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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商平台通过数字赋能实现了商业模式的革新与生态系统重构，推动了产业

链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与优化。本研究旨在探讨电商平台在数字赋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其对商

家、消费者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与作用。通过分析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如何赋能

电商平台，提升其运营效率并推动商业模式的转型，揭示了电商平台如何通过整合多种技术支持实现从

传统商品交易到智能化、多元化生态模式的转型。结果表明，数字赋能不仅提升了商家的销售效果和消

费者的购物体验，还通过资源整合和产业链协同促进了平台的多元化发展，使其不再仅仅是商品交易的

平台，而是成为了一个集成多种服务、涵盖多个产业环节的综合性商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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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achieve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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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usiness models and reconstruction of ecosystems through digital empowerment, dri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various segments of the industry chai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e-commerce platforms in the digital empowerment process and analyze their 
impact and function on merchants, consumers, and the overall ecosystem. By examining 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 e-commerce 
platforms, enhanc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models, this 
study reveals how e-commerce platforms integrate multiple technologies to facilitate the shift from 
traditional commodity transactions to intelligent and diversified ecosystem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empowerment not only enhances merchants’ sales performance and consumers’ 
shopping experience but also promotes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platforms through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industry chain collaboration, transforming them from mere commodity transaction 
platforms into comprehensive business ecosystems that integrate various services and cover mul-
tiple industry se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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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一进程中，电商

平台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赋能，电商平台不仅

在商业模式上不断进行革新，还在生态系统层面发生着深刻的重构。尤其是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赋能下，电商平台不仅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而且为商家、消

费者及整个产业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与挑战。这一变化促使电商平台不仅仅是一个商品交易的市场，

更逐渐发展成一个高度复杂、互动性强的商业生态网络，涵盖了从生产、销售到消费的各个环节。 
数字赋能指的是通过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数字技术赋予企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能力，帮助企业实

现从“无能、弱能”向“有能、智能”转变[1]。它涉及利用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据驱动的决策，增强平

台各参与者(如商家、消费者、平台本身等)的竞争力与创新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电商平台作为信息流、

资金流、商品流的集成载体，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从传统交易模式到智能化、多元化生态模式的转型。

传统电商平台的主要功能集中在商品交易和物流配送等基础环节，而在数字赋能的推动下，电商平台的

功能逐渐扩展至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社交互动、个性化推荐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商业

生态。 
数字赋能为电商平台带来了诸多优势，尤其在提升运营效率和客户体验方面表现突出。通过大数据

技术，电商平台能够精准分析用户的消费行为，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推荐和精准的营销策略，极大地提升

了商家的销售效果和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例如，苏宁云商依托其全场景资源和数据优势，向品牌商进行

数据赋能以打通消费端和生产端，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

的应用，也使得电商平台在库存管理、智能客服、物流配送等方面实现了更高效、精确的运营，进一步

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例如，雀巢通过使用阿里巴巴的“智能供应链大脑”系统将库存周转天数下

降 40% [2]。此外，云计算技术的应用则有效增强了平台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为大规模的在线交易和数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86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冉豪杰 
 

 

DOI: 10.12677/ecl.2025.144860 42 电子商务评论 
 

据处理提供了有力支持。 
与此同时，数字赋能不仅推动了商业模式的转型，还促使了电商平台生态系统的重构。传统的电商

平台多以商品交易为核心，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商平台逐步扩展到供应链管理、金融支付、物流配

送、社交互动等多个环节。这种多元化的发展使得电商平台不再是单一的交易平台，而是成为了一个集

成多种服务的综合性平台。商家不再只是提供产品，消费者不仅仅是购买商品，平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

着多重角色，成为连接各方的枢纽。通过与第三方物流公司、支付机构、金融机构以及社交平台的合作，

电商平台实现了更加紧密的产业链协同与资源整合，形成了一个高度互动的商业生态。 
这种生态系统的重构不仅对商家和消费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推动作用。

对于商家来说，电商平台提供了从销售、推广到资金流、物流配送等一站式服务，极大地降低了运营成

本，并提高了市场反应速度；对于消费者来说，平台提供了更加便捷、个性化的购物体验，改变了传统

的购物方式，同时也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行为。更重要的是，电商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

能算法和智能物流等技术，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各环节的运行效率。 
因此，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电商平台数字赋能的技术基础、赋能路径及其影响效应，揭示其内在机

制，并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本文将总结电商平台数字赋能的关键技术

与应用路径，结合实际案例，分析数字赋能对商家、消费者及平台生态的赋能效果。 

2. 数字赋能的理论基础 

2.1. 数字赋能的内涵 

“赋能”起源于组织行为里“授权赋能”的研究领域，强调下属期望或者自我效能感提升的过程。

学者们关注赋能的过程，该过程被分为三个关键维度：结构赋能、心理赋能和资源赋能。结构赋能强调

组织内部成员在权利分配和决策制定的参与，鼓励各级员工群策群力，加强组织协调和沟通。心理赋能

主要聚焦于改善社会心理与增强内生动机等主观感受，通过提升被赋能者的自信、自我意识、决断、魄

力等，助力被赋能者建立战略管理思维，提升规划与分析能力，使得被赋能者感受到真正获得能力。资

源赋能聚焦于资源的获取和管控，使资源能够被高效整合与利用[3]。 
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作为潜藏价值量巨大的

一种新兴资源，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对数据的有效收集、存储和利用可以为不同主体带来巨大的效益，

在互联网背景下，数赋能逐渐转变为资源赋能的核心[4]。数字赋能成为了国内外的研究热点。然而由于

研究角度和内容侧重点不同，不同学者在对数字赋能的表述上颇有差异，如数据赋能、数字化赋能、数

字经济赋能、数字技术赋能等，但是这些赋能的本质上都是依赖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或新一代信息通信

技术对经济活动行为能力的赋能，只是定义尚未形成统一标准[5]。归纳来看，大体上形成以下几类观点： 
第一类是基于技术赋能，认为数字赋能是通过应用数字技术赋能主体获取、分析和利用数字资源，

提升生产效率，重塑企业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进而实现价值创造的动态过程[6]。一方面，数字技术与

传统要素的融合颠覆了传统的创新过程，使得研发主体能够识别出更多的创新机会，开发更多的创新产

品组合[7]；另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的连通性，能够有效降低组织间的沟通和交易成本，提升组织的生产

效率和灵活性[8]。 
第二类是基于数据赋能，认为数字赋能集中表现为数据赋能，是指通过挖掘、分析与应用数据资源，

使主体获得决策优化、效率提升或创新突破的能力强化过程。数据赋能的能力是动态能力，大数据提升

了制造企业的企业动态维持能力、协同合作能力以及协同共创能力[9]。数据赋能可以划分为智能能力、

连接能力和分析能力 3 个维度，其中，智能能力是人工参与程度低的情况下通过硬件设施来感知、抓取

信息的能力，连接能力是以通信技术实现与智能化的各类产品进行连接的能力，分析能力是对客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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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逻辑处理和场景模拟来挖掘客户需求的能力[10]。 
第三类是基于平台赋能，认为数字平台企业能够为组织与个体之间的价值共创提供平台载体支撑，

赋予平台参与者生产、创新和竞争的能力，促进平台与供需双方的资源整合和配置优化[4]。平台的数字

化赋能可以明显加快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成为更好的生态参与者。京东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近 180 万台

工业设备，为 1050 家大型企业和超 120 万家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服务，帮助制造工厂大幅减少产品需求

调研时间，使新品上市周期缩短 67% [11]。阿里巴巴通过强大的资源整合向平台内商家赋能，从而实现

全链路精准传播，使商家更能提高效率以及降低多种交易成本，极大的激发了商家的经营活力。 
尽管不同学者对数字赋能有不同的表述和侧重点，核心观点均强调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对提升个体

或组织能力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数字赋能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

资源的应用，提升个体、组织或社会群体的能力，使其在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更有效地实现目标、创

造价值的过程。数字赋能不仅仅是技术的应用，更是通过数字技术驱动的能力建设和创新，改变传统的

业务流程、工作方式和价值创造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数字化手段，使参与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决策、

沟通、协作与创新，从而提升整体的竞争力。 

2.2. 数字赋能的核心技术构成 

2.2.1. 大数据 
大数据技术是数字赋能的基础之一。电商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行为数据、交易数据、社交互动

数据等，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及购买习惯。这一过程不仅帮助平台进行个性化推荐，还能够精

准制定营销策略，提高广告投放的效果。此外，大数据还为商家提供了实时的市场动态分析，使其能够

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优化产品定价、库存管理和供应链运作。电商平台通过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技术，

从庞大的数据集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进一步提高了预测精度和决策效率。数据驱动的决策机制使得电

商平台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快速适应并采取最合适的行动，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 

2.2.2. 云计算 
云计算作为一种提供高效、灵活计算资源和服务的技术，是数字赋能的关键支撑。电商平台的快速

发展离不开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尤其是在面对海量数据和高并发交易时，云计算能够提供即时、

高效的资源调度与管理。借助云计算，电商平台能够在不进行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情况下，实现大规模

的系统扩展与高并发处理，从而降低运营成本。云计算的普及使得电商平台能够实现数据存储的去中心

化和资源的弹性伸缩，进而提升平台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使得平

台能够根据业务需求，快速调整服务和部署策略，增强了平台的适应性和竞争优势。 

2.2.3.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I)是数字赋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多个技术

领域。电商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优化用户体验和提升运营效率。例如，平台通过机器学习算法不断

优化个性化推荐系统，基于用户的浏览历史、购买记录等数据，预测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商品，并进行精

准推荐，从而提高转化率。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智能客服和语音助手中，帮助电商平台

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客户服务，快速解答消费者的问题，提升用户满意度[12]。此外，AI 技术还在智能

搜索、虚拟试衣、价格预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智能化和便捷的购物体验。 

2.2.4. 区块链 
区块链技术在电商平台的数字赋能中逐渐发挥出独特的优势。作为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具

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和透明性等特点。在电商平台中，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于供应链管理、支付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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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伪溯源等多个方面。通过区块链技术，平台能够确保商品的溯源信息透明可查，有效避免假冒伪劣商

品流入市场。在支付结算领域，区块链技术使得跨境电商交易更加高效、安全，减少了中介环节，降低

了交易成本。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中，区块链能够提供高效的支付与清算系统，使得电商平台能够顺利

地进行全球化运营。同时，区块链还能够有效保护用户的隐私，提升数据安全性，增强消费者对平台的

信任。 

2.2.5. 移动互联网与 5G 技术 
移动互联网与 5G 技术为电商平台提供了更加高速和便捷的访问体验。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电商平

台能够提供更加流畅的视频直播、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体验，从而丰富消费者的购物场景。消

费者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购物，增强了电商平台的用户粘性和交易量。此外，

5G 技术的大带宽、低延迟和高可靠性特点，使得电商平台可以支持更多的实时交互和交易，特别是在直

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兴模式中，5G 技术为这些创新业务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 

3. 电商平台的赋能路径 

3.1. 对商家的赋能 

在数字化时代，电商平台不仅仅是商品交易的场所，更是推动商家数字化转型、提升竞争力的重要

赋能工具。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的普及，电商平台为商家提供了

丰富的数字化服务，帮助其提高运营效率、拓展市场、实现全球化经营。商家借助这些数字化服务不仅

能够提升自身竞争力，还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创造出更多的商业机会。例如，沃尔玛自 2021
年以来一直为小型零售商提供云技术和能力开放。通过利用平台上的数据，零售商可以直接接触到更多

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甚至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13]。eBay 在其数字平台上向

卖家提供了 AI 驱动的机器翻译系统，极大地促进了跨境电商的发展，有效提高了国际贸易的便捷性和效

率[14]。Li 等[15]对阿里巴巴数字平台上的七家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案例研究，发现中小企业通

过借助平台的数据分析等功能提高了运营效率。例如，商家可以利用平台提供的分析工具跟踪销售数据、

分析市场趋势、优化库存管理，并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提升供应链效率。通过这些服务，商家可以准确

把握市场动态，减少无效的库存积压，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3.2. 对消费者的赋能 

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消费者行为的显著变化，电子商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转型。这一转型的推动力不仅来源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普及和电子支付技术的成熟，也得益于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AI)等新兴技术的持续创新。自 1990 年代初电子商务的萌芽以来，其发展经历了从简

单的文本展示和静态商品交易，到如今支持全球互动交易和多元化业务模型的数字平台。随着技术的不

断演进，电子商务正逐步走向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和沉浸式的购物体验。例如，云养殖作为一种新兴的

养殖模式，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养殖过程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大大提升了消费者的沉浸感和参与

感。大山里的养蜂人嫩哥，通过直播近距离展示土蜂蜜和割蜜的场景，曾经一小时直播就成交 105 万[16]。 
特别是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的出现，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具沉浸感的购物体验，通过构建虚

拟空间和场景，突破了传统线上购物的局限，让消费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知商品与环境的互动。消费者

不仅能够在线浏览商品，还可以“进入”虚拟商店，体验产品的功能与外观，仿佛置身于实体店铺，这种

革命性的变化大大增强了消费者的参与感和购买意图[17]。此外，元宇宙的兴起为电子商务注入了更多的

互动性和情感维度，通过沉浸式的购物环境，消费者能够在虚拟世界中完成从体验到购买的完整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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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更加个性化和深度的消费交互[18]。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为电商平台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通过分析大量消费者

行为数据，如浏览轨迹、搜索习惯、购买动机以及社交媒体互动等，AI 可以精准地识别出每个消费者的

需求和兴趣，进而帮助平台实现个性化推荐。例如，阿里巴巴推出的“千人千面”智能店铺模块，能够根

据用户的行为数据和兴趣偏好，动态调整商品展示和推荐策略，将最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每一位消费者，

从而显著提高转化率和用户满意度[19]。这种基于大数据和 AI 的个性化推荐系统，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

量身定制的购物体验，也帮助商家实现精准营销和库存管理，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3.3. 对生态系统的赋能 

电商平台如京东、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企业不仅通过数字技术连接多方主体，还在整个生态系统

中发挥着重要的赋能作用。随着平台用户基数的扩大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电商平台逐渐转型为生态

系统中的核心赋能者，通过技术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推动了生态圈内各方的协同发展。例如，作为数

字赋能核心平台的爱回收构建了其商业生态系统，主要参与者包括消费者、电子商务平台、品牌交易商、

第三方物流企业、二手物品购买商。它连接了不同的行为主体，通过三条路线为其进行数字赋能：结构

赋能、心理赋能和资源赋能[20]。 
首先，电商平台为商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运营工具，帮助商家提升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创

新能力。平台通过提供数据分析、智能推荐和个性化营销等服务，帮助商家精准识别消费者需求，优化

库存管理，提升营销效果，进而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越来越多不具

备强大资源基础的中小企业进入电商平台所构建的生态系统，进行电商创业，成为电商平台的一部分[21]。 
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便捷的购物体验。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的数字生态系

统，平台使得消费者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界面上轻松访问来自不同商家的商品，享受从浏览、支付到配送

等全方位的一体化服务。此外，平台还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消费者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提

供个性化推荐，增强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和忠诚度。 
电商平台不仅与商家、消费者密切合作，还通过跨行业的合作，构建了一个涵盖物流、金融、媒体、

娱乐等多个领域的多维生态网络。例如，电商平台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各种支付和融资服务，极

大地便利了消费者和商家的交易活动；与物流公司的合作，使得商品的配送更加高效和便捷；而与娱乐

和媒体行业的联动，则通过内容营销和品牌推广，进一步加强了平台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和用户粘性。 
平台在推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和价值创造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生态系统内部各方的协同效

应。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信息流通、促进创新合作，电商平台在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和共享的商业环

境的同时，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共同发展。 

4. 研究评述与未来方向 

数字赋能不仅提升了平台的技术能力，也推动了电商平台商业模式的深刻变革。通过技术赋能，电

商平台从传统的商品交易扩展到跨境电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新兴模式，实现了业务多元化与生态

系统重构。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大多数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技术的应用，缺乏对数字赋能整体

机制的系统性分析。同时，数字赋能对电商平台长远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市场竞争力、消费者行为及

平台生态的深远变化，尚缺乏全面的探讨。此外，数字赋能的可持续性问题，尤其是在隐私保护、数据

安全等方面的挑战，也未受到足够重视。具体而言，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数字赋能的系统性作用机制研究。突破单一技术视角，构建人工智能 + 区块链 + 大数据 + 物联网

的复合技术分析框架。重点研究多技术融合下平台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规律，如算法推荐与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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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协同重构消费场景；针对不同商业模式(B2C/C2M/O2O)和平台规模(超级平台/垂直平台)，建立数字

化赋能效果评估矩阵，揭示技术渗透率与商业价值转化的非线性关系。结合制度理论，探讨数字技术应

用与平台治理规则之间的动态适配机制，特别是在跨境数据流动、数字产权界定等新兴领域。 
数字赋能的长期影响评估体系构建。建立动态博弈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平台竞争格局。重

点关注：(1) 算法定价对市场进入壁垒的影响；(2) 用户画像技术带来的竞争优势；(3) 数字生态系统间

的跨界竞争机制；构建生态系统健康度评估指标体系，包括技术冗余度、利益相关者共生指数、危机响

应效能等维度。特别关注直播电商等新兴模式中的流量泡沫风险与生态稳定性。 
数字赋能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量化评估算法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如智能仓储系统带来的能源节约

效应。开发环境–社会–治理(ESG)导向的数字化改造方案，探索碳足迹可视化技术的商业应用，进行绿

色数字转型研究：构建跨境数据流动的风险评估模型，研究不同法域下(如 GDPR 与中国数据安全法)的
平台合规策略组合。探讨数字服务税等新型监管工具对平台全球化的影响。 

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构建技术革新与数据安全的动态平衡机制。通过引入隐私计算技

术，在保障数据主体权益的前提下实现商业价值的深度挖掘，同时建立分级授权体系，依据数据类型敏

感度差异实施差异化保护策略，并通过选择性激励机制(如数据贡献度与平台服务权益的动态匹配)提升

用户参与意愿；此外，还可以在跨境电商供应链优化、实时定位服务等典型场景中实证分析技术伦理与

商业效率的均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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