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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石梅等：

社交电商平台颠覆性创新的触发机制研究
——基于拼多多的案例研究

蒋石梅，曹 辉，覃欣然，石佳钰，孙 静
（1.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天津 300401）

摘 要：以社交电商平台拼多多为研究对象，开展探索性单案例研究，将其颠覆性创新分为切入下沉市场、侵蚀主流市场两阶

段，分析其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匹配共演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路径，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颠覆性创新触发机制模

型。结果表明：第一，在颠覆性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匹配共演的，二者在匹配共演下形成螺旋上升的循环

链。第二，颠覆性创新要分阶段实现，其触发机制包括前置条件、突破口及驱动因素；在不同阶段，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分

别作为前置条件和突破口，内外部环境作为驱动因素。第三，在颠覆性创新过程中，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内外部环境的驱动作

用，注重内部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战略及外部市场竞争、市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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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新产品和新技术不断涌现，创新已成为企业不可避免的课题。在这样的背景

下，当某个市场或技术发生变革时，创新就成为后发企业弯道超车、战胜行业领先企业的重要法宝。为了阐

明领先企业失败的原因，Christensen和 Clayton（1997）教授提出了颠覆性创新的概念。但相比解释领先企业

失败的原因，大家更加关注后发企业如何实现颠覆性创新，从而战胜领先企业。

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商业模式、核心技术和产品市场三方面展开，探讨这些因素在颠覆性创新中所起的作

用。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将技术与商业模式分开，单独探讨它们对颠覆性创新的作用。然而，后发企业的颠

覆性创新不是由技术或商业模式某一类创新单独实现的，而是由二者相互作用、匹配共演实现的（王金凤等，

2019）。目前鲜有研究将技术、商业模式及颠覆性创新结合起来探讨。另外，一些学者讨论了颠覆性创新的

实现路径（张鹏等，2018），但对于如何触发颠覆性创新的研究不够充分（李华军等，2021）。颠覆性创新对于

后发企业实现赶超及在位企业保持自身竞争优势都至关重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许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

司在技术和市场竞争中长期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企业很难实现突破和追赶（王金凤

等，2019）。因此，需要探讨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触发机制，并结合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探索企业如

何实现颠覆性创新，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为了解开颠覆性创新触发机制的黑箱，本文选取了典型的社交电商平台型企业拼多多作为研究对象，探

索其如何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共演之下实现颠覆性创新，并分析其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触发机

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缺，并为其他后发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提供借鉴。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1. 颠覆性创新

1997年，哈佛商学院的 Christensen教授在其著作《创新者的窘境》中系统地阐述并分析了颠覆性创新的

概念与作用。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指的是创造新市场或通过提出新的价值主张来重塑现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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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Christensen等（2015）将颠覆性创新分为新兴市场颠覆和低端市场颠覆。新兴市场颠覆指后发企业聚焦

于在位企业没有涉及的消费群体，通过满足非主流消费群体的需求逐渐渗透至主流市场，从而实现颠覆的过

程。低端市场颠覆指后发企业针对被在位企业忽视的低端消费市场，为其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或服务，并通

过产品和服务的改进逐渐侵蚀主流市场，进而达成颠覆。

颠覆性创新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的过程（Si and Chen，2020）。许多国内外学者针对颠覆性创新实现的阶

段和路径开展了研究（表 1）。Christensen（2006）认为，低端市场的颠覆性创新是企业从识别市场机会、重构

客户价值、到整合渠道的过程。Petzold等（2019）认为颠覆性创新的过程主要有三个阶段：启动阶段、利基市

场阶段和主流市场阶段。其中，在启动阶段，颠覆性技术及其商业模式开始形成；在利基市场阶段，商业模式

逐渐发展并进入低端或利基市场；在主流市场阶段，企业进入主流市场并产生颠覆性效应。国内学者对颠覆

性创新实现路径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聚焦于后发企业颠覆性创新路径的研究。后发企业进行低端市场颠

覆性创新，需要沿着先易后难的路径，即首先进入阻力较小的非主流市场，然后在技术成熟时逐步侵蚀主流

市场（臧树伟和李平，2016）。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将后发企业低端颠覆性创新的路径分为探索期、追赶期、颠

覆期三个阶段。在探索期，后发企业定位利基市场；在追赶期，后发企业进入被在位企业忽视的利基市场；在

颠覆期，后发企业向主流市场发起挑战（唐方成等，2022）。基于价值网络重构视角，后发企业颠覆性创新的

实现路径分为进入期、扩张期、赶超期和成熟期 4个时期（冯立杰等，2022）。总的来说，后发企业低端颠覆性

创新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从下沉市场逐步侵蚀主流市场。

表 1 颠覆性创新实现阶段和路径的研究成果

作者

国
外

国
内

Christensen（2006）
Petzold等（2019）
Si和 Chen（2020）
臧树伟和李平

（2016）
唐方成等（2022）
冯立杰等（2022）

主要观点

低端市场颠覆性创新一般经历市场机会识别、用户价值重构、渠道整合等步骤

颠覆性创新过程主要有三个阶段：启动阶段、利基市场阶段和主流市场阶段，分别是颠覆性技术及其商业模式开始形成、商
业模式逐渐发展并进入低端或利基市场、企业进入主流市场并产生颠覆性效应

颠覆性创新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属性将不断提高，直到满足主流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并逐步
渗透到主流市场

后发企业颠覆性创新遵循先易后难的路径，即首先进入阻力较小的非主流市场，然后在技术成熟时逐步侵蚀主流市场

后发企业低端颠覆性创新路径分为探索期、追赶期、颠覆期三个阶段

基于价值网络重构视角，后发企业颠覆性创新实现路径分为进入期、扩张期、赶超期和成熟期 4个时期

综上所述，颠覆性创新是企业利用较少资源和较低风险的创新策略，以占领低端市场或新市场为契机，

实现技术、产品或商业模式的创新，不断构筑和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逐步侵蚀和颠覆现有主流市场的

过程。虽然现有研究对颠覆性创新实现阶段有众多不同观点，但是可以明确的是，颠覆性创新是企业从下沉

市场或新市场这样的非主流市场不断侵蚀主流市场的过程。现有的颠覆性创新理论更加注重实现阶段和路

径，虽然这些理论为后发企业快速逆转并达到颠覆性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但是还缺乏如何触发颠覆性创

新的研究内容。因此，颠覆性创新的触发机制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开的“黑箱”。

2.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是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关键手段。技术创新是后发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

一个重要工具（张枢盛和陈继祥，2013）。特别是，数字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

（Roblek et al，2021）。此外，后发企业可以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和动态能力的协同演化来实现颠覆性创新（唐

方成等，2022）。根据王金凤等（2019b）的观点，后来者企业在低端市场颠覆时，通常需要经历细分市场切入、

价值网络重构、市场格局颠覆和竞争壁垒构建四个阶段。商业模式设计也会对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实现

产生重要影响（Zheng et al，2021）。总的来说，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具有重要影

响，企业可以通过开展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来实现颠覆。

（1）技术创新概念及其影响因素。“创新”一词最早由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其定义为企业对生产要素进行

重新组合，以实现变革生产方式、提升生产能力的目的。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还提出了“技术

创新”的概念（Schumpeter，2011）。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技术创新进行研究。例如，

Freeman和 Soete（1982）在其著作《工业创新经济学》中进一步阐述了技术创新的概念，技术创新指的是企业

将新产品或新技术首次商业化。此外，技术创新并非企业单独的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在宏观上推动而

产 生 的 。 技 术 创 新 是 一 种 开 放 式 创 新 ，是 企 业 整 合 内 外 部 创 新 资 源 并 使 其 创 造 出 新 价 值 的 过 程

（Chesbrough，2003）。李玉刚等（2022）也认为，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技术和新工艺，并将其应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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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最终实现商业化。因此，技术创新是企业在技术或市场导向下采取的变革现有技术的活动（王核成等，

2020）。学者们普遍认可技术创新的目标是实现市场价值和商业化，强调改进和创新现有技术要素，这是从

新思想产生到应用和商品化等一系列活动的过程。

目前的研究普遍将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为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讨论。在企业内部方面，企业

研发投入、专利平台、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人才和研发组织等因素可以有效地驱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从而显

著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Hu et al，2020；路世昌和刘畅，2022；施宇等，2022；张毅和闫强，2022）。同时，

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和公司股权结构等因素也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明显的影响（杜楠等，2018；郭玉晶

等，2020）。在企业外部方面，研究表明政府的研发补贴政策会对技术创新产生双重门槛效应，校企合作状

况、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等因素也会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张志强等，2020；王晓红和胡

士磊，2022；赵巧芝等，2022）。此外，市场需求和消费者观念也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李煜华等，2019）。因

此，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内外部环境两方面，其中内部环境包括技术创新能力、企业资源和企业家

精神等，外部环境则包括市场竞争、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等。

（2）商业模式创新概念及其影响因素。商业模式的概念最早由 Timmers（1998）提出，商业模式是包括产

品流、服务流和信息流的架构，涵盖各种业务参与者、参与者角色、各类业务参与者的潜在利益和各种收入来

源等方面的介绍。之后，更多的学者从价值链角度讨论商业模式的概念及构成要素，认为商业模式包括价值

主张、价值创造、价值获取三大核心内容，是描述三类活动连接的架构（Teece，2009；魏江等，2012）。商业模

式创新是一个从价值主张创新、到价值创造创新、再到价值获取创新的过程（王金凤等，2019a）。Kraus等
（2020）指出，学者们大多从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和价值传递 4个维度对商业模式创新进行研究，并

且具体维度变化可以根据研究内容而不同。还有学者从价值链与利益相关者相结合的角度定义商业模式。

例如，Osterwalder和 Pigneur（2002）将商业模式定义为一种表示九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商业逻辑工具，构

建了逻辑清晰的商业模式画布，画布包括产品与服务（价值主张）、客户（客户关系、渠道通路、客户细分）、基

础设施（关键业务、核心资源、重要合作）、财务（成本结构、收入来源）等组成部分。郭蕊和吴贵生（2015）认

为，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对价值主张要素、关键活动要素、伙伴网络要素及收入模型要素四大要素进行的创

新。总的来说，学者们对商业模式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与对价值的分析相结合，本文基于此认为商业模式包括

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三大活动，而商业模式创新是对这三大核心内容的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企业需要与外部竞争者、辅助组织及所处市场环境相互作

用，共同推动商业模式的创新。环境因素是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前提。吴晓波和赵子溢（2017）认

为，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因素涉及内外部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因素包括领导者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企

业的资源和能力、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活动及企业当前的盈利模式。外部因素包括行业技术范式的变革、

企业所处市场的情境、市场机会，以及价值网络中的其他参与者。此外，微观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员工创新热

情、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创新能力，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市场规模、市场性质和市场竞争压力等也会

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影响（Bashir et al，2020；Sinkovics et al，2021）。组织维度、环境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因素

也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Kraus et al，2020）。此外，陈劲等（2022）提出，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

包括企业内部资源能力驱动、企业管理者驱动、技术创新驱动、市场需求驱动和行业竞争驱动等五大视角。

因此，现有研究认为，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因素包括内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其中，内部环境包括企业家精

神、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资源等；外部环境包括市场竞争、市场需求、科学技术等。

（3）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主要有三

种观点，即技术创新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推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相互推动、耦

合共演（表 2）。

第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驱动作用。技术创新可以显著影响企业所处的市场环

境及其设计的商业模式（Wang et al，2022）。因此，技术创新是商业模式的重要驱动因素（陈劲等，2022），并

且数字化技术对公司战略和商业模式的重要性逐渐提高（Michael et al，2019）。

第二种观点认为，商业模式创新对技术创新具有推动作用。首先，商业模式的选择会影响技术的货币化

方式及公司的盈利能力，并最终决定技术开发的方式（Baden-Fuller and Haefliger，2013）。其次，商业模式的

定位创新、运营创新和盈利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主体内容，三者共同推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张新香，

2015）。因此，商业模式创新对技术创新有明显的支撑作用，可以从战略层面、获利层面和运营层面为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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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供支持（洪志生等，2015）。

第三种观点认为，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相互促进、耦合共演。技术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基础性

的推动作用，而商业模式创新也会助推技术创新的进步，使技术创新产生预期效果（Wells，2018）。技术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耦合协同可以为公司带来更高的发展成就和持续的竞争优势，二者的直接效应和交互效

应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解释力可达到 45.5%（仝自强等，2022；喻登科和严红玲，2019）。此外，商业模式设计与

技术创新战略的动态匹配共演是后发企业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模式（姚明明等，2017）。企业可以通过综合

利用各种资源，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共演。卑立新和焦高乐（2021）在对“互联网+”创
业企业的研究中指出，“互联网+”创业企业以数据流、资源流和生态流的信息为基础，有效连接技术创新与

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了两者的共同演化发展。

表 2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研究

类别

技术创新推动商业
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推动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
创新相互促进

学者（年份）

Michael等（2019）
陈劲等（2022）
Wang等（2022）

Baden-Fuller和Haefliger
（2013）

张新香（2015）
洪志生等（2015）
姚明明等（2017）
Wells（2018）

喻登科和严红玲（2019）
卑立新和焦高乐（2021）

仝自强等（2022）

观点

数字化技术对公司战略和商业模式有重要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五大驱动因素之一

技术创新会显著影响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及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的选择会影响技术的货币化方式及公司的盈利能力，并且决定技术开发的方式

商业模式的定位创新、运营创新和盈利创新作为商业模式创新的主体内容，共同推动软件行
业开展技术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具有关联性，并且商业模式创新从战略层面、获利层面和运营层面
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撑

商业模式设计与技术创新战略的动态匹配共演是后发企业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模式

技术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并且成功的商业模式创新也会助推技术的进步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效应与交互效应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解释力可达到 45.5%
互联网+创业企业基于数据流、资源流和生态流的要素有效连接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

促进了两者的共同演化发展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使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耦合共演对于后发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至关重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

式创新的协同作用和有机结合，企业能够实现对主流市场的破坏，从而达成颠覆性创新的目标（周江华等，

2012）。王金凤等（2019a）认为，在颠覆性创新的不同发展阶段，后发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会形成

不同的耦合模式，并通过技术、经济、关系的双向耦合互动逐步实现耦合效应的增强。尽管现有研究对技术

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互动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鲜有学者从整合视角出发，研究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

创新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触发机制和实现路径。

3. 研究缺口

经过对相关文献和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对于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具有

重要的影响，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只是从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的单一

维度来探讨颠覆性创新，鲜有研究从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三者整合的视角来展开。此外，

现有研究涉及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相互匹配共演下的颠覆性创新实现路径的论述较少，颠覆性创新的

触发机制更是一个“黑箱”。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交电商平台拼多多开展探索性单案例研

究，旨在进一步探讨企业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匹配共演下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路径和触发机制。

（二）分析框架

根据文献回顾，技术创新是强调改进和创新现有技术要素的过程，包括从新思想的产生到商品化等一系

列活动。技术创新的内部驱动因素包括技术创新能力、企业资源、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外部驱动因素包括市

场竞争、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等方面。商业模式创新是针对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三大核心内容的

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内部驱动因素包括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资源等，外部驱动因素包括市场

竞争、市场需求和科学技术等。颠覆性创新是一个需要从下沉市场或新市场开始，逐步侵蚀主流市场的过

程。因此，本文将从以下角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图 1）：在内外部环境的驱动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

模式创新的匹配共演，实现颠覆性创新。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企业在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

创新的匹配共演下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路径和触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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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首先，案例研究适合回答“how”和“why”的问题（Yin，2009），与本文

“拼多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共演实现颠覆性创新”的研究问题相契合。其次，相对于

多案例研究，单案例研究更适合纵向演变过程的研究，便于对拼多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动态演化路径进行系

统的分析。最后，现有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可以促成颠覆性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也可以促成颠覆性创新，并且

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有紧密的联系，但已有文献对颠覆性创新的研究大多聚焦在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

创新某一方面，很少有研究将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整合起来探讨。此外，现有研究对后发

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触发机制涉及较少。但是颠覆性创新的触发对于在位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和后发企业

成功实现赶超都有重要意义，也可以使产品满足不同层次市场的需求。因此，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

法，对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匹配共演下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触发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和剖析。

（二）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拼多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理论抽样原则。区别于统计抽样原则，案例研究方法是基于弥

补现存理论空白或探索新理论的需求而选择案例（Kathleen and Eisenhardt，1989）。首先，拼多多作为后发的

社交电商平台型企业，已经拥有近 9亿活跃买家，是电商领域的三大巨头之一，在行业内具有很高的典型性。

其次，拼多多“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共演成功实现颠覆性创新”的事实与本文“颠覆性创新触

发机制”的研究主题相契合。此外，拼多多从“切入下沉市场”到“侵蚀主流市场”逐步实现低端颠覆性创新的

路径具有阶段完整性，可以为后发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提供借鉴。最后，拼多多于 2018年在美国纳斯达克

上市，作为上市公司，拼多多的信息披露完整，资料易于获得，有利于本文的数据查询和搜集，以确保研究的

有效性。

（三）数据收集和分析策略
本文遵循案例研究的基本流程，即“文献综述‑草案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并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

中采取循环往复的方法（曹鑫等，2020）。首先，在文献综述阶段，研究团队对颠覆性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及触发机制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和研读，以确定研究问题和寻找研究缺口。其次，在案例研究设

计和数据收集阶段，研究团队通过多种途径广泛收集拼多多相关资料，包括官方渠道获得的拼多多年度报

告、权威性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材料、以拼多多为研究对象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和教学案例、管理层发表的公开

演讲及拼多多官方网站发布的相关信息等（具体数据收集情况见表 3）。由于本文采用二手资料作为主要的

数据分析依据，为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遵循“三角验证”原则，将官方渠道获得的拼多多年度报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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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为研究对象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和教学案例、管理层发表的公开演讲及拼多多官方网站发布的相关信

息等内容认定为真实数据。对于权威性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材料，本文仅将受到两次及以上报道的信息认定

为真实数据，以确保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此外，本文采用时序分析法，按照时间顺序对

拼多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过程进行梳理，并得到拼多多关键事件时间轴（图 2）。

表 3 数据收集概况

数据来源

官方渠道获得的拼多多年度报告

权威性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材料

以拼多多进行案例研究的高质量
学术论文和教学案例

管理层发表的公开演讲，拼多多
官方网站发布的相关信息

直接观察

名称

公司年报、致股东信

新闻网站（21经济网、搜狐网、澎湃网、腾讯网）

调研、咨询公司网站（洞见研报、发现报告、36氪、艾瑞网）

从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下载的文献

从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中欧案例库下载的教学案例

陈磊公开演讲

官网简介、官方发布热点资讯

官网转发的新闻媒体报道

梳理拼多多 App平台界面展示的不同功能模块

研究者使用拼多多 App

数据内容

拼多多财务状况及发展规划

拼多多重大事件及评价

拼多多发展历程、重大事件评价及行业分析

拼多多关键历程和重大事件

拼多多关键历程和重大事件

陈磊介绍拼多多分布式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技术

拼多多基本信息、发展历程及重大事件

拼多多重大事件及评价

篇数

7
58
47
40
18
1
8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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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拼多多关键事件时间轴

四、案例描述

拼多多成立于 2015年 9月，是一家专注于 customer to manufactory（C2M）拼团购物的第三方社交电商平

台，总部位于上海，并于 2018年 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拼多多年度活跃用户数已

达 8.819亿，平均每日包裹寄送量超过 1亿，是中国大陆地区用户数最多的电商平台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农

副产品线上零售平台之一。在短短几年内，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共演，拼多多成功实现了从

切入下沉市场到侵蚀主流市场的颠覆性创新。

（一）颠覆性创新第一阶段：切入下沉市场（2015年 9月—2019年 5月）
拼多多初创时，由于国家加强隐私数据监管政策的影响，传统电商面临数据短缺问题，陷入流量瓶颈。

此外，传统电商广泛应用的集权式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陷入偏好囚笼，无法精准地为消费者推荐商品，这

是一个亟需解决的消费者痛点。同时，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技术正在飞速发展，为拼多多的出现提供了良好

的技术氛围。此外，创始人黄峥和陈磊通过微信平台打造的“拼好货”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工程师人才和资

金。为了践行“用户至上”“人为先”的企业文化，拼多多决心研发一种新算法来解决电商领域的难题和消费

者痛点。

拼多多成功地研发了分布式 AI技术，解决了集权式人工智能“偏好囚笼”问题，该技术成为其蓬勃发展

的底层算法。在分布式技术系统的支持下，拼多多在供应端深度挖掘广大低端消费市场的需求信息，在需求

端利用低价格优势不断吸引下沉市场的消费者。此外，拼多多利用大数据精准把握客户心理，捕捉客户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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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并形成了“拼小圈”模块，扩大了客户的社交圈。

在拼多多开发分布式 AI 技术的时期，淘宝不断聚焦于高端商品，淘汰了大量的低端商品店家。这批店

家急需寻找一个新的平台，而拼多多顺势承接了这些低端商家。此外，中国的三四线城市与乡镇存在大量的

低端消费人群，下沉市场长期以来缺少高质量产品的供给，居民需求远未被满足。恰逢 4G 时代到来，智能

手机的用户越来越多，为电商发展提供了通讯设备的支持，并为拼多多开发下沉市场提供了条件。从内部环

境来看，拼多多获得腾讯等企业大量投资和分布式 AI 技术的发展，以及黄峥本人的能力和愿景都作为资源

和条件为拼多多创新商业模式提供了支持，驱动拼多多的商业模式创新。

在此背景下，拼多多形成了“社交+电商”及“以需定产”的商业模式。在价值主张上，拼多多抓住了未被

老电商企业满足的下沉市场，并瞄准了价格更加敏感的下沉市场顾客及刚刚学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中老年用

户。采用“团购+低价”的模式，迅速抢占了下沉市场。在价值创造上，拼多多从单一的农副产品向全品类商

品过渡发展，同时开展了“社交+游戏+电商”的模式。在供应端，拼多多聚焦于外溢的低端供应链，提供零入

驻门槛和低佣金；在需求端，拼多多推出“社交+游戏+电商”的模式，并创造了 C2M 模式，使用户需求直达工

厂，实现了以需定产。在价值获取上，拼多多关注下沉市场中的消费者需求，凭借拼单和团购模式获取市场

立足点，并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的产品。同时，拼多多利用分布式 AI算法，成功地获得在线营销服务及交易

服务的收入。

作为后发电商平台的拼多多抓住了技术创新的机会，将电商算法由集中式 AI技术转向分布式 AI技术。

在领导人愿景理念和充足技术投入等内部因素的推动下，利用分布式 AI技术实现了“发掘用户需求‑平台收

集用户愿意支付的价格‑品牌研发‑上架销售”的模式。这一模式使得需求端“社交+游戏+电商”和供给端的

“货找人+以需定产”的模式得以落实，推动拼多多实现了商业模式的创新（图 3）。因此，拼多多成功切入下

沉市场，实现了第一阶段的颠覆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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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拼多多颠覆性创新第一阶段分析框架

（二）颠覆性创新第二阶段：侵蚀主流市场（2019年 6月—2022年 12月）
随着拼多多的不断发展，其所处的商业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实施助农政策，加强对农村农业的建

设，但传统电商对农产品领域的关注却有所不足。同时，阿里巴巴和京东等电商巨头也开始进入下沉市场，

竞争压力加大，拼多多急需突破和转型发展。在这一背景下，陈磊接任 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并开始不

断聚焦农业。虽然拼多多已经成功进入下沉市场并取得了众多流量，但需要提升流量黏度和获取主流市场

的流量。在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下，拼多多开展了更进一步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商业模式的进化。

拼多多在这一背景下确立了产学研扶贫新模式。在价值主张方面，拼多多顺应扶贫政策，聚焦于农产品

领域。通过引进高端品牌和“百亿补贴”活动提升用户黏性的同时改善拼多多低端假货的形象。在价值创造

方面，拼多多推出了“多多果园”“多多菜园”，加大在农业领域的布局和投资。通过加大对新品牌计划的推

行，构建了以供应商为主的多主体协同的生态网络系统，建设动态多元的“用户‑平台‑生产者”的价值创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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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价值获取方面，拼多多依靠分布式 AI为顾客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和产品。借助大数据将制造业、农业

和电商平台深度绑定，与各方主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共赢关系，并注重利用网络效应，实现多渠道收入和多来

源盈利。

拼多多确立了产学研扶贫新模式，随着国家持续推行扶贫助农政策，电商企业纷纷进入农业领域，包括

阿里、京东、腾讯等知名企业及新兴企业如叮咚买菜、每日优鲜和美团优选等，与拼多多展开激烈竞争。然

而，电商农业领域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农产品批发链的长度和高“坏果率”。为了提高农业研

发能力，拼多多与多家农业学研究机构达成合作，实现了产学研一体化的趋势，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支持。从

内部环境来看，自陈磊上任为 CEO以来，拼多多的战略目标更加聚焦于农业，持续对农业领域进行深耕。拼

多多采用轻营销、重研发的策略，持续增加研发费用，集中投入技术平台建设和研发人员招募。此外，陈磊亲

自下乡调研，带领员工走完从农产品研发到销售的全过程，挖掘痛点，寻找优化环节。拼多多的前身是拼好

货，起家于农产品领域，因此在该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随着拼多多确立产学研扶贫新模式，为解决电商农

业领域物流问题，拼多多需要实现物流系统方面的技术创新。

由于城乡差异，传统的物流系统配货下常常导致单程空货的问题。为此，拼多多打造了全新的物流计算

系统。该系统重新梳理和调配农产品的快递物流信息，与各大物流企业合作开设农产品专列。拼多多全新

的物流体系做到了“运手机下乡，运苹果回城”，从而优化了用户体验。该系统大幅提升了物流效率和消费者

体验，从而又支撑起拼多多建设与供应商共赢的平台生态圈。因此，拼多多成功实现了对主流市场的侵蚀。

在内外部环境的驱动下，拼多多聚焦农产品，建设产学研扶贫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实施促进了全新物流

计算体系的建设，为消费者提供了高品质的产品并优化了他们的购物体验。此外，拼多多通过大力推行“百

亿补贴”和“新品牌计划”，在保持下沉市场客户黏性的同时，不断侵蚀主流市场，并最终实现了颠覆性创

新（图 4）。

1�!����1�!�� ���
6'��,��.�C� �

�����$�������


�,�>C���
(A��1
(
�B�	#�$��#�

���F�F���
.
�+��
FE
41GF�N���F��.
�C ��+���$,�����	
M���	��

��9
��������
+�
�)
��C��),���

��������������(#�
��C,�
+�

�
�

�
�

�1�

��	


�(#�F
��
��
�
�A�
�
��


1��

,(#���
��
A	
��
��

��

�)�A�F(#�F�����F
9��

L��FE���
�����
�)

	G

��,(#A135
�G)�

L.���&���
M?�	#GT��
M?9
�#�

�G)�
��>���1�
6+��+��
N��
>�1�	���

�G)�
�+-���6'���
E:K�G.
,1+�
L.$����4�
��N�,��03

�G)�
+����B�LN�
��5�>���1�
+���44����
��.��	,��

图 4 拼多多颠覆性创新第二阶段分析框架

综合以上内容，拼多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整体路径如图 5所示。在内外部环境的推动下，拼多多首先采

用分布式 AI技术支持开展第一次商业模式创新，形成了“低价+社交+游戏+电商”和“货找人+以需定产”的商

业模式。在这一阶段，拼多多成功进入下沉市场。接着，拼多多商业模式得到进一步改进，产学研扶贫新模

式带动拼多多进行第二次技术创新，全新物流计算系统因此建立。在这一阶段，拼多多成功侵蚀主流市场。

因此，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相互协作下，拼多多实现了从下沉市场到主流市场的颠覆性创新。

五、案例讨论

颠覆性创新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结果（Christensen and Raynor，2013）。基于此，本

文将拼多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阶段划分为切入下沉市场、侵蚀主流市场两部分，并从前置条件、突破口、驱动

因素等方面讨论拼多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触发机制（图 6）。

80



蒋石梅等：社交电商平台颠覆性创新的触发机制研究

0� ��
��

���"*��

���.��#
��*


�B�����
L��

�

5&��U�@�
�-�B���

�������U�
��B�	*��

���
���

��

0� 

���
��

E�

0� 

���
��

0� ��
��

��'"@
024

��

��

��F( ���F(

O� O� O� O�

M>���0�K U

���!��

M>���0�K U

�;�"��

M>���

图 5 拼多多颠覆性创新整体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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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拼多多颠覆性创新触发机制模型

（一）触发颠覆性创新的前置条件
前置条件是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是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企

业要实现颠覆性创新必须要对现有技术进行颠覆（张光宇等，2021）。也有学者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实现颠

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企业没有合适的商业模式即使掌握核心技术也无法应对环境变化（Chesbrough and
Rosenbloom，2002）。在本文中，触发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前置条件因颠覆性创新的阶段而异。技术创新

与商业模式创新在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不同阶段，分别成为触发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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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拼多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第一阶段即切入下沉市场阶段，第一次技术创新是拼多多触发颠覆性创新

的前置条件。分布式 AI技术解决了集权式 AI技术所面临的“偏好牢笼”和“数据短缺”的问题，使拼多多逃脱

传统电商面临的流量瓶颈，是形成“社交+电商”和“货找人+以需定产”商业模式的底层算法逻辑和必要前

提，为拼多多成功切入下沉市场奠定基础。

在拼多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第二阶段即侵蚀主流市场阶段，第二次商业模式创新是拼多多触发颠覆性

创新的前置条件。在产学研扶贫新模式下，拼多多长期坚持聚焦农业，形成了“买农产品上拼多多”的消费者

心智，在电商领域开辟了一席之地，但拼多多想要在农产品领域持续深耕就必须解决电商农业面临的诸多问

题。因此，聚焦农业的产学研扶贫新模式是拼多多构建全新物流计算体系的前提条件，也是拼多多成功侵蚀

主流市场的必要基础。

（二）触发颠覆性创新的突破口
突破口是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重要突破点和关键环节。早期有学者强调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关键在于

颠覆性技术，即企业可以通过开发颠覆性的技术来实现颠覆性创新（Christensen and Clayton，1997）。另有学

者则认为，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关键在于颠覆性商业模式，而非颠覆性技术（唐方成等，2022）。本文认为，触发

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突破口因颠覆性创新的阶段而异。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在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不

同阶段，分别成为触发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突破口。

在拼多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第一阶段即切入下沉市场阶段，第一次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实现颠覆性创

新的突破口。在分布式 AI技术的支持下，拼多多成功地建立了“低价+游戏+社交+电商”和“货找人+以需定

产”的商业模式。通过社交流量裂变及个性化算法推荐，拼多多吸引了大量低端客户，实现了在下沉市场的

辐射式传播。这种商业模式的成功使得拼多多新增用户量快速增长，成功地切入了下沉市场。

在拼多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第二阶段即侵蚀主流市场阶段，第二次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

突破口。产学研扶贫模式的要求下，拼多多持续地投入农业研发，开发了农业数字化技术和全新物流计算体

系。通过持续投入农研及农产品上行等方式，搭配全新升级的新品牌计划及百亿补贴，拼多多不断提升平台

形象，改变消费者长期以来对拼多多“便宜没好货”的认知，切实解决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和运输时效的需

求。拼多多在侵蚀主流市场的同时也不断提升现有客户黏性，从而实现颠覆性创新。

（三）触发颠覆性创新的驱动因素
驱动因素是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关键因素。学者们对颠覆性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从不同视角出发

的。从内部视角来看，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在个体层面，重点关注管理者的认知模式、

管理理念、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分析能力等方面（郁培丽等，2019）；而在组织层面，则聚焦于企业文化、组织结

构、双元能力、动态能力、社会资本和企业惯性等因素（杨强等，2014）。从外部视角来看，影响因素则主要包

括外部环境和外部网络。其中，外部经济、政策、市场、技术环境是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生态基础（张枢盛

和陈继祥，2013）。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

境。具体而言，企业战略、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企业资源、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现实需求及外部市场需要、

市场竞争、政府政策、科学技术、商业生态等因素，共同构成触发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驱动因素。

1. 切入下沉市场阶段的驱动因素

在切入下沉市场阶段，拼多多实现了第一次技术创新，其主要内部驱动因素是技术创新能力。拼多多拥

有充裕的资金和大量工程师资源，其中工程师人数占到了一半。这些资源的充足使得拼多多拥有了较强的

技术创新能力，为分布式 AI技术的成功开发奠定了基础。此外，拼多多一直秉持着“用户至上”“人为先”的

文化理念，这种企业文化鼓励拼多多始终将用户需求放在首位，致力于解决用户痛点，推动了拼多多以顾客

需求为核心的技术创新。除了拼多多自身的能力和文化外，准确捕捉市场需求也是推动拼多多实现第一次

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例如，“商品推荐不精确”是电商市场需要解决的痛点，为了在电商市场继续发展，拼

多多必须解决该痛点。此外，政府逐渐收紧隐私监管政策，使得传统数据收集方式面临数据短缺问题；同时，

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技术在快速发展，为拼多多改变原有数据收集方式、开发分布式 AI技术提供了技术

基础。

在驱动拼多多实现第一次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其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仍是主要的推动因素。成功

开发分布式 AI技术为其“社交+电商”商业模式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此外，拼多多经历了多次融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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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充足，拼多多创始人黄峥与陈磊坚定在电商领域探索并拥有技术背景，这些企业资源和企业家精神也为其

创新商业模式提供了保障。而驱动拼多多实现第一次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外部因素则是市场竞争。阿里和

京东等巨头占据着电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些平台不断聚焦高端商品并淘汰低端商品店家，对于这些店家而

言，急需寻找新的平台。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拼多多选择主攻被这些巨头忽略的市场，并从低端

市场切入以避免竞争。另外，许多中国居民生活在三四线城市和乡镇地区，这些区域的下沉市场高质量的供

给仍然十分欠缺，居民需求远未被充分满足。同时，随着 4G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的用户数量不断增加，为

电商和低端消费者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这也为拼多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综上，驱动拼多多成功切入下沉市场的主要因素为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外部的市场需要和市场竞争，

次要因素为内部的企业战略、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企业资源及外部的政府政策和科学技术。

2. 侵蚀主流市场阶段的驱动因素

在侵蚀主流市场阶段，推动拼多多实现第二次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内部环境因素是企业战略。陈磊接

任 CEO后，开始实施聚焦农业的战略，并通过建立产学研扶贫模式来实现该战略。此时，拼多多已成功切入

下沉市场并获得了较大的流量，但为了维持其流量增长速度，必须进一步侵蚀主流市场，而产学研扶贫模式

成为实现该目标的最佳途径。因此，企业的现实需求也推动拼多多建立产学研扶贫模式，以争取主流市场客

户。驱动拼多多实现第二次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外部因素是市场竞争。阿里和京东等老牌电商愈发注重下

沉市场，行业竞争压力持续增大，“买美妆服饰上淘宝、买电子产品上京东”已经成为消费者的刻板观念。激

烈的竞争迫使拼多多另辟蹊径，建立了产学研扶贫模式。其次，传统电商长期忽略农产品领域，而农产品领

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国家大力推行扶贫助农政策，为企业投身农业提供了优惠条件。因此，市场

需求和政府政策为拼多多建立产学研扶贫模式提供了机遇。

首先，拼多多持续聚焦农业、助力农产品上行的战略，是其深耕农业数字化、建立全新物流计算体系从而

实现第二次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其次，陈磊亲自下乡，深入挖掘农产品的可优化环节。此外，在拼好货时

期，拼多多在主要城市建立了自有仓库，具备了一定的技术积累，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因此，企业家精神

和技术创新能力也帮助拼多多建立全新的物流体系。驱动拼多多实现第二次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外部因素

是市场需要。电商农业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农产品的坏果率高，农产品电商的消费者难以得到满足，这要

求拼多多必须解决现有问题并建立全新的物流计算体系。此外，国家大力推行扶贫助农政策，重视“三农”问

题。在该政策的激励下，腾讯、阿里、京东等老牌电商及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美团优选等新兴电商纷纷涉足

农业，农产品电商领域竞争激烈。同时，产学研融合扶贫助农也成为趋势，拼多多开发农业数字化技术已经

成为势在必行的举措。政府政策、市场竞争和商业生态都推动拼多多改善农业技术并建立全新的物流计算

体系。

综上，驱动拼多多成功侵蚀主流市场的主要因素为内部的企业战略及外部的市场竞争和市场需要，次要

因素为内部的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企业资源及外部的政府政策和商业生态。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社交电商平台型企业拼多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匹配共

演下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路径进行分析，总结得出颠覆性创新触发机制的模型（图 7），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过程中，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匹配共演的。这两种创新在匹配

共演的过程中会进行各自的迭代进化，并最终形成螺旋上升的循环链。

第二，颠覆性创新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其触发机制包括前置条件、突破口及驱动因素三部分要素。不

同阶段的颠覆性创新所处的企业触发机制构成要素也不同。在颠覆性创新的不同阶段，技术创新和商业模

式创新分别作为触发颠覆性创新的前置条件和突破口。而企业在颠覆性创新各阶段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则成

为驱动因素。在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后，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会持续匹配共演以形成螺旋上升的趋势。

第三，在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过程中，企业必须充分考虑内外部环境的驱动作用。在颠覆性创新的第一阶

段即切入下沉市场阶段，主要驱动因素为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外部的市场需要和市场竞争，次要驱动因素

为内部的企业战略、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企业资源及外部的政府政策和科学技术。在颠覆性创新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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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即侵蚀主流市场阶段，主要驱动因素为内部的企业战略及外部的市场竞争和市场需要，次要驱动因素为

内部的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企业资源及外部的政府政策和商业生态。因此，企业在实现颠覆性创新的整

个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内部环境中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战略及外部环境中的市场竞争和市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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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颠覆性创新触发机制模型

（二）主要贡献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两方面。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文首先结合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共演，探讨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路径，丰

富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共演下实现颠覆性创新的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仅从单一方面讨论颠覆性创

新的不足。其次，本文认为颠覆性创新是阶段性的，并且每个阶段都存在触发颠覆性创新的前置条件、突破

口及驱动因素。前置条件和突破口分别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二者匹配共演，形成螺旋上升的趋势。

触发机制模型的构建拓宽了颠覆性创新的研究领域。

在实践贡献方面，本文提供了后发社交电商平台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共演实现颠覆性创新的

路径和触发机制。此外，本文为后发企业或社交电商平台型企业提供了参考思路和借鉴，帮助它们实现颠覆

性创新。

本文可以提供如下启发：颠覆性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阶段实现的。在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过程

中，企业要充分分析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重点关注内部环境中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战略，同时注重识别

外部环境中市场竞争状况和市场需要。企业应该开展顺应内外部环境及满足自身需求的技术创新或商业模

式创新，注重二者的匹配性，进而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共演下，进一步提升两种创新，形成螺旋上升

的循环链，以实现颠覆性创新，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本文从前置条件、突破口、驱动因素等方面揭示了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共演实现颠

覆性创新的触发机制。但仍存在以下研究不足：

首先，本文所依据的信息大多为二手数据，缺乏一手数据的支持，因此在研究内容的详细程度和深入程

度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欠缺，未来学者们可以通过分析一手数据来对拼多多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其次，本文的案例研究对象社交电商平台拼多多是实现低端颠覆的典型案例。目前学者大多从低端视

角对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展开研究，但除低端颠覆外，企业还可以通过高端市场颠覆及新兴市场颠覆来实现

颠覆性创新（李华军等，2021）。未来学者可以从高端市场及新兴市场颠覆视角对颠覆性创新的触发机制展

开进一步的探索。

最后，本文基于社交电商平台型企业拼多多案例故事提出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共演

下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触发机制模型。未来学者们可将模型应用于更多其他类型的企业，以检验研究结论的

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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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iggering Mechanism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of Social E‑commerce
Platform：A Case Study Based on Pinduoduo

Jiang Shimei，Cao Hui，Qin Xinran，Shi Jiayu，Sun 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Taking Pinduoduo，a social e‑commerce platform，as the research object，an exploratory single case study was carried out.
Its disruptive innovation wa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entry into the sinking market and erosion of the mainstream market. The path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rough matching and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the triggering mechanism model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was constr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first，
in the process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re matched and co‑performed. They
form a spiral chain under the matching and co‑performance. Second，disruptive innovation should be realized in stages. Its triggering
mechanism includes preconditions，breakthrough and driving factors. At different stag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re the preconditions and breakthroughs respectivel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the driving factor. Third，in
the process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enterprises must fully consider the driving rol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n the one
hand，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inter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nterprise strategy. On the other hand，extern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market demand also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Keywords：disruptive innovation；triggering mechanism；technological innovation；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