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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社会进步的步伐异常迅猛，这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是密不可分的，网络时

代的到来是无法忽视的。网络技术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消费者对产品提出更高的要求。因

此，在这个全新的网络时代背景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观念经历了多方面的改变，这也意味着企

业在市场营销策略上需要相应地进行调整。企业想要适应现在的市场环境，必须将网络营销策略运用到

其中，从而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以及市场份额。为了满足当前人们的购买需求，企业应在新网络时

代的市场中寻找并占据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时代的发展趋势。本文旨

在探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期为企业的市场营销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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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pace of social progress is exceptionally rapid,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networks. The arrival of 
the Internet era cannot be ignored. While network technology brings convenience to our lives, it 
also makes consumers demand higher standards for products. Therefore, in this new era of the in-
ternet, people’s consumption concepts in daily life have undergone various changes, which also 
means that enterprises need to adjust their marketing strategies accordingly. To adap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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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market environment, enterprises must apply online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acquisition of more profits and market share. In order to meet the current purchasing needs of peo-
ple, enterprises should seek and occupy their own market share in the market of the new network 
era.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etter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urrent era.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enterprise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identified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d targeted solutions to assist enter-
prises in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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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经济时代已经全面到来。企业市场营销的环境和方式发生了深刻

变化，网络营销逐渐成为主流。然而，在网络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缺乏创

新、竞争激烈、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制约了企业的持续发

展。因此，对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有效的对策，对于推动企业

市场营销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解决策

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企业市场营

销的环境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这些变化对企业市场营销带来的挑战，通过系

统分析存在的问题，为企业制定适应网络经济时代要求的市场营销策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进而

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 

2. 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的理论基础 

2.1. 网络经济时代的特征与影响 

在网络经济的背景下，快速响应、高度渗透和自我扩张成为其显著特点。网络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

济形态。互联网消弭了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即时性，使得企业能够迅速适应

市场的变化。信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与此同时，信息技术

已经深入到各个行业中，使得产业的边界变得模糊，并催生了新的业务模式。网络经济改变了企业经营

模式，促使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竞争力。另外，由于网络经济的边际效益

持续增长，这导致了经济活动的效益也在不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市场营销面临着诸多挑战与机

遇。这些独特的特性对企业的市场营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拥有更新的信息理念和知

识体系，以便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提高营销效能，并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2.2. 企业市场营销的相关理论 

在网络经济的背景下，企业的市场营销理论覆盖了众多领域。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不

同理论对市场营销产生着巨大影响。在这其中，STP 理论显得尤为关键，它涵盖了市场的细分、目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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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选择以及市场的定位，为企业在确定营销策略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消费者行为研究是其重要

内容之一。另外，4P (产品、价格、促销、渠道)理论和 4C (顾客、成本、便利、沟通)理论也是市场营销

的核心要素。前者更侧重于企业的视角，而后者则更多地关注于满足顾客的需求。另外，网络营销中的

口碑传播和搜索引擎等新技术更是为企业创造了无限商机。在网络经济时代，这些理论共同为企业的市

场营销提供了坚固的理论支撑[2]。 

2.3. 网络经济时代对企业市场营销的新要求 

在网络经济的背景下，企业的市场营销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需求。在这种环境下，企业要实现可持续

发展，必须重视顾客价值创造和维系。公司应当坚持与消费者之间的互惠互利原则，并重视建立长久的

合作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加强对消费者信息和消费行为的分析，制定科学有效的产品规划，通过

差异化竞争战略吸引消费者注意力[1]。与此同时，企业应该把客户放在营销活动的核心位置，提供定制

化的服务，以满足他们的高级需求。企业需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营销活动，并通过网络营销实现与目标

客户之间的直接互动，进而提高营销效率，提升营销效果。除此之外，企业还需要拥有出色的数据分析

技巧，以准确地了解市场动态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从而更好地制定营销策略。企业还应通过开展网络

营销，提升自身竞争力。最终，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的快速演变，企业需要持续地创新其市场营销策略，

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突出重围。 

3. 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 

3.1. 市场营销观念滞后 

在网络经济时代，部分企业仍固守传统的市场营销观念，未能及时跟上市场变革的步伐。这些企业

往往过于依赖传统的营销手段，如大量投放广告、开展线下促销活动等，而忽视了网络营销的重要性。

市场营销观念的滞后，导致企业难以精准捕捉消费者需求，错失市场机遇。此外，传统营销方式的高成

本也加剧了企业的经济负担，降低了市场竞争力。因此，更新市场营销观念，积极拥抱网络营销新趋势，

已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2]。 

3.2. 网络营销手段单一 

在网络经济时代，部分企业仍深陷传统营销模式的泥淖，网络营销手段显得单一且缺乏创新。这些

企业往往仅依赖于有限的线上平台发布广告和信息，忽视了社交媒体、内容营销、大数据精准推送等新

兴网络营销手段的运用。这种单一性不仅限制了企业的市场覆盖面，还难以有效吸引和留住目标客户群

体，导致营销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企业需紧跟时代步伐，拓宽网络营销视野，丰富营销手段，以实现更

广泛的市场触达和更高效的营销转化[3]。 

3.3. 缺乏有效的市场调研与分析 

在网络经济时代，部分企业忽视了市场调研与分析的重要性，导致市场营销策略缺乏针对性与实效

性。这些企业往往凭借主观臆断或过往经验制定营销计划，忽视了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与消费者偏好的

多元化。缺乏有效的市场调研，企业难以准确把握目标市场的真实需求，进而造成产品定位模糊、营销

策略失效。此外，忽视数据分析也限制了企业对市场趋势的预测能力，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

被动地位[4]。因此，加强市场调研与分析，成为企业提升市场营销效果的关键一环。 

3.4. 客户关系管理不善 

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中客户关系管理不善的问题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客户信息散乱、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696


严轩 
 

 

DOI: 10.12677/ecl.2025.1451696 3796 电子商务评论 
 

缺乏系统性管理，客户需求分析不足，导致个性化服务缺失。同时，客户维护力度不够，沟通渠道单一，

难以建立稳固的客户关系。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还制约了企业市场营销效果的提升。

因此，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完善客户信息管理体系，深入分析客户需求，拓宽客户沟通渠道，成为企业

亟待解决的问题[5]。 

3.5. 营销人才短缺 

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是营销人才的短缺。随着数字化营销的兴起，

企业对既懂传统营销理论又精通网络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激增。然而，当前市场上这类人才供不应求，

导致许多企业在制定和执行网络营销策略时力不从心。此外，部分企业对营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不够重

视，进一步加剧了人才短缺的现状。这不仅限制了企业市场营销的创新与发展，也影响了其在激烈市场

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加强营销人才队伍建设已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4. 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的对策 

4.1. 创新市场营销观念 

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的首要对策是创新市场营销观念。传统营销观念已难以适应当前快

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需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数据驱动的营销理念。通过深入分析消费者行为和市

场需求，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同时，企业还应注重培养跨界合作思维，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打

造全方位、多渠道的营销体系。只有不断创新市场营销观念，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实现可持续发展。 

4.2. 丰富网络营销手段 

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需不断丰富网络营销手段以提升市场竞争力。一方面，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

短视频平台等新兴渠道，通过创意内容和互动营销吸引用户关注；另一方面，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推荐，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此外，开展线上直播、虚拟体验等新型营销

活动，增强用户参与感和沉浸感。通过这些丰富多样的网络营销手段，企业能有效拓宽市场边界，提升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4.3. 加强市场调研与分析 

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需高度重视市场调研与分析。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深入挖掘消

费者需求与市场趋势，为企业营销策略提供精准数据支持。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调研体系，定期收集并分

析市场动态，及时调整营销方案。同时，注重消费者反馈，利用社交媒体等渠道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加

强内部数据分析团队建设，提升数据解读能力，确保市场调研结果的有效转化与应用，从而在网络经济

浪潮中保持市场竞争力。 

4.4. 优化客户关系管理 

在网络经济时代，优化客户关系管理至关重要。企业需运用 CRM 系统整合客户信息，实现精准营

销。通过数据分析，深入了解客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增强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同时，构筑以客户

为中心的企业文化，鼓励全员参与 CRM，确保每位员工都能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此外，企业应持续创

新 CRM 策略，以适应市场变化，通过“一对一营销”等策略，提升营销效率，降低客户流失率，最终实

现企业与客户的双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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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加强营销人才培养 

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营销人才的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

因此，加强营销人才培养成为企业的重要任务。企业应注重引进具备互联网思维、数据分析能力和创新

精神的营销人才，同时加大对现有营销团队的培训力度，提升其网络营销技能和市场洞察力。通过构建

完善的营销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营销队伍，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

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5. 结语 

本研究针对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企业在网络

营销中普遍面临定位模糊、策略单一、技术创新不足及客户关系管理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通过综合分析，本文提出了明确市场定位、多元化营销策略、加强技

术创新及优化客户关系管理等对策，以期为企业提升网络营销效果提供参考。研究表明，积极应对这些

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将有助于企业在网络经济时代取得更好的市场表现。 
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飞速进步，网络已经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网上

购物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实体店，成为了人们首选的购物方式。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成熟，企业之间的竞

争也越来越激烈，企业想要取得长久的生存和发展就要不断创新和完善自己的营销模式，并根据市场环

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其市场战略，以确保在网络化时代，企业的效益能够持续增长，实现企业的全面发展

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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