克里斯蒂安·尼尔森（Christian Nielsen）

等学者指出明确影响绩效的价值驱动因素是制定关

键绩效指标（KPI）的重要步骤[34]。设计良好的关键

绩效指标（KPI）能够掌握公司的价值驱动因素，引

起管理层的注意并制定行动指南，从而增加关键绩效

指标（KPI）用于管理目的的可能性[35]。基于关键绩

效指标（KPI）与价值驱动因素的强关联性，通过衡

量已有的价值驱动因素（度量参考项）来设计相应的

关键绩效指标（KPI），并通过可视化画布原型来展示，

具体为：（1）客户群体的关键绩效指标（KPI），稳定

客户的活跃度（日活、周活、月活）、新客户的流失

率、潜在客户的转化率；（2）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

关键绩效指标（KPI），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数量、所承

担任务的完成效率与用户满意度；（3）创造让客户满

意的产品与服务的关键绩效指标（KPI），购买转化

率、用户满意度、净推荐值、复购率；（4）产生让客

户愉悦消费体验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消费任务的

完成度、消费过程的愉悦度；（5）支持客户决策以改

善价值创造、传递与实现过程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已进行的决策分析/报告数量；（6）平台技术维护能

力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平台出错率、平台更新速

率；（7）商业变现能力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流

量、成交额、客单价；（8）用户社区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用户活跃度、开展互动活动频率、用户建议

的采纳率；（9）UGBD 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产生

新价值几率、增值次数、增值额度；（10）数据分析

能力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产生新价值几率、增值

次数、增值额度；（11）用户洞察能力的关键绩效指

标（KPI），客户获取率、客户留存率、产品与服务成

功率；（12）合作伙伴之间互补性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各方增值效益；（13）合作伙伴网络支持用

户参与核心业务流程程度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合

作伙伴参与共创活动的频率、投入的人力与财务成

本；（14）成本结构的关键绩效指标（KPI），研发费

用、引流费用、运营费用、客户维护费用、进货成本、

物流成本、仓储成本、人力资源（平台开发与维护）

成本；（15）收入结构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产品

与服务出售的价值、增值服务的价值、第三方广告收

入、客户流量。商业模式的配置导致价值驱动因素与

相关关键绩效指标（KPI）的识别[30]，从网络消费商

业模式的内容要素中分析得出 15 个价值驱动因素（度

量参考项）和 44 个关联性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同时在分析过程中注重对关键绩效指标（KPI）客观

性 和 非 财 务 性 的 设 计 ， 以 此 来 组 成 绩 效 度 量 系 统

（PMS），最终生成基于数据指标体系的网络消费商 

 

 
 

图 4  绩效度量系统（PMS）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242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2 月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 (PMS)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图 5  基于数据指标体系的网络消费商业模式创新模型 
Fig.5  Innovation model of online consumption business model based on data index system 

 
业模式创新模型，见图 5。由于该指标体系是在以用

户为中心商业模式的范式下构建的，因此所有指标在

度量过程中都会导向用户价值创造方面，处于中心位

置的客户群体关键绩效指标（KPI）亦会与周边内容

模块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形成相互映射的联动效

应，以强化各指标之间的关联性。 

5  结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数据指标体系的网络消费商业

模式创新模型体现了设计与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

的思想，也遵循了以用户中心商业模式的理念，进一

步证明了设计思维不是忽视分析思维，而是将其与直

觉思维相结合[36]，设计师可以利用快速原型与用户、

市场调研知识结合战略思维参与甚至主导商业模式

创新设计。通过以用户为中心视角生成有效的商业模

式内容要素及相关绩效指标可以加强企业绩效的基

准管理，从而识别和管理商业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并

揭示商业模式自身创新的机会。然而，商业模式会随

着时间推移而经常需要修改和调整，需要不断观察和

分析数据指标体系，与各利益相关者协作，共同为其

探寻新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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