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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技术的演进是20世纪末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与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度融合，深刻

重构了传统商业逻辑与市场运行机制。本文以技术革命为线索，系统梳理电子商务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

对比分析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的核心特征及其对商业模式的差异化影响，进而揭示技术迭代与商业变革之

间的动态关联性。研究认为，电子商务技术的演进并非线性替代过程，而是通过技术扩散、场景融合与

生态重构，逐步推动商业活动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三次技术革

命如何通过技术驱动与模式重构的双重路径，推动电子商务技术的迭代升级，并塑造差异化的现代商业

模式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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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e-commerce technology has been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global economic de-
velopment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deep integration with the thre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Internet revolution,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revo-
lution) has profoundly reconstructed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logic and market operation mechanism. 
Taking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s a clu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devel-
opment context of e-commerce technolog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its differentiated impact on business models, and then re-
veals the dynamic cor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and business change.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evolution of e-commerce technology is not a linear substitution process, but a gradual trans-
formatio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to digit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through technology dif-
fusion, scenario integration and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The core research question of this paper is 
how the thre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mobile intelligence revolu-
tion, and data intelligence revolution) have driven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e-commerce technolo-
gies and shaped differentiated configurations of modern business models through the dual pathways 
of technological drivers and model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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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重构了全球商业活动的形态与边界。电子商务作为

信息技术与商业实践融合的产物，其技术演进史本质上是一部由关键性技术革命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史。

从早期电子数据交换的雏形，到互联网普及后的在线交易平台崛起，再到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推动的智能化商业生态，电子商务技术的迭代不仅重塑了商品流通的效率与规模，更从根本上改变了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在此过程中，三次标志性技术革命：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扩展与

普及、大数据与云计算的繁荣。构成了电子商务发展的核心脉络，并持续催生新兴商业模式。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三次技术革命的核心特征、技术扩散路径及其对商业要素(如交易成本、用户行为、

供应链组织)的重构机制，揭示电子商务技术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对现代商业模式的阶梯式塑造作用。研

究将结合技术史分析与商业案例实证，探讨不同技术阶段如何解决特定商业痛点？技术迭代如何引发商

业模式从“增量创新”到“范式颠覆”的质变？当前技术瓶颈与新兴趋势又将如何影响电子商务的未来

图景？对这一问题的厘清，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认知，亦可为企业在技术变革中

的战略转型提供历史参照。 

2. 电子商务技术的历史演进 

2.1. 第一次技术革命：信息时代的到来 

2.1.1. 互联网的诞生及其对商业模式的重塑 
互联网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信息传递与协作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自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防部高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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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计划局启动 ARPANET 项目以来，互联网从最初的军事通信工具逐步演变为全球性的公共基础设施。

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万维网的发明与商业化推广，使得互联网技术真正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成

为推动商业模式革新的核心动力。互联网的早期发展以去中心化网络架构为基础，旨在实现信息的高效

传输与资源共享。1970 年代，电子邮件的出现首次打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跨地域即时通信。随后，TCP/IP
协议的标准化和图形化浏览器的普及，大幅降低了用户接入互联网的技术门槛，推动其从科研领域向商

业领域扩展。这一阶段的技术积累为电子商务、在线服务等新兴模式奠定了基础。 
传统商业模式依赖实体门店与固定营业时间，而互联网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如亚马逊、阿里巴巴)将交

易空间扩展至全球，并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运营。例如，阿里巴巴的 1688 平台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使

中小企业能够直接触达国际市场。据统计，2024 年中国新电商市场规模中，仅直播电商便贡献了 5.3 万

亿元交易额，同比增速达 35.2%1。互联网将消费者从被动接受信息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搜索引擎与社交

媒体的兴起(如谷歌、微信)使消费者能够快速获取商品信息并进行横向比较，进而影响品牌声誉与购买决

策。此外，以“激发逻辑”取代“搜索逻辑”的新电商模式(如抖音电商、小红书)通过算法推荐与内容营

销，精准匹配用户需求，重塑了“人找货”到“货找人”的消费路径。互联网技术推动了供应链的数字化

与智能化。例如，产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整合上下游企业资源，实现从需求预测到生产制造的全程协同。

如希音公司利用实时数据反馈机制，将服装设计到交付周期缩短至 7 天，显著降低了库存成本。同时，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供应链透明度，增强了消费者信任。 

2.1.2. 网上购物平台的出现与应用 
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网经平台的崛起。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背景下，许多消费者开始转向线

上购物，网经平台应运而生。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 10 年代初，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网

经平台逐渐形成。淘宝、东方阿里巴巴、eBay 等平台凭借其便捷的购物功能、高效的运营管理以及强大

的用户基础，成为电子商务的重要载体。在信息时代到来后，淘宝等平台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电子商

务的核心形式之一。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消费者需求的提升，淘宝逐渐沦为虚拟商品的存在形式，标志

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13 年阿里巴巴收购 captaining 离开 this 转折点，导致淘宝不再成为

主要交易平台。这一事件使网经行业经历了深刻的转型。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应用，网经平台也在不断创新与发展。超市电商、网易购物等新旧结合式平台逐渐崛起，为消费者提

供了更个性化、便捷化的服务。 

2.1.3. 淘宝的成功案例分析 
淘宝作为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军平台，自 2003 年成立以来迅速崛起，其成功不仅源于阿里巴巴集

团的战略布局，更得益于其独特的商业模式、技术创新和用户生态构建。以下从多个维度剖析淘宝的核

心成功因素。淘宝成立之初，面对 eBay 的强势竞争，采取了“免费三年”的颠覆性策略，吸引大量个人

卖家和中小商家入驻。这一策略迅速积累了用户基数，形成了“流量–商家–商品–用户”的良性循环。

与传统电商平台依赖交易佣金不同，淘宝初期通过免费开店和低门槛入驻，吸引了大量“无产阶级”创

业者，包括兼职卖家、实体店转型者及普通消费者。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了创业成本，还通过海量商品供

给满足了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最终在 2005 年超越 eBay 易趣，成为中国电商交易市场的绝对主导者。 
淘宝在技术层面的持续投入是其成功的重要支柱。其搜索引擎采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

能够精准匹配用户搜索意图，例如将“跑步穿的鞋子”自动关联到跑鞋类目。此外，淘宝的个性化推荐

系统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如浏览、收藏、购买记录)，实现了“千人千面”的精准推送。例如，购买相机的

用户会收到镜头配件的推荐，极大提升了转化率。在支付安全方面，支付宝的引入解决了早期网购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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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问题，通过担保交易模式降低了交易风险，成为用户选择淘宝的关键因素之一。淘宝通过整合物流、

支付、营销等环节，构建了完整的电商生态圈。物流方面，菜鸟网络的建立优化了配送效率，与第三方

物流公司合作覆盖全国；支付方面，支付宝不仅保障了交易安全，还衍生出花呗、余额宝等金融服务，

增强了用户粘性。此外，淘宝通过“大淘宝战略”将许多业务整合，形成从流量获取到交易闭环的全链

条服务。这种生态协同效应使得淘宝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例如 2016 年推出的直播带货功能，通过内

容营销开辟了新增长点。淘宝的营销活动以“双十一”为代表，创造了全球瞩目的购物狂欢节。2011 年

单日交易额突破 33.6 亿元 2，预计 2025 年这一数字将增长至千亿级规模。活动通过限时折扣、满减优惠

等机制刺激消费，同时结合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进行裂变传播，扩大品牌影响力。此外，淘宝直播的

兴起将内容营销推向新高度，网红和商家通过实时互动展示商品，提升了用户的参与感和购买决策效率。 

2.2. 第二次技术革命：互联网的扩展与普及 

电子商务平台的增长不仅依赖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还需通过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技术创新和用户生

态的持续优化来实现[1]。作为全球两大头部平台，亚马逊和 eBay 在全球化扩张、运营模式创新及应对市

场竞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增长路径对行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债券经济时代的兴起及其商业模式的变革。亚马逊和 eBay 通过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实现了用户群体的

互补性覆盖。而物流效率和数据技术的投入是两大平台增长的关键支柱。吸引并赋能卖家是平台增长的

核心动力，但两者的费用结构和扶持策略存在显著差异。亚马逊采用“高门槛 + 高服务”模式。专业卖

家需支付月度订阅费和 FBA 物流费用，但可享受流量倾斜与品牌工具支持。2024 年，亚马逊通过调整佣

金结构降低部分卖家成本，以应对低价平台的竞争；eBay 费用结构更灵活，初期提供免费刊登额度，成

交费用比例较低，适合中小卖家低成本试水。其社区资源和培训计划帮助新手快速掌握运营技巧，例如

通过优化商品标题和图片提升转化率。 

2.3. 第三次技术革命：大数据与云计算的繁荣 

2.3.1. 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在电子商务中的体现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这种数字化浪潮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数据挑战——大量的消费者、企业和机构的数据正在被收集、存储

和传输，这些数据涉及个人隐私、商业敏感信息以及公共事务[2]。在电子商务中，数据的用途不仅限于

销售和交易，还包括用户行为记录、用户反馈分析、数据分析等。因此，数据的处理和保护对于电子商

务的成功运营至关重要。数据隐私问题不仅是技术挑战，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体现。在现代社会，

个人的个人信息被广泛用于商业决策、法律诉讼以及社交网络中，这不仅对个人权利构成了威胁，也可

能破坏社会秩序和信任度。例如，在购物平台上，消费者可以通过第三方网站查看他们的交易记录、订

单信息和评价内容，这些数据都可能涉及到隐私泄露。电子商务的核心是提供高效、安全的商品和服务，

但这一过程中的数据处理方式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并严格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因此，数据的收集、使用

和保护是电子商务运营的重要课题。 

2.3.2. 智慧零售、在线购物平台与用户行为分析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智慧零售与在线购物平台的深度融合已成为零售业转型升级的核心

驱动力。通过用户行为分析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够精准捕捉消费者需求、优化运营效率并构建个性化服

务生态。本节主要从技术基础维度，系统探讨三者间的协同作用与影响机制。 
智慧零售的核心技术架构依托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与云计算四大支柱。在线购物平台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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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海量用户数据，包括浏览路径、点击热图、购买记录、评价反馈等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以某头

部电商平台为例，其日均处理数据量超过 100PB，涵盖 2 亿活跃用户的 300 余种行为标签。机器学习算

法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聚类分析与模式识别，可构建高精度的用户画像。例如，亚马逊的推荐引擎通

过分析用户历史浏览与购买数据，将转化率提升 35%；阿里巴巴的“数据中台”系统则实现了跨业务线

的用户行为轨迹整合，使营销响应率提高 42%。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数据采集边界。智能货

架、RFID 标签与移动支付终端的结合，使线下零售场景的“人–货–场”数据得以数字化。银泰百货通

过部署 5000 + 智能传感器，将线下顾客停留时长、动线轨迹等数据与线上会员系统打通，实现全渠道用

户行为分析。 

3. 电子商务技术对现代商业模式的塑造 

3.1. 创业者角色的重构 

3.1.1. 网易公司如何从“创造者”转变为“投资者” 
研究电子商务技术对现代商业模式的塑造可基于技术–经济–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即运用技术革

命理论分析技术革命的周期性特征及其对基础设施的重构作用；运用商业模式创新理论解构电子商务模

式中的价值主张、渠道、客户关系等核心要素；运用技术扩散–响应理论解释企业如何响应技术变革并

重构商业逻辑。下面将以网易公司为例具体分析。 
自 1997 年成立以来，网易公司凭借自主创新在互联网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行业格局变化以及内部战略调整，网易逐渐从以“自研产品驱动”为核心的“创造者”角色，转向更注重

资本运作、投资并购和业务分拆的“投资者”模式。这一转变既反映了互联网行业的演变规律，也揭示

了网易在新时代下的生存策略。 
网易的崛起始于其作为“创造者”的创新能力。创始人丁磊早期以技术见长，主导开发了中国首个

免费邮箱系统 163 邮箱，并凭借个人主页免费服务迅速积累用户，成为中文互联网的标杆企业。2001 年，

网易推出自研网游《大话西游》，随后《梦幻西游》更成为现象级产品，奠定了网易在游戏行业的领先地

位。这一时期，网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研发能力，其业务扩张主要依赖内部技术团队的创新成果，

例如门户网站、在线音乐(网易云音乐)、教育工具(有道词典)等均以自研为主。 
此后，网易逐步将成熟业务分拆为独立实体，以释放资本价值。例如，有道教育于 2019 年纽交所上

市，成为网易首个分拆板块；网易云音乐虽未独立上市，但通过引入外部投资实现估值提升。这种模式

既减轻了母公司的财务压力，又通过资本市场放大业务价值。网易的投资策略从“全面扩张”转向“精

准聚焦”。早期曾试图通过收购海外工作室拓展全球市场，但因成本过高而收缩。2024 年后，网易更侧

重投资国内潜力团队，例如支持《燕云十六声》开发团队，并通过代理暴雪游戏回归获取稳定收益。同

时，教育领域连续投资职问、分贝工厂等标的，构建垂直生态。 
网易的转型折射出中国互联网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精细化运营的变迁。通过资本运作、分拆上市和战

略投资，网易试图在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同时降低风险、扩大生态影响力。然而，如何平衡短期收益与长

期创新，避免沦为单纯的资本操盘手，仍是其未来发展的关键命题。正如丁磊所言：“我们还没有成功，

我们还在成长”——这句话或许正是网易在创造与投资之间不断探索的最佳注解。 

3.1.2. 阿里巴巴的商业生态重构路径 
自 2019 年马云提出“平台、金融、数据”战略以来，阿里巴巴的商业生态经历了多次重大调整。尤

其是在 2024 年至 2025 年，面对市场竞争加剧、新零售试错成本高企以及技术变革的浪潮，阿里通过战

略收缩、聚焦核心业务、强化技术驱动和生态协同，逐步完成了从“重资产扩张”向“轻资产聚焦”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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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重构。这一路径既是对过往十年探索的修正，也是对未来十年发展的前瞻性布局。 
阿里早期的多元化扩张曾带来显著的生态协同效应，但过重的实体零售布局逐渐成为负担。2024 年

起，阿里启动大规模资产剥离：以 74 亿元出售银泰百货、131 亿港元退出高鑫零售，并计划逐步清退苏

宁易购等实体零售股权。这些动作标志着“新零售”战略的实质性退潮，十年间相关投资累计亏损达 574
亿元。蔡崇信在财报电话会上明确表示，传统零售业务“已非核心聚焦”，未来资源将集中投向电商与

科技领域。这一调整源于对市场趋势的深刻反思。实体零售的数字化改造面临线上线下利益冲突、流量

成本高企等难题，而盒马虽实现连续盈利，但其“十几种业态试错”的经历也暴露了重资产模式的局限

性。阿里最终选择保留盒马作为线下零售“独苗”，但将其划入“N”业务群，与核心业务区隔管理，体

现出战略聚焦的决心。 

3.2. 电子商务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3.2.1. 支持式服务时代的商业模式探讨 
在数字经济与消费者主权崛起的双重驱动下，传统以产品为中心的商业模式正在向以服务为核心的

价值创造体系转变。支持式服务作为这一转型的典型范式，其本质是通过技术赋能、资源整合与持续价

值输出，构建客户全生命周期参与的商业生态系统。这种模式不仅重新定义了企业与客户的关系，更催

生了从“交易导向”到“共生价值”的深层次变革[3]。 
技术基础设施的成熟为支持式服务提供了底层支撑。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使企业能够

实时获取客户需求数据，并通过 API 接口、低代码平台等工具快速响应。例如，亚马逊通过提供弹性计

算资源与开发者工具链，帮助初创企业将 IT 运维成本降低 60%以上，使其聚焦核心业务创新。这种技术

赋能逻辑正在从 IT 领域向制造业延伸，三一重工的“根云平台”已接入 50 万台工业设备，为客户提供

预测性维护服务，将设备停机时间缩短 40%。消费者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则倒逼商业模式创新。埃森哲 2023
年全球消费者调研显示，72%的用户更倾向选择能提供持续服务价值的企业，而非单纯销售产品的品牌。

在医疗设备领域，GE 医疗推出的“按扫描次数付费”模式，将设备采购成本转化为运营支出，使基层医

院得以在零首付情况下获得高端 CT 设备，同时 GE 通过远程维护服务获得持续收入，形成双赢格局。 
客户参与度成为价值创造的关键指标。支持式服务要求企业从产品交付点向上下游延伸，构建包含

培训、咨询、优化的完整服务链。Salesforce 的在线学习平台累计培训超过 500 万开发者，其认证体系直

接提升用户对 CRM 系统的使用深度，带动平台客单价提升 35%。这种深度互动使客户从被动接受者转

变为价值共创者。数据资产的运营能力决定服务溢价空间。支持式服务商通过采集设备运行数据、用户

行为数据等，构建动态价值模型。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订阅服务即基于车辆行驶数据的持续积累，其 FSD
系统每月迭代升级的特性，使软件收入占比从 2020 年的 7%提升至 2023 年的 25%3。数据闭环的形成使

服务价值随时间推移持续增值。生态系统协作创造乘数效应。支持式服务企业通过开放平台整合第三方

资源，构建价值网络。微软 Teams 平台集成 2000 余个第三方应用，其每增加 1 个合作伙伴，可带来平均

8.7 万美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 4。这种生态化发展模式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尤为显著，西门子平台已连接 1.5
万家制造企业，通过共享数据分析模型，帮助合作伙伴平均提升产能利用率 12%5。 

3.2.2. 免费、折扣与会员制度的成功实践 
在商业竞争中，免费、折扣与会员制度作为经典的市场策略，不仅能够快速吸引用户注意力，

还能通过差异化服务建立长期客户关系。然而，这些策略的成功并非简单依靠“让利”本身，而是

 

 

3https://ir.tesla.com/。 
4https://ir.Microsoft.com/。 
5https://Siem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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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与品牌定位、用户需求以及运营效率深度结合。以下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探讨其背后的逻辑与

实践要点。 
免费策略的核心在于降低用户初次接触产品的心理门槛，通过零成本体验建立信任感。例如，流媒

体平台 Netflix 在早期推广中提供“首月免费试用”，用户在无需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即可体验其海量内容

库与个性化推荐功能。这一策略不仅快速扩大了用户基数，还通过优质内容促使大量用户在试用期结束

后转化为付费会员。数据显示，Netflix 的免费试用转化率曾长期保持在 60%以上。然而，免费策略的可

持续性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体验环节能否精准展示核心价值，二是后续付费路径是否顺畅。过度

依赖免费可能造成“薅羊毛”现象，导致资源浪费。因此，企业需设计“有限免费”机制，例如限定免费

内容范围或使用时长，既能吸引目标用户，又能筛选出高价值潜在客户。 
折扣的本质是通过价格弹性刺激消费决策，但盲目降价可能损害品牌价值。成功的折扣策略往往与

特定场景深度绑定。例如，亚马逊“Prime Day”通过年度购物节的形式，将折扣活动升级为品牌 IP，消

费者不仅期待低价商品，更将其视为娱乐化购物体验。2023 年 Prime Day 期间，亚马逊全球销售额达 1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远超日常促销效果。动态定价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折扣策略的效率。航空

公司和酒店行业利用大数据分析供需关系，实时调整折扣幅度：当航班座位空置率超过阈值时，系统自

动触发折扣推送，既避免资源闲置，又不会让消费者形成“等待降价”的预期。这种精准化操作使得平

均收益提升 8%~15%6。 
会员制度的进阶形态是构建用户与品牌之间的深度连接。美国仓储零售商 Costco 的案例极具代表性：

其将会员费设定为主要利润来源(2023 财年会员费收入达 46 亿美元，占总利润 72%)，通过严选商品、独

家服务和超低加价率(商品毛利率严格控制在 11%以内)形成闭环。会员不仅享受低价，更产生“内部人”

的身份认同，这使得 Costco 全球会员续费率常年保持在 90%以上。数字化时代，会员运营更强调数据驱

动的个性化服务。星巴克通过 APP 整合会员积分、专属优惠与定制推荐，系统根据消费记录自动发放“生

日免费饮品券”“常购商品折扣券”等权益。这种“懂用户”的服务设计使其活跃会员人均消费额达到非

会员的 3 倍以上。 
免费、折扣与会员制度的本质是用户价值交换的艺术。成功的实践者往往能在让利与盈利之间找到

动态平衡点，通过策略组合构建“用户获得超预期价值—企业提升终身客户价值”的双赢循环。在流量

成本高企的当下，这种精细化运营能力正成为企业突围的关键竞争力。 

4. 结语 

电子商务技术的演进与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度融合，构成了现代商业模式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本文通

过比较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对电子商务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揭示了技术迭代与商业形态变革之间的内

在关联，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对全球化市场、消费者行为及企业战略的深远重塑作用。未来电子商务技术

的演进将继续以“技术–商业–社会”三元互动为特征。企业需在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之间寻求平衡，

例如数据隐私保护与算法透明化问题；政策制定者需关注技术垄断与数字鸿沟的治理；而学术界应加强

对技术革命“非线性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追赶中的路径选择。可以预见，电子商务

的下一阶段将不仅是技术竞争，更是生态体系与价值主张的竞争——唯有融合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方

能实现商业效率与人类福祉的共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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