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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基于“互联网+”平台之下的盈利模式的研究作为企业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国家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的大环境下，人民群众对健康的意识越

来越深，对健康服务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健康服务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互联网+的
背景下，盈利模式的研究对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总结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综合

评述了在“互联网”背景下盈利模式的研究进展，并结合了健康服务业的研究成果，总结在互联网+背景

下健康服务业盈利模式的研究，并在最后提出研究反思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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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study of the profit model based on the “Internet +” plat-
form, a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keep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ate’s ambitious goal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people’s awareness of health is growing,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 services is also increas-
ing, health services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eople’s lives. 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Internet +, the research of profit mod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service indust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profit model in th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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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ternet”, and combin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health service industry, this paper summa-
rizes the research on the profit model of health service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and puts forward the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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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进步，国民经济水平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也越来越重

视自身的健康状况，因此，健康服务业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互联网健康服务通过便捷高效的服务、跨

越地域限制、高效配置医疗资源、满足平台用户多样化的健康服务，提升社会公众的民生满意度和幸福

生活指数(张颖熙，2016) [1]。但我国的健康服务业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理论与实践经验尚不完备，

相关准则制度和产业结构都不完善。 
随着“互联网＋”在市场的不断深化，健康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其影响，特别是在盈利模式方面，企

业应该积极应对市场的多样化发展，特别是在“互联网+”背景之下，通过创建互联网思维模式，创新发

展健康服务业的盈利模式，加强行业内企业的盈利水平，提升市场竞争力。本文通过对互联网+背景之下

健康服务业的盈利模式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推动国内学者深入探讨，为后续健康服务业更好的应

用发挥盈利模式的作用提供新思路。 

2. 盈利模式理论研究 

2.1. 盈利模式概念 

盈利模式概念最早是由 Adrian J. Slywotzky 等人(1998)提出的，在他们看来，盈利模式就是公司在注

重产业发展方向和自己的核心能力的时候，经过自己的战略层次的研究，以此来获取一个稳定、可持续

的盈利能力，并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过程[2]。Teece (2010)认为，盈利模式指的是公司通过提供自己的产品

和服务，让顾客获得服务满意度并且能够创造价值，从而使顾客心甘情愿地支付，并把支付转换成利润

[3]。Rumble etal. (2015)同样认为盈利模式可以创造和获取价值，并提出这种价值是为企业提供的，盈利

模式一个战略概念，对盈利模式的选择不仅取决于高层管理人员的意见，也要兼顾客户以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的想法[4]。姜雪松等人(2022)指出，企业在不断调整和探索可行的盈利模式的同时，还要结合行业特

点及时调整和优化企业的盈利模式，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5]。刘平等(2024)认为价值链对盈利模式的

调整可以帮助企业提升盈利能力，企业可从价值链视角进行盈利模式的优化创新，从而增强盈利能力并

且可以优化盈利模式[6]。Timmers (2013)认为盈利模式从市场竞争中形成，企业通过在竞争中对经营活动

的不断改良探索出获取利润的系统方法，近而形成盈利模式框架[7]。John (2012)认为盈利模式本质上即

商业模式，是企业运营的核心[8]。Osterwalder A (2010)等人认为盈利模式就是企业利用营销策略获得客

户[9]。 
通过对文献的归纳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盈利模式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它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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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多且广泛，虽然不同学者对盈利模式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对它的评价都离不开利润创造这一目标，

并且都强调了盈利模式对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性。 

2.2. 盈利模式实践研究 

关于盈利模式在实践方面的研究，郭俊峰等(2013)认为盈利模式是企业通过最大化的成本协同，通过

孵化产业链，整合企业内外优势资源，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运行机制[10]。杨雪琴等(2019)认为盈利模

式是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它能够决定公司发展前景，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的盈利模式，可以帮

助更多企业实现与合作公司的盈利，促进公司迅速发展[11]。Allan Afuah 等人(2002)主张以价值增值、利

润率、市场占有率和收入增长率等财务指标多方面评价企业盈利模式的盈利性、预期利润及市场竞争力

[12]。Zeeshan Fareed (2016)把企业的价值主张和它的主要业务构成看做是企业自身盈利模式的核心要素

[13]。赵彬彬等(2019)认为盈利模式设计的本质就是项目资源优化组合的一个过程，针对不同的项目可以

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盈利模式，并利用相关资源，实现项目财务可行性，获取项目最大盈利[14]。梁海艳

(2018)从三个方面研究盈利模式的效果，一是从盈利的基础出发，基于盈利的基础面向消费者盈利的具体

体现，二是面向对闲置资源所有者的具体表现，三是根据盈利平台的特定体现[15]。 
相关学者通过对实地公司或行业进行调研，验证了盈利模式深入实践的重要性。黄琨等(2022)对商业

银行赢利模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根据有关资料对其赢利模式进行了经验验证，认为赢利方式和银行

的经营有着紧密的联系，必须要主动地推进销售系统的建立，并加大对非传统业务的渗透[16]。胡阳等

(2022)把社区团购类相关企业作为研究的对象，从多方面探究社区团购的利弊，发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无

论是对企业还是社区都有一定的优势，一定程度可以提升企业抗风险水平[17]。柳霆钧等(2020)对供给侧

改革前后宏伟集团的盈利模式的调整动因与调整的路径进行研究分析，并总结供给侧改革后的对企业盈

利模式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18]。谈多娇(2020)从盈利对象、盈利点、盈利来源、盈利屏障和

盈利杠杠来分析瑞幸公司盈利逻辑上存在的问题[19]。 
通过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现有对盈利模式的实践研究分析主要应用于企业，企业通过设

计不同的盈利模式来获得利益。而现有文献大多都是通过案例分析或者以往经验为主，在具体应用时可

能还缺乏统一的理论支撑。 

3. 基于“互联网+”的盈利模式研究 

3.1. “互联网+”的概念 

2015 年 3 月 5 号，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所提出的“互联网+”，“互联网+”被上升为国家战略，为

我国各个方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互联网+是指将互联网和

传统产业结合在一起，借助信息通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形成新的发展生态。 
“互联网+”项目是指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结合，这也意味着互联网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内在引擎[20]。“互联网+”背景下的经济发展，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协同发展，推动整体

经济的增长[21]。程潇凝(2024)认为在信息化变革的时代，企业也需要创新思维，并且阐述了“互联网+”
对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性，“互联网+”可以通过其先进的技术与创新平台推动企业管理创新发展，要将

“互联网+”思维融合到企业发展之中[22]。李刚等(2023)认为“互联网+”平台不仅得到了政策支持，还

有足够的市场价值，特别是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字化服务，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之一[23]。 
通过对上述文献总结分析发现，“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企业的一种手段，企业也利用“互联网+”

这个现有手段，通过创造新的方式与其更好的融合，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有效资源，并提升企业自身的

能力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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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互联网+”盈利模式研究 

随着大众对“互联网+”概念理解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多企业也通过该互联网平台为自己获得经济效

益。郝书俊(2021)对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盈利模式进行研究，并提出创新新路径，要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

适应经济发展步伐[24]。何宏波站在“生命周期”的角度，探索了互联网平台公司在不同发展时期的赢利

模式，在此基础上，利用博弈理论对各个阶段的关联进行了分析，探索了不同阶段的平台战略对公司的

作用，为公司保护自己的利益，获得长远、稳定的利润，提出了一些战略性的意见[25]。王金凤等(2022)
认为互联网背景下，企业需要不断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满足用户多方需求和高标准要求[26]。曾文宇

(2023)基于盈利模式五要素理论对企业盈利模式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资源，建立利润

屏障，才能加大自己的竞争壁垒[27]。汤红美(2013)认为可以通过延长产业链和丰富产业内容等手段提升

企业的利润率，并且通过探讨得出一种适合自身实际发展情况且能够融入当前大环境的盈利模式，从而

推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28]。杨逸斐等人(2019)认为目前，国内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大多都是处于亏

损状态，因为他们的盈利模式比较单一，大部分的盈利方式都是在与实体医院进行合作之后，向他们收

取一些服务费，或者在服务过程中进行广告投放，从而获得更多的广告费。总的来说，他们的回报时间

比较长，收益也比较少[29]。 
站在消费者角度，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可以为客户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通过有效及时的满足消费者

需求并提供增值服务，提升消费者体验感受，搭建新的盈利空间，并最终获得利润(张旭梅，2016) [30]。
与此同时，企业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进行了更加精准的划分，针对不同群众采用不同的服务内容，最终

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高金城，2016) [31]。但斌(2017)以在互联网背景的创新驱动之下的供应链流程为切

入点，提出基于消费者众筹的“互联网+”供应模式，通过了解消费者偏好来满足利润获取[32]。 

4. 基于互联网+健康服务业研究 

4.1. 健康服务业相关研究 

在国家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的大环境下，健康服务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刚需，健

康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整体国民健康水平，与此同时，健康服务业也为社会和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现如今，我国的健康服务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力发展该产业，这不仅有助

于全民健康素质的提升，更是扩大内需、促进就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周婷，2022) [33]。 
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健康服务业包括医疗服务、

健康管理与促进、健康保险等相关服务，并涵盖了药品、医疗器械、保健用品、保健食品、健身产品等支

撑产业[34]。瞿华等(2013)指出该产业围绕疾病防治、营养健康等领域以生物技术以核心，同时在其延伸

产业链为居民提供更为完善的医药健康服务的产业合集[35]。刘岩(2016)认为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人们健

康观念的显著提升均对健康产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36]。韩德民等(2017)认为随着人们对健康服

务需求的日益增多，健康服务业将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37]。闫梅等(2018)研究北京健康服务产

业的发展，将其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从供给角度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健

康服务模式，加速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和谐宜居之都[38]。将健康中国战略作为健康服务业的行动纲领，

并对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目标、路径和主要任务进行梳理，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在“健康中国”战略中占据

了核心地位(张颖熙等，2018) [39]。 

4.2. “互联网+”健康服务业的研究 

“互联网+”健康服务业是基于互联网迅速发展并不断与各产业相融合而产生的，快速发展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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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让健康服务进入可移动时代，而移动电话等电子产品的出现，让消费者与健康服务之间有了交流工

具。但由于该行业起步较晚，“互联网+”健康服务业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以下是国内外学者的一些

代表性观点。 
由于在健康服务业中，医疗服务占据主要地位，所以目前研究大多是关于医疗方面。Rohokale (2011)

等通过总结并得出相关的理论，提出了在网络环境下，通过网络进行诊疗、监控、远程诊疗等健康服务

的设想[40]。江积海等(2021)认为互联网医疗是由于“互联网+”技术对医疗服务行业的渗透融合而产生

的，是医疗行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41]。郭薇(2016)等人对互联网医疗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相信互联

网医疗的出现，可以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医疗资源在空间上的限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医疗服务建设

的目的，创建一个全新的生态化运作体系[42]。候汉坡等(2022)认为可以以互联网为建设基础，通过科技

手段来获得信息支撑并调动相关服务资源，完善相关评估体系，促进康养产业的智能化发展，满足老年

人健康服务需求[43]。保险业科技发展促使健康保险迎来了新的变革，通过互联网下产业数字化转型，健

康保险业实现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加强了该行业的风险预报能力，切实的满足了客户需求[44]。彭玉凌

等(2018)认为我们需要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平台上，来推进中药产业的调整和变革。在此基础上，我们要

以需求为导向，通过对中药行业的供给侧进行结构变革，在顶层设计上，搭建“政、学、用”三方合作

的创新机制，并借助大数据平台，促进中药健康管理系统的建设[45]。 

5. 文献述评 

互联网+健康服务业的商业模式为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通过加强互联网与该领

域的深度融合，不仅可以保障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美好向往的需求，而且有助于扩大社会内需，通过对

该产业结构进行不断的优化调整，可以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李桥兴，2017) [46]。徐雷等(2021)认
为要打消客户对互联网健康服务的顾虑，攻克技术难题，整合资源加强核心竞争力，最终提升盈利空间

[47]。张文莲(2020)认为通过加快线上线下整合，构建数字健康框架，加强对运营成本的控制，可以帮助

健康服务企业获得盈利[48]。李毅彩(2020)认为健康服务企业可以通过应用大数据平台，建立客户健康管

理系统，构建供应链智能服务平台，提升客户在健康管理服务中的体验感，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49]。于

保荣(2019)等学者对目前我国的在线医疗的经营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包括：非互动医疗健康信息服务、

在线问诊、医药电商、健康监测管理、医疗服务流程优化共五种模式，并依据具体案例对其进行了具体

分析[50]。高艺维(2023)以平安健康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盈利驱动、收入结构和市场地位三个方面出

发并建立相关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企业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发挥协同作用等方面为公司扩展

盈利空间[51]。冯荣霞(2022)认为利润是企业发展的目的，在经济共享的网络时代，盈利模式的每一个元

素都会随着业务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各要素内容，发掘出新的利润点增长点，从而使

公司的盈利模式更加丰富[52]。苑淑云(2023)认为我国现今健康医疗行业发展迅猛，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但也存在很多现实问题，并且缺乏与我国国情与宏观政策相结合的针对性案例研究[53]。 
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得出“互联网+”健康服务业的盈利模式具有多样化、独特性与高效益等特点，

通过对该行业盈利模式的研究，可以帮助企业整合资源，探索利润点，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链。但由于

该行业起步阶段较晚，很多方面缺乏创新性，企业还需要加强对“互联网+”下盈利模式的研究，促进互

联网与健康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6. “互联网+”健康服务业的研究反思与展望 

6.1. 研究反思 

通过对“互联网+”健康服务业盈利模式的现状进行研究梳理后得出结论，我国的健康服务行业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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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呈现着增长趋势，但该行业在我国发展历程比较短，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都不够充分，所以发展存在

着一些不足的地方。(1) 首先，到目前为止，我国都没有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互联网+平台

的健康服务业的安全性，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与法律条文作为参考，在出现比较复杂问题时，难以划分

责任，长此以往，可能会制约互联网健康服务事业的发展。(2) 其次，在盈利模式的应用方面，多数采用

定性形式或用经验来描述，很多企业对盈利模式的理解与运用都是借鉴其他成功企业，而缺乏自己的特

有性，没有很好的与自己企业实际情况相结合。(3) 最后，虽然文献的梳理是基于国内外学者对盈利模式

的研究，并且结合了“互联网+”背景与盈利模式的特点，但是受限于国情之间的差异，宏观政策不同，

不同行业发展阶段不同，还需要结合健康服务业实际情况去做进一步研究与总结，让研究更加客观与全

面。 

6.2. 研究展望 

当前，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健康服务业的前景日益被人们所关注，健康服务业已然成为黄金

产业，特别是在疫情之后，互联网+平台成为人们健康服务的重要渠道，用户对此需求也越来越大。相关

企业要把握住机遇，健康服务业市场需求巨大，还有很多未开发领域，利用“互联网+”平台，及时获取

最新信息，并且进行产业延伸，比如像最近几年迅速发展的康养行业，通过产业延伸，让健康服务业的

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增加企业获利渠道，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 
同时也希望未来在该领域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进来，通过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健康服务业的盈利问

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为我国健康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推动中国互联网健康服务业

的发展，为公众健康做出一点贡献，也让“健康中国”战略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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