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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综合型互联网平台逐渐显现出垂直拆分的趋势，但关于平台拆分的理论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

整理了国内外双边市场理论、平台策略及平台治理相关的学术论文，并对此做了相关分析。本文首先回

顾了双边市场理论的发展过程，给出两种常见的定义方法和一些学者新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梳理平台

常见的竞争策略，解释平台在竞争实施合并、聚合等策略的原因和影响。然后根据现实情形提出平台拆

分这一未来研究热点，并结合平台治理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平台拆分正成为今后平台继续保持用户增长、

扩大影响力新的竞争策略。最后对国内外关于平台拆分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并提出未来关于平台拆分

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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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tegrated internet platforms have gradually shown a trend toward ver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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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ation, but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latform splitting is relatively scarce. This paper organ-
izes academic papers related to bilateral market theory, platform strategy, and platform govern-
anc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provides relevant analysis. The paper begins 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ilateral market theory, presenting two common definitions 
and some new perspectives from scholars. Based on this, it outlines common competitive strategies 
for platforms and explains the reasons and impacts of platforms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such as 
mergers and aggregations. Then, based on practical situations, the paper introduces platform split-
ting as a future research hotspot and further demonstrates, in conjunction with platform govern-
ance research, that platform splitting is becoming a new competitive strategy for platforms to main-
tain user growth and expand influence. Final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platform splitting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suggest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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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平台作为一个双边市场往往连接两类或多类群体，并为其提供交易或交互机制，在满足各自

需求后从中盈利。用户连接与交易匹配使互联网平台成为数字经济的典型样态，在诸多领域中崛起并迅

速发展，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竞争，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1]，互联网平台竞争主要聚焦对用户规模

的争夺。为实现“赢家通吃”，以往互联网平台往往采取诸如合并[2]、聚合[3]等策略，企图打造囊括多

种业务线的综合型平台。平台合并是指两个以上的平台合并成一个平台，合并后市场上可能只存在合并

后的一个大平台，也可能继续保留两个平台独立运营；平台聚合是指将多个不同领域的服务和资源整合

到一个集成平台上，通过统一接口和交互方式，实现资源共享、信息流通和协同合作的一种方式。一方

面，2020 年后全球反垄断浪潮(如欧盟《数字市场法案》与中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推动研究转

向平台拆分与反垄断；另一方面，随着平台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它们往往会面临来自不同市场和竞争

对手的压力。平台拆分通过将子平台或业务单元独立运营，既能规避内部资源冲突，还能在多个市场中

灵活应对外部竞争。本研究第二部分对双边市场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围绕

互联网平台的竞争策略演变进行了总结；第四部分从平台自治和政府监管两个方面分析平台治理相关研

究；最后重点对平台拆分策略未来的研究重点进行分析展望。 

2. 双边市场理论 

随着新兴的银行卡市场、传媒市场、电子商务市场等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这

些产业的“独特之处”，即不同于传统单边市场，这些双边市场通常是以一个“平台”为核心，通过为两

类不同的用户提供“媒介”服务而盈利。于是广大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国

内外学者对于双边市场的定义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第一种是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角度。Rochet 和 Tirole 
(2003) [4]首先提出，许多市场具有网络外部性，这一特性使得这些市场产生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鸡和

蛋”问题——为了吸引用户 A，平台必须连接有大量的用户 B，而用户 B 只有在平台上用户 A 足够多时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9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江春雷 
 

 

DOI: 10.12677/ecl.2025.143795 1033 电子商务评论 
 

才愿意接入。并强调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必须做到“把双方都拉到平台上”；Wright (2010) [5]认同

了以上的说法，认为双边市场涉及到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用户，每一类用户通过共有平台与另一类用户

相互作用而获得价值；随后，Armstrong (2006) [1]对以上的定义又进行了补充，认为双方用户间不仅存在

交叉网络外部性，且双边市场一方的收益取决于平台吸引另一方用户的能力。以上对双边市场的定义都

是从特征出发，借交叉网络外部性展示了双边用户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却忽视了单边用户内部的互

相影响，即自网络外部性。 
对双边市场的第二种定义是从定价结构的角度出发。Rochet 和 Tirole (2006) [6]从定价的角度就单边

市场与双边市场的区别做了严格的界定，认为双边用户的定价结构对总交易量能否产生影响是区别单边

市场和双边市场的关键所在，如定价结构的变动会对需求产生影响则为双边市场，反之，如需求仅与价

格总水平有关而与价格结构无关则为单边市场。在这样的假设下，Rochet 和 Tirole 将双边市场的定义为：

当一个向双边用户分别收取 Pa 和 Pb 的费用的平台，总体价格水平 P = Pa + Pb 保持不变，而 Pa 和 Pb
发生变化(即价格结构变化)时，总需求(或总交易量)随之发生改变，这个平台所在的市场则称之为“双边

市场”。这种用定价结构进行定义的方法，只适用于平台对双边用户收费的情况，而忽视了现实中平台

仅对单边收费的情况。 
以上两种常见的定义方法虽有效强调了双边市场的特征，但却各有局限。因此，一些学者尝试将两

种学说结合起来，以给出双边市场更为全面的定义。Kaiser 和 Wright (2006) [7]将双边市场中平台定义为

一个两种不同类型用户交互的“媒介”，且对双边用户收费的价格结构至关重要；黄民礼(2007) [8]也认

为双边市场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用户，用户之间存在着交叉网络外部性，且交叉网络外部性不仅是双边

市场的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其作用机理，它会通过影响平台的定价结构进而影响总交易量(总需求)；
胥莉和陈宏民(2007) [9]从特征的角度对双边市场的定义做出了总结，认为双边市场首先需要连接着双边

(或多边)用户；其次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最后是价格结构非中性。 

3. 平台策略 

3.1. 平台合并 

在传统单边市场中，一般都认为合并会促进企业产生规模效益，导致价格上涨，从而降低消费者的

福利[10]。然而由于双边市场中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和平台倾斜性定价结构，这一理论在平台的横向合

并中并不一定成立。从模型上来说，现有大多研究是以 Hotelling 模型为基础，即考虑平台一个市场上存

在着两个相互竞争的平台，两个平台合二为一后即在当前市场上形成垄断。如 Leonello (2010) [11]考虑

Hotelling 两端的平台合并，研究交叉网络外部性对平台合并后的影响。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还考虑了三

个平台竞争，其中两个平台进行合并的情况，构建了 Salop 圆环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合并后的平台不再

是垄断的，而是与另一个平台继续保持相互竞争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Hotelling 模型的不足。如

Sato (2019) [12]在 Salop 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三家平台合并的定价策略以及社会总福利等；另一些学者还

对 Salop 模型进行拓展，增加了圆环上相互竞争平台的数量，如 Baranes 和 Cortade (2019) [13]就将圆环

上的平台数量拓展到四个，研究其中两个合并的影响。从平台类型上来看，早期学者多以电视媒体或报

纸平台为研究对象，Anderson (2006) [14]建立电视传媒(或报纸)平台横向合并的模型，并分析合并前后平

台的定价用户规模及收益变化，认为传媒平台的横向合并会导致广告数量的上升和广告定价的下降，且

在一定程度上，平台合并对社会福利来说是不利的。近期，也有一些学者以其他类型的平台为研究对象，

如程贵孙等(2017) [15]研究了旅游电子商务平台横向兼并的问题，认为合并不仅使得平台的利润增大，且

平台广告定价也会随着平台的合并而增大，这与上述研究认为合并使得广告定价降低的结论是相反的；

李治文等(2018) [16]考虑了一般单归属平台的合并策略，并构建了一个基于动态定价的两阶段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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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合并前后平台的歧视定价及利润与交叉网络外部性大小有关；Correia 等(2019) [17]研究了古诺模型

下多边平台的横向兼并问题，并用平台的用户数量竞争代替传统的价格竞争进行研究；陈迁(2023) [2]引
入卖家侧拥挤效应，并将合并模式按照保留原有品牌分开运营和仅保留一个品牌进行分类，探究平台横

向合并的动机及产生的经济效应。 

3.2. 平台聚合 

曹裕(2022) [18]以网约车双边市场为背景，结合双边市场理论以及 Hotelling 模型构建双寡头平台竞

争模型，分析一个由聚合平台中的小平台集合(A)与一个大平台(B)的竞争均衡，研究不同网络外部性强度

与用户旅行成本下的大平台聚合策略选择问题；卢珂(2019) [19]在考虑交叉网络外部性基础上，探讨了多

种网约车市场结构下的出行定价问题；杨立新(2022) [20]则考虑了网约车聚合平台经营者的注意义务与侵

权责任；张克勇(2023) [21]以聚合模式为视角，构建了政府管理部门–网约车聚合平台–入驻企业的三方

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稳定策略及满足条件，并讨论随机干扰、初始策略概率、奖惩机制对系统演化均衡

策略的影响；黄晓琼(2023) [22]针对双边市场，研究了具有质量差异的聚合平台对第三方平台的整合对平

台佣金率、平台需求、平台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影响；Zhou (2021) [3]调查第三方平台加入第四方平台是否

有利，对第三方平台的最佳选择从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三个维度进行了讨论。 

3.3. 平台拆分 

狭义拆分通常是指企业将业务完全剥离为独立实体(如分拆上市) [23]，广义拆分则定义为“用户入口

的分离与功能重构”，即通过独立 APP 实现服务场景的垂直化切割，则可视为一种“操作层拆分”

(Operational Unbundling)，独立 APP 可视为对主平台功能的模块化延伸。与之类似的观点有多归属策略

(Multi-homing)：用户通过多个入口访问同一服务，符合多归属特征，但拆分强调企业主动设计入口分离，

而非用户自发选择[24]。平台拆分的动因通常包括市场细分与用户体验优化，独立 APP 可聚焦特定场景

(如社区团购)，减少主 APP 功能臃肿，提升垂直用户的使用效率，同时独立入口便于收集细分场景行为

数据，优化算法推荐与运营策略[25]。杨偲琪(2021) [26]提出无论学者还是运营商对网约车顾客分析、市

场细分战略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廖鸿(2023) [27]基于细分市场对直播电商平台流量定价策略进行了研

究；Tkaczynski (2018) [28]认为虽然有大量研究确定了旅游细分市场，但对细分市场验证的考虑关注有限，

并使用 Kotler 的四个标准对细分市场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有必要追求不同的细分市场；李锋(2023) [29]
指出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方拥有丰富的用户信息，竞争企业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信息资源细分用户

并制定价格，成为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Oztaysi (2020) [30]研究表明客户细分对于营销、沟通甚至运营

管理活动至关重要，电子商务为客户细分提供了新视角所需的数据，独立 APP 也可吸引非主流平台用户

(如下沉市场)，突破主 APP 用户增长瓶颈。 

4. 平台治理 

4.1. 平台自治 

张素伦(2024) [31]指出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应突出反垄断合规指引的价值，通过倡导性规范引导、激

励平台企业实现自我监管；陈兵(2020) [32]也提到应激励超级平台自身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生态竞争系统，

积极主动参与由政府主导的反垄断合作规制项目，培育和提升超级平台的自治能力和社会责任；Ansell 
(2020) [33]对能否利用平台的力量进行治理做了相关研究；孟雁北(2022) [34]研究表明超级平台自我优待

行为在可能损害数字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因此应适用合理原则根据反垄断法的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进行违法性判断；邹轶(2023) [35]构建平台监管、商家预售策略和消费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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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结果表明平台监管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可以引导商家合规预售，营造良好的环

境吸引消费者，对电商生态进行优化；Wang (2022) [36]构建了由平台、餐厅和消费者组成的三方进化博

弈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应对违反规定的餐厅进行严厉处罚；激励价值的降低，会让平台更倾向于

选择监管策略；钟祥铭(2021) [37]指出富有隐蔽性和复杂性的“围墙花园”已成为当今互联网发展最大的

威胁，破解“围墙花园”要通过企业自律、行业自律、行政监管和法律法规等。拆分是反垄断压力下的合

规设计，目的是降低生态捆绑嫌疑，通过独立 APP 弱化“主平台导流优势”，规避“利用市场支配地位

排挤竞品”的监管风险[38]。 

4.2. 政府监管 

马平川(2022) [39]指出平台反垄断可谓势在必行，但平台毕竟是竞争繁荣的产物，在对其进行反垄断

监管时也应保持一定的合理限度；Han (2020) [40]分析正式和非正式治理对平台生态系统中企业行为的影

响，发现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都可以减少企业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孙晋(2021) [41]提出平台的动态竞争、

跨界经营、网络效应等特征，使得垄断问题严重且复杂，传统监管“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是

我国市场监管的痼疾，监管部门应通过监管转型和创新切实改进监管；Mei (2022) [42]指出管理数字平台

生态系统中互补创新的治理机制的实施仍然知之甚少；方兴东(2021) [43]研究表明“互联互通”问题源自

电信行业，在互联网领域进一步演进和深化，更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综合性；黄尹旭(2021) [44]提出需

要将平台控制能力纳入市场地位认定，明确平台封禁的违法性，加强事前监管。少部分学者对平台拆分

做了相关研究，如王晓晔(2021) [45]研究表明欧美国家为遏制互联网巨头基于平台的网络效应、规模经济

和大数据而拥有的市场势力，提出拆分头部企业等措施；方兴东(2021) [38]提出针对互联网巨头的拆分举

措，是体现反垄断价值，并取得“一锤定音”最佳效果的必由之路。 

5.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平台竞争策略的研究经历了平台合并、聚合、多点竞争到平台拆分的转变，综上所述，国

内外学者已对平台合并、聚合等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46]，但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互联网

平台拆分这一热点话题领域仍存在较大研究空白，以往研究对象多为传统企业的拆分，拆分动因通常源

于组织结构过于庞大或业务板块过于多样化，导致管理效率下降或资源配置不合理[47]。拆分的目的是精

简企业结构，专注于核心业务，提升企业内部的运营效率。此外，外部的经济环境变化、股东压力以及

监管需求也是传统企业进行拆分的重要推动力。例如，一些大型制造企业或跨国公司会拆分出子公司，

以优化运营管理。对平台型企业的拆分动因研究则更多要出于市场竞争与战略布局的考虑[48]。平台型企

业依赖于其庞大的用户群和网络效应，通过拆分，平台可以进入新市场或加强在现有市场的竞争力。平

台企业的拆分不仅仅是为了优化内部结构，更是为了通过拆分出独立子平台来探索多元化的业务模式，

增加用户粘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利用子平台与母平台的竞争来提高整体市场占有率[49]。平台型企业

的拆分更多是一种业务生态的拆分，而不是简单的资产分割。平台型企业的核心资源是用户、数据和技

术平台，通过拆分，平台能够在保持数据和技术共享的基础上，为不同市场或用户群体提供更加定制化

的服务。例如，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会拆分出电商或广告业务模块，形成相对独立的子平台，但这些

子平台之间仍然共享用户数据和技术资源。此外，平台拆分后仍可能维持跨平台的协同效应，增强网络

效应和市场占有率。平台企业依赖于其网络效应，拆分后的子平台可能与母平台竞争，或在不同行业中

形成新的竞争格局。此外，平台型企业拆分往往与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密切相关，例如，提升用户体验、

增加市场覆盖率或满足监管要求。拆分后的平台能够更灵活地应对不同市场的需求，也能更有效地分散

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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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双边市场理论下平台竞争策略演变历程及平台治理相关文献的梳理，未来关于平台拆分的研

究大体上可以针对上述研究未涉及或者涉及较浅的方面展开：(1) 平台拆分或者合并策略选择问题。合并

作为过去常见的平台发展壮大策略，面对反垄断政策和用户增长速度放缓等现实情况是否仍是优先选择，

拆分能否带来新的思路，需要进行对比分析研究。(2) 影响平台拆分决策的因素。平台拆分作为新的趋势，

可能受到平台定价结构、用户归属性、平台差异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搞清楚其中的内在机理并为平台

企业提出建议可能是未来的一大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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