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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众包的产品价值共创模式选择与补偿机制设计

钟 丽, 艾兴政, 汪敢甫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1731)

摘要:考虑到众包中的用户努力发生转移,构建了三种模式(无共创模式,无专家模式和有专家模式),以研究企业的

最优模式. 进一步设计了企业对共同创造用户努力进行补偿的机制以实现利润和用户剩余的帕累托改进,并探索

了补偿下的模式选择.结果表明,当潜在用户数量足够多时，企业选择无共创模式. 无论企业是否提供努力补偿,

当潜在用户较少时,若用户之间努力的转移程度也较小,则企业选择有专家模式,反之,企业选择无专家模式. 企业

分担一部分共创用户的努力成本能实现企业利润和用户剩余的优化. 最后,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结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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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selection of value co-creation 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design based on crowd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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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user effort transfer in crowdsourcing, three co-creation modes(no co-creation mode, no
expert mode, some experts mode) are constructed to study which mode is the best one for the firm. Further,
an effor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s designed to achieve Pareto improvements of profit and users’ surplus,
and mode selection is studied based on firm compensation for co-created use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when
the number of potential users is very small, if the degree of effort transfer between users is also small, the firm
chooses some experts mode, otherwise the firm chooses no expert mode, with the optimal mode maximizing
the product value. And when there are a fixed number of potential user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effort transfer
between users, the more the firm prefer no expert co-creation mode. Final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is
validated by a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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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 言言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用户不再被动接受企业提供的产品,而是积极参与到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中,

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创造独特的个人体验,从而实现产品价值由企业和用户共同创造[1].

用户参与的共创分为三种形式: 大规模定制、众包和共同设计[2]. Estellés-Arolas[3]认为众包是个人、机

构、非营利性组织或企业参与在线活动的一种形式,以公开号召的方式把任务交给拥有多样化知识的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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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个人组成的群体.大众完成这一复杂且具有模块化特征的任务后,可以获得工作、金钱、知识和经验. 通过

众包,用户获得如经济、社会认同、自尊以及个人技能发展等满足感,而企业利用用户完成任务而获得竞争

优势. 实际中,以众包为基础的共创案例较多. 以小米手机中MIUI系统的开发过程为例,小米公司每周发布

一个新的 MIUI版本,交由线上社区中的用户讨论,用户分享 MIUI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最

后通过投票决定功能的取舍. 实现了“MIUI系统的一切功能都是由用户决定, MIUI系统的所有 BUG由用

户发现, MIUI系统的各种改进由用户提出”.还有Weddar APP,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该平台发布当地实际的天

气状况,以此来帮助去往该地的人获取真实有效的气象信息.维基百科同样是广大用户智慧的结晶. 在众包

的研究中,学者们比较关注大众参与众包的动机[4,5]、企业发包的动机[6]以及众包绩效[7,8]等问题.还有一些

学者采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了参与者的知识、满意度和经验、提供报酬都对众包绩效有正向影响[9]. 但是很少

考虑众包中用户间的互动对共创结果的影响.

互动是价值共创的核心. 按照互动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用户和企业间的互动、用户之间的互动. Blohm

等[10]以众包下的创意竞争为背景研究了用户之间合作对创新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用户之间的合作对众包

绩效有正向影响. Huang等[11]采用定量研究发现用户相互学习对创意潜力的提升速度很快. 从以往研究来

看,首先用户和企业间的互动提高产品价值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其次对用户间互动的研究极少考虑用

户中存在领先用户的情形. Schreier等[12]对极限运动社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用户的领先优势与其在特定领

域的创新性正相关,用户领先优势越强对产品复杂性的感知越弱,在观念上具有更强的领先力. 但是该文献

没有考虑用户和专家的互动以及不同的共创模式对共创结果的影响.但实际中,参与众包的用户中往往存

在专家,如小米手机系统的众包中存在达人或工程师.因此本文在总结企业实践的基础上考虑用户间存在

互动将众包分为无专家和有专家分为两种共创模式: 1)共创用户间无专家. 2011年小米公司在新浪微博上

举办“我是手机控”的话题活动,当晚转发量就突破了 10万,迄今为止讨论量超过 1 700万,充分调动了用户

间的互动性,而小米没有花一分钱广告投入, 2)共创用户间有专家. 小米在开发MIUI操作系统时,以论坛为

基础建立的开发版用户群超过 10万人,其中 1 000人是通过人工审核的具有极强专业水准的荣誉内测组成

员,同时官方还提供 100个工程师.这些用户、专家以及工程师以论坛为基础相互帮助的共同开发MIUI系

统.由以上看出,相同的企业在不同的情境下共创模式不同,因此企业共创模式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众包下互动的过程是知识生产、共享和转移的过程[13]. 知识转移是指知识接受方与知识提供方之间的

互动,是知识接受方通过各种渠道取得所需要的知识,并加以吸收、应用和创新的过程. 众包参与者通过合

作在平等的、开放的环境下实现个体间知识的传播和分享,最后完成自身知识到企业的转移. 以往学者的研

究结论显示企业内外部的知识转移对企业绩效和创新能力两方面具有显著影响[14,15]. 但均未以众包为背景

对知识转移加以研究.彭玲[16]利用用户众包社区知识转移模型,研究知识转移的准备阶段、转移阶段、整合

阶段与双方情感、双方能力、认知匹配等因素的关系.但没有研究知识转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文中视参

与者的知识为在共创中的努力,那么努力的转移程度对企业的共创模式选择有何影响?

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还体现在对众包的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缺乏数理模型方面的

研究. Syam等[17]以大规模定制为背景,采用数理模型的方法研究了基于企业、其他用户和自身努力下用户

的个性化共创行为,具体分析了用户和企业互动、用户和两个相邻用户互动、用户中存在一个领先用户三种

共创模式下企业和用户的共创努力决策、企业的定价决策,而没有针对众包及众包下的共创模式选择进行

研究.郝琳娜等[9]以众包解答者竞争为背景采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解答者知识共享的激励机制设计,但没有

以众包解答者合作为背景加以研究. Yang等[18]以手机传感系统众包为背景用定量的方法研究平台模式和

用户模式下的激励机制.然而并没有考虑用户间的互动合作以及不同的共创模式对结论的影响.

本文针对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以及企业众包的现状,研究企业的共创模式选择问题.企业是否需要用户

参与共创,或用户以何种形式参与共创?什么因素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共创模式选择决策? 企业为用

户提供共创努力补偿将对企业的共创模式决策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企业的共创模式决策下,产品价值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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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变化?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用户参与众包为背景,构建用户和企业就产品开展价值共创的三种模

式—–用户不参与共创、无专家和有专家模式,引入了共创努力补偿机制改进企业绩效和用户效用,进一步

分析了企业提供补偿下的共创模式选择.

鉴于此,本文构建一个生产企业、多个用户的共创模型. 首先介绍了模型的基本假设和结构,然后基于

用户不参与共创、用户中无专家、用户中有专家的模式分析用户和企业的决策选择,最后研究用户获得共创

努力补偿时企业利润和用户效用改进条件及决策选择.

2 基基基于于于众众众包包包的的的产产产品品品共共共创创创模模模型型型描描描述述述

本文考察企业占主导地位的产品众包模型, 其中产品有 n 个潜在用户, m 个参与共创的潜在用户,

n > 0, 0 6 m 6 n. 企业和潜在用户之间的博弈结构为三阶段决策序列: 首先企业和共创用户同时决定在

众包中付出的努力 ef , eu;然后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制定统一的产品销售价格 p;最后用户根据价值剩

余来决定是否购买产品,当产品价值剩余大于零时,用户购买产品,否则不购买该产品.

根据 Syam等[17]有共创用户的价值剩余为 Su = b(ẽ)− p− C(eu) + ε,产品价值为 b(ẽ) = ẽ,共创努力

的成本为 C(ei) = ce2i . 其中 ẽ为用户和企业在共创中的总努力; c为共创努力的成本系数; ei 为共创用户付

出的努力; i分别表示用户 u和企业 f; ε为最终产品和用户预期之间的匹配度,假设在区间[−θ, θ]上服从均

匀分布[17].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否购买产品,共创用户都已经在第一阶段付出了努力,因此本文视用户的共创努

力成本为沉没成本[17]. 从而仅当 ε > p− b(ẽ)时,用户购买产品.

进一步分析得到三种定价决策下共创用户价值剩余的期望和企业利润:

第一种,当产品定价 0 < p 6 b(ẽ)− θ时,所有用户都购买产品,用户的购买概率为 r = 1. 共创用户价

值剩余的期望和企业利润函数表达式分别为

Eu = E[Su] = b(ẽ)− p− ce2u, (1)

πf = np− ce2f . (2)

第二种,当产品定价 b(ẽ)− θ < p < b(ẽ) + θ时,所有用户购买的概率为

r = Pr{ε > p− b(ẽ)} =
b(ẽ)− p+ θ

2θ
.

共创用户价值剩余的期望和企业利润表达式分别为

Eu = E[Su] = E[b(ẽ)− p+ ε| ε > p− b(ẽ)]r − ce2u =
(b(ẽ)− p+ θ)2

4θ
− ce2u, (3)

πf = np
(b(ẽ)− p+ θ)

2θ
− ce2f . (4)

第三种,当产品定价 p > b(ẽ) + θ时所有用户购买的概率为 r = 0. 共创用户价值剩余的期望和企业利

润表达式分别为

Eu = E[Su] = 0, (5)

πf = 0. (6)

由于第三种定价方式下企业利润和用户价值剩余都为零,因此本文仅考虑第一种和第二种定价方式.

为考察企业的共创模式选择问题,本文又分别构建了三种模式—–用户不参与共创、用户中无专家和用户中

有专家的模式. 综合定价方式和三种模式分析得,用户不参与共创时,企业既可以采用第一种也可以采用第

二种定价方式,分别用上标标记为 R和 R′. 企业采用用户中无专家和有专家的共创模式时仅能采用第二种

定价方式,分别用上标标记为 N′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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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众众众包包包下下下用用用户户户和和和企企企业业业的的的共共共创创创行行行为为为分分分析析析

3.1 用用用户户户不不不参参参与与与共共共创创创的的的模模模式式式

首先考察用户不参与共创的情形,即用户在产品(服务)的开发、设计中无共创努力行为,企业独立完成

产品(服务)的开发与设计,用户被动接受企业提供的产品,这是传统企业一贯采用的方法. 例如微软在开发

操作系统时同时有五六千个顶尖的软件工程师参与,并把他们分成一个个小组,配成 311结构—–3个工程

师配 1个产品经理和 1个测试,但用户的声音为零.

由于用户不参与共创,则

eu = 0, (7)

ẽ = ef . (8)

1)当产品定价 p = b(ẽ)− θ时,将 ẽ = ef 代入到式(1)和式(2)中,根据博弈过程采用逆推法求解均衡的

产品价格和企业努力得 pR = n/(2c)− θ, eRf = n/(2c).

由产品价格和企业努力易得企业利润、用户价值剩余的期望和产品价值分别为

πR
f = n(n− 4cθ)/(4c), ER

u = θ, bR = n/(2c),

其中 n > 4cθ.

2)当产品定价 b(ẽ) − θ < p < b(ẽ) + θ时,将 ẽ = ef 代入到式(3)和式(4)中,根据博弈过程采用逆推法

求解均衡的产品价格和企业努力得 pR
′
= 4cθ2/(8cθ − n), eR

′

f = nθ/(8cθ − n).

由产品价格和企业努力易得产品购买概率、企业利润、用户价值剩余的期望和产品价值分别为

rR
′
=

2cθ

8cθ − n
, πR′

f =
ncθ2

8cθ − n
, ER′

u =
4c2θ3

(8cθ − n)2
, bR

′
=

nθ

8cθ − n
,

其中 0 < n < 6cθ.

3.2 用用用户户户中中中无无无专专专家家家的的的共共共创创创模模模式式式

在用户中无专家的共创模式下,用户的互动规模有限.以小米公司为例,用户在小米平台中通过相互回

帖来进行关于产品设计、产品内容等的交流,此时用户努力发生转移和共享.但无论是基于回帖还是即时群

聊软件,用户之间的互动仍受到科学技术水平和用户互动意愿的限制.因此本文假设用户间互动规模为 g,

即用户能和 g 个其他用户进行共创交流, 0 6 g 6 m− 1. 又由于社会关系具有无向性[19],因此本文进一步

假设任意一个共创用户都可以和 g 个其他用户进行共创.企业、用户的共创顺序为:首先用户之间互动,然

后用户和企业进行共创.

用户间互动后的总努力为

ẽu = eu + δueu1 + δueu2 + · · ·+ δueug. (9)

假设所有用户在共创中付出的努力相同,则总共创努力为

ẽ = mδf ẽu + ef = mδf(1 + gδu)eu + ef , (10)

其中 δu 表示用户间互动时用户努力的转移程度, δf 表示用户和企业互动时用户努力的转移程度,

0 < δu < 1, 0 < δf < 1.

将式(10)代入式(3)和式(4)中,根据博弈过程采用逆推法求解均衡的产品价格、企业和用户努力得

pN
′
= 8cθ2/(16cθ − 2n−m2δ2f (1 + gδu)

2),

eN
′

f = 2nθ/(16cθ − 2n−m2δ2f (1 + gδ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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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

u = (mθδf(1 + gδu))/(16cθ − 2n−m2δ2f (1 + gδu)
2).

由以上均衡解易得产品的购买概率、用户价值剩余、企业利润以及产品价值分别为

rN
′
=

4cθ

16cθ − 2n−m2δ2f (1 + gδu)2
, EN′

u =
cθ2(16cθ −m2δ2f (1 + gδu)

2)

(16cθ − 2n−m2δ2f (1 + gδu)2)2
,

πN′

f =
4ncθ2(8cθ − n)

(16cθ − 2n−m2δ2f (1 + gδu)2)2
, bN

′
=

θ(2n−m2δ2f (1 + gδu)
2)

16cθ − 2n−m2δ2f (1 + gδu)2
,

其中 0 < m < n < A′, A′ = 6cθ − 1

2
m2δ2f (1 + gδu)

2.

3.3 用用用户户户中中中有有有专专专家家家的的的共共共创创创模模模式式式

有些用户对产品的相关知识和技术比较熟悉,能在共创中充当专家的角色对普通用户给予一定的专业

指导. 例如小米有一群特殊的“客服”(米粉). 当用户在使用小米产品中遇到问题时,可以第一时间寻求米粉

的帮助,这些米粉们就充当了兼职客服的角色.又如著名母婴平台“宝宝树”中的母婴达人们为各位准妈妈和

新手妈妈提供专业的指导. 因此本文假设在用户中存在 k个专家且 0 < k 6 m. 共创顺序为:首先专家对普

通用户进行专业指导,且假设每个专家和每个普通用户都互动,但专家之间没有互动,然后普通用户、专家

和企业再进行共创.因此总共创努力为

ẽ = δf(m− k)(eu + kδlel) + kδfel + ef , (11)

其中 δl为普通用户与专家互动时专家努力的转移程度, 0 < δl < 1.

将式(11)代入式(3)和式(4)中,根据博弈过程采用逆推法求解均衡的产品价格、企业努力、普通用户和专

家的努力得

pL
′
=

8cθ2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eL
′

f =
2nθ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eL
′

u =
(m− k)θδf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eL
′

l =
kθδf(1 + (m− k)δl)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由以上均衡解易得产品的购买概率、用户价值剩余、企业利润以及产品价值分别为

rL
′
=

4cθ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EL′

u =
cθ2(16cθ − (m− k)2δ2f )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2
,

EL′

l =
cθ2(16cθ − k2δ2f (1 + (m− k)δl)

2)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2
,

πL′

f =
4ncθ2(8cθ − n)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2
,

bN
′
=

θ(2n+ ((m− k)2 + k2(1 + (m− k)δl)
2)δ2f )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其中 0 < m < n < A′′, A′′ = 6cθ − 1

2
((m− k)2 + k2(1 + (m− k)δl)

2)δ2f ).

以上分别得到了无共创、无专家和有专家模式下的用户努力和价值剩余、企业努力和利润、购买概率、

产品价格和价值.那么企业选择何种模式以及如何定价?企业选择不共创时如何定价? 产品价值在企业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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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模式选择下会发生什么变化? 有下列结论.

命命命题题题 1 当潜在用户数量 n > 6cθ 时, 企业偏好不共创的模式. 此时企业最优定价和努力分别

为 pR = n/(2c)− θ和 eRf = n/(2c),用户购买产品的概率 rR = 1.

命题 1的证明见附录. 命题 1表明,当潜在购买产品的用户数量足够多时,企业的最优决策是独立设计

和生产产品并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 这是由于当潜在用户非常多时,企业的定价使所有人都能购买产品,即

使产品的利润水平较低,但仍可以获得一定的较高利润.

当潜在用户数量较少 0 < n < 6cθ时,无论是无共创还是有共创,用户购买概率 r都为 0 < r < 1. 进一

步分析企业的模式选择和行为决策.

由于企业共创模式的选择和潜在用户数量、共创用户的数量、专家数量、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

用户和专家间努力的转移程度都有关. 但本文重点分析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和潜在用户数量对企业

共创模式选择的影响, 因此假设 m, k, g, δl 为固定的值. 令 δ′u =

√
(m− k)2 + k2(1 + (m− k)δl)2 −m

mg
,

δ′′u =

√
12cθ −m−mδf

mgδf
.

命命命题题题 2 当普通共创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 δu = δ′u时,有下列结论:

1)若潜在用户数量 A′ 6 n < 6cθ,企业偏好用户不参与共创的模式,此时企业的最优定价和努力分别

为 pR
′
=

4cθ2

8cθ − n
, eR

′

f =
nθ

8cθ − n
.

2)若潜在用户数量 0 < m 6 n < A′,企业选择有专家模式和无专家模式无差异,企业的最优定价和努

力分别为

pN
′
= pL

′
=

8cθ2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eN
′

f = eL
′

f =
2nθ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命题 2的证明见附录. 命题 2说明,当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等于某固定值时,若潜在用户数量相

对较多,企业仍然倾向于独立设计研发产品而不需要用户的参与,但是因为用户的数量不足够多,如果企业

仍然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则会造成成本过高,收益不足的问题,因此企业减少产品中的研发投入来降低成

本,从而只满足部分用户的需求. 而当潜在用户数量进一步减少时,在共创模式下,企业获得更多利润,且由

于普通用户共创与有专家的共创效果相同,因此在无专家和有专家模式下企业利润相同.这是因为,当潜在

用户进一步减少时,企业的利润空间进一步萎缩,为了获得较高的利润,引入顾客参与共创可以降低产品研

发成本,提高产品满意度,提高产品销量.

命命命题题题 3 当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 0 < δu < δ′u时,有下列结论:

1)若潜在用户数量 A′ 6 n < 6cθ,企业偏好用户不参与共创的模式,企业的最优定价和努力分别为

pR
′
=

4cθ2

8cθ − n
, eR

′

f =
nθ

8cθ − n
.

2)若潜在用户数量 A′′ 6 n < A′,企业偏好无专家的共创模式,企业的最优定价和努力分别为

pN
′
=

8cθ2

16cθ − 2n−m2δ2f (1 + gδu)2
, eN

′

f =
2nθ

16cθ − 2n−m2δ2f (1 + gδu)2
.

3)若潜在用户数量 0 < m 6 n < A′′,企业偏好有专家的共创模式,企业的最优定价和努力分别为

pL
′
=

8cθ2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eL
′

f =
2nθ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命题 3的证明见附录. 命题 3说明,当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小于阈值时,若潜在用户数量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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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企业在用户不参与共创的情形下仍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润. 随着潜在用户数量的减少,用户以无专

家的模式参与企业的共创,企业获得更高利润. 随着潜在用户数量的进一步减少,企业在有专家模式下获得

的利润更高. 这是由于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小于阈值且潜在用户数量极少时,无专家模式共创的效

果小于有专家模式的共创效果,有专家的共创模式能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故企业更偏好该共创模式.

命命命题题题 4 当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 δ′u < δu < δ′′u 时,有下列结论:

1)若潜在用户数量 A′′ 6 n < 6cθ,企业偏好用户不参加共创,企业的最优定价和努力为

pR
′
=

4cθ2

8cθ − n
, eR

′

f =
nθ

8cθ − n
.

2)若潜在用户数量 A′ 6 n < A′′,企业偏好有专家的共创模式,企业的最优定价和努力分别为

pL
′
=

8cθ2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eL
′

f =
2nθ

16cθ − 2n− ((m− k)2 + k2(1 + (m− k)δl)2)δ2f
.

3)若潜在用户数量 0 < m 6 n < A′,企业偏好无专家的共创模式,企业的最优定价和努力分别为

pN
′
=

8cθ2

16cθ − 2n−m2δ2f (1 + gδu)2
, eN

′

f =
2nθ

16cθ − 2n−m2δ2f (1 + gδu)2
.

命题 4的证明见附录. 命题 4说明,当普通共创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较高时,若潜在用户数量在相对

较大范围内时,企业仍然独立创造产品不需要用户参与就能获得一定的利润,当潜在用户数量减少时,用户

中存在专家的这一共创模式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当潜在用户数量进一步减少时,企业采用无专家的共

创模式获得的利润更高. 这是由于当普通共创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较高时,在可行范围内,无专家的共创

模式比有专家共创模式的共创效果更好,故潜在用户数量越少,企业越倾向采用无专家的共创模式.

命题 2、命题 3和命题 4说明了当潜在用户数量在一定较少范围内时用户间努力转移程度在三种不同

情况下企业的模式决策问题.进一步还可以看出,若普通用户间努力的溢出效果越差,企业执行共创模式所

需潜在市场规模越大.因此随着潜在用户数量的减少,企业采用共创模式就越积极. 这是因为普通用户间的

努力的溢出越小,用户共创的效果就越差,企业的投入也相应较少,购买的概率也越低,因此要保证一定的

利润率,就必须保证有足够的潜在需求. 反之普通用户之间努力的转移程度越大,潜在市场规模可适当降低.

命题 2、命题 3和命题 4研究了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在三种情形下的企业共创模式选择问题.那

么当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一定时,潜在用户数量的减少对企业利润和产品价值将产生什么影响?进

一步分析得到命题 5.

命命命题题题 5 无论在无共创、无专家还是有专家的共创模式下,企业利润和产品价值总是随潜在用户数量

的减少而减少. 但当潜在用户数量减少到企业转变为共创模式时,企业利润和产品价值都增加,并在最优共

创模式下企业利润和产品价值最大.

命题 5的证明见附录. 命题 5说明,潜在用户数量越少,产品价值越小,企业获得的利润也越低. 但是当

潜在用户数量降低到某阈值时,企业改变共创模式采用更有效的共创模式,能够提高企业利润和产品价值,

且在该共创模式下企业利润和产品价值最大.但随着潜在用户数量的进一步减少,企业利润和产品价值仍

然保持单调递减. 这是由于,潜在市场规模越小,企业愿意付出的努力越少,总的共创努力就越小,因此产品

价值越小,且定价越低,企业获得的利润也越低. 但是当潜在市场规模降低到某阈值时,企业采用共创的模

式,不仅用户无偿的参与到产品的开发中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企业付出更多努

力,从而提高了企业利润和产品价值.

本文采用数值仿真的方式直观考察企业的共创模式选择以及企业利润、产品价值的变化情况. 假设努

力的成本系数、匹配的分散程度、共创用户数量、互动规模、专家数量、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专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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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互动时专家努力的转移程度和用户与企业互动时用户努力的转移程度分别为 c = 9, θ = 3, m = 60,

g = 20, k = 10, δu = 0.02, δl = 0.06和 δf = 0.05,得到下图 1企业利润和图 2产品价值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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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潜在用户数量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Fig. 1 The impact of the number of potential users on corporate pro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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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决策下产品价值的变化情况

Fig. 2 The change of product value under the enterprise decision

图 1中带箭头的实线为企业的决策路径. 数值假设满足命题 4的前提条件且图1中企业的决策路径与命

题 4结论一致.当潜在用户数量在 IV范围内时,企业采用无共创的模式且此时企业能够满足所有用户的需

求;当潜在用户数量在 III范围内时,企业采用无共创的模式但只能部分用户的需求;当潜在用户数量在 II

范围内时,企业采用有专家的共创模式且只满足部分用户的需求. 当潜在用户数量在 I范围内时,企业选择

无专家的共创模式且只满足部分用户的需求. 同时由图 1和图 2可以得出,当企业改变共创策略即潜在用

户数量由 IV转换到 III时,潜在用户数量减少,企业必须削减成本才能获得利润,因此产品价值降低,企业

利润也降低. 当潜在用户数量进一步减少由 III降低到 II时即企业由无共创转换到有专家的共创模式时,由

于用户的参与产品价值增加,分担了企业成本,从而企业利润增加,但是在企业采用有专家模式过程中,潜

在用户减少导致企业收益空间减少,因此企业减少共创努力,从而企业利润降低、产品价值降低. 当潜在用

户数量进一步减少由 II降低到 I时,企业由有专家的共创模式转换为无专家的共创模式. 由于此时无专家

的共创模式效果更好,因此此时企业利润和产品价值都增加. 但潜在用户数量在此范围内减少时,企业同样

面临收益空间减少的问题,因此企业利润和产品价值也降低.

实际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结论. 1973年摩托罗拉的总设计师马丁·库伯带领团队研制出了世界首个“便

携式”移动电话. 经过十年的发展,成为熟知的“大哥大”手机,它解决了所有人最基本的远距离通话的需求,

产品价值极高,产品售价高达两万美金.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竞争者的加入瓜分了手机的市场份额,手机的

利润率下降, 且人们对手机逐步产生了新的需求, 手机厂家开始生产个性化的手机, 如音乐手机、拍照手

机、游戏手机等,仅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 然而随着用户更深入的个性化需求以及越来越小的市场份额的

压力,以小米为代表的企业开展和用户的合作来共同研发手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价值.

4 共共共创创创努努努力力力补补补偿偿偿的的的机机机制制制设设设计计计和和和共共共创创创模模模式式式选选选择择择

共创努力补偿是指企业对用户在共创中的努力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激励用户在共创中投入更多的努力

的一种措施.小米公司为了激励用户在共创中投入更多的努力,采用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例如在论坛中发

言会获得相应的积分,累计到一定的积分可以兑换商品. 其次,每年通过社区在数百万米粉中选出几十位具

有代表性的资深米粉为他们制作 VCR,邀请他们走红毯领取“金米兔”奖杯,还让米粉成为《爆米花》杂志的

封面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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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补偿机制的研究,学者在不同的情境下加以了讨论. Chu等[20]以汽车制造商对汽车零售商的努力成

本和努力水平进行补偿为背景,研究发现给予激励补偿有利于提高客户满意度,并实现双方收益的帕累托

改进. 陈树桢等[21]以传统渠道和网上直销渠道并存的双渠道模式为背景考虑制造商给予零售商促销补偿

的情形,发现促销补偿能够加强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合作,且结合两部定价合同能够实现供应链协调.陈树桢

等[22]考虑了制造商对零售商进行创新补偿的情形,研究发现创新补偿机制能实现双方的帕累托改进.但是

以往的研究缺乏以众包为背景探索补偿机制.张鹏等[23]考虑众包平台企业自营和第三方运营及创新方案单

独产出和联合产出两个维度分四个象限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线性奖金的激励机制优于固定奖金的激励机制

的结论,但仅考虑了众包中胜出者获得奖励的情况. 因此本文以用户参与众包为背景,考虑企业不仅在共创

中付出努力而且对参与共创的所有用户进行补偿,无论最终该共创用户是否购买产品,研究企业利润和用

户价值剩余改进的共创努力补偿机制设计,以及提供补偿时企业的共创模式选择.

假设企业给予用户的补偿为 αe2i (0 < α < c),即企业对用户的共创努力成本给予一定的补偿.因此本

部分重点研究用户中无专家和用户中有专家两种共创模式下,企业提供共创努力补偿对企业努力、企业利

润、用户努力、用户价值剩余的影响.分别用上标 CN, CL表示共创努力补偿下的无专家共创模式和有专家

共创模式.

4.1 共共共创创创努努努力力力补补补偿偿偿下下下的的的无无无专专专家家家共共共创创创模模模式式式

在无专家共创模式下,企业为共创用户都提供补偿时,共创用户的价值剩余和企业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ECN
u = E[Su]

CN =
(b(ẽ)− p+ θ)2

4θ
− (c− α)e2u, (12)

πCN
f = np

(b(ẽ)− p+ θ)

2θ
− ce2f −mαe2u. (13)

将式(10)代入式(12)和式(13)中,根据博弈过程采用逆推法求解均衡的产品价格、企业和用户的努力为

pCN =
cθ2

16cθ − 2n− ηm2(1 + gδu)2δ2f
,

eCN
f =

2nθ

16cθ − 2n− ηm2(1 + gδu)2δ2f
,

eCN
u =

ηθm(1 + gδu)δf
16cθ − 2n− ηm2(1 + gδu)2δ2f

.

由以上均衡解易得产品购买概率、共创用户的价值剩余、企业的利润和产品价值分别为

rCN =
4cθ

16cθ − 2n− ηm2(1 + gδu)2δ2f
, ECN

u =
cθ2(16cθ − ηm2(1 + gδu)

2δ2f )

(16cθ − 2n− ηm2(1 + gδu)2δ2f )
2
,

πCN
f =

cθ2(4n(8cθ − n)− (η − 1)ηm3(1 + gδu)
2δ2f )

(16cθ − 2n− ηm2(1 + gδu)2δ2f )
2

, bCN =
θ(2n+ ηm2(1 + gδu)

2δ2f )

16cθ − 2n− ηm2(1 + gδu)2δ2f
,

其中 η = c/(c− α) > 1, m 6 n < B′, η为企业和共创用户成本系数比, B′ = 6cθ − ηm2δ2f (1 + gδu)
2/2.

4.2 共共共创创创努努努力力力补补补偿偿偿下下下的的的有有有专专专家家家共共共创创创模模模式式式

在有专家的共创模式下,企业为共创用户都提供补偿时,普通共创用户和专家的价值剩余、企业的利润

函数分别为

ECL
u = E[Su]

CL =
(b(ẽ)− p+ θ)2

4θ
− (c− α)e2u, (14)

ECL
l = E[Sl]

CL =
(b(ẽ)− p+ θ)2

4θ
− (c− α)e2l , (15)

πCL
f = np

(b(ẽ)− p+ θ)

2θ
− ce2f − (m− k)αe2u − kαe2l . (16)

将式(11)代入式(14)、式(15)和式(16)中,根据博弈过程采用逆推法求解均衡的产品价格、企业努力、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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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和专家的努力分别为

pCN =
cθ2

16cθ − 2n− η((k −m)2 + k2(1 + (m− k)δl)2)δ2f
,

eCL
f =

2nθ

16cθ − 2n− η((k −m)2 + k2(1 + (m− k)δl)2)δ2f
,

eCL
u =

ηθ(m− k)δf
16cθ − 2n− η((k −m)2 + k2(1 + (m− k)δl)2)δ2f

,

eCL
l =

ηθkδf(1 + (m− k)δl)

16cθ − 2n− η((k −m)2 + k2(1 + (m− k)δl)2)δ2f
.

由以上均衡解易得产品购买概率、普通用户和专家的价值剩余、企业利润以及产品价值分别为

rCL =
4cθ

16cθ − 2n− η((k −m)2 + k2(1 + (m− k)δl)2)δ2f
,

ECL
u =

cθ2(16cθ − η(k −m)2δ2f )

(16cθ − 2n− η((k −m)2 + k2(1 + (m− k)δl)2)δ2f )
2
,

ECL
l =

cθ2(16cθ − ηk2δ2f (1 + (m− k)δl)
2)

(16cθ − 2n− η((k −m)2 + k2(1 + (m− k)δl)2)δ2f )
2
,

πCL
f =

cθ2(4n(8cθ − n)− (η − 1)ηδ2f ((m− k)3 + k3(1 + (m− k)δl)
2))

(16cθ − 2n− η((k −m)2 + k2(1 + (m− k)δl)2)δ2f )
2

,

bCL =
θ(2n+ η((k −m)2 + k2(1 + (m− k)δl)

2)δ2f )

16cθ − 2n− η((k −m)2 + k2(1 + (m− k)δl)2)δ2f
,

其中m 6 n < B′′, B′′ = 6cθ − η

2
((m− k)2 + k2(1 + (m− k)δl)

2)δ2f ).

以上得出了企业提供补偿下的企业利润和努力,用户价值剩余和努力,那么分别在无专家和有专家共创

模式下,企业是否愿意提供补偿,用户是否愿意接受企业提供的补偿,以及企业应如何补偿?

分别对比无专家共创模式和有专家共创模式下,企业不提供共创补偿和提供共创补偿时的企业的利润

和努力、用户价值剩余和努力得到如下结论.

命命命题题题 6 1)在无专家共创模式下,当 1 6 η <
12cθ − 2m

m2δ2f (1 + gδu)2
时,企业偏好提供补偿,用户愿意接受

补偿且产品价值、企业努力、用户努力在企业提供补偿的情形下都更高.

2)在有专家的共创模式下,当 1 6 η <
12cθ − 2m

(m− k)2 + k2(1 + (m− k)δl)2)δ2f
时,企业偏好提供补偿,用

户愿意接受补偿且产品价值、企业努力和用户努力在企业提供补偿的情形下都更高.

命题 6的证明见附录. 通过证明很容易得到不提供补偿和提供补偿下的企业利润和共创努力、消费者

价值剩余和共创努力,产品价值具有如下关系:

1) eN
′

f < eCN
f , eN

′

u < eCN
u , EN′

u < ECN
u , πN′

f < πCN
f , bN

′
< bCN.

2) eL
′

f < eCL
f , eL

′

u < eCL
u , eL

′

l < eCL
l , EL′

u < ECL
u , EL′

l < ECL
l , πL′

f < πCL
f , bL

′
< bCL.

命题 6说明,在无专家模式下或有专家的模式下,当补偿标准满足一定的条件时企业为用户提供补偿不

仅能激励用户付出更多努力,同时还激励企业付出更多努力,从而产品价值更高,使得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

用户获得更高的价值剩余. 因此为共创用户提供补偿,实现了企业利润和用户价值剩余的帕累托改进.

由于无论是在有专家还是无专家模式下,企业提供补偿总是优于不提供补偿.那么接下来进一步讨论,

企业提供补偿时,企业将采用何种共创模式? 为方便比较分析,假设潜在用户数量一定,此时既可以采用无

专家模式又可以采用有专家模式.

令 δu1 = −1

g
+

√
2(U − V )

2gmηδfπCL
f

, δu2 = −1

g
+

√
2(U + V )

2gmηδfπCL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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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 πCL
f η(4πCL

f (8cθ−n)−cθ2m(η−1), V =
√
cθ
√
cm2(η − 1)2θ2 + 8πCL

f (2n−m(η − 1))(8cθ − n).

命命命题题题 7 当企业为共创用户提供补偿时,有下列结论:

1)若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 0 < δu < δu1或 δu > δu2,则 πCL
f > πCN

f ,企业偏好有专家的模式.

2)若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 δu1 < δu < δu2,则 πCN
f > πCL

f ,企业偏好无专家的模式.

命题 7的证明见附录. 命题 7说明,当普通用户之间努力的转移程度较小即无专家模式下普通用户共创

效果较差时,企业在有专家模式下提供补偿获得的利润高于在无专家模式下提供补偿获得的利润. 当普通

用户间努力转移程度在较大范围内时,企业在无专家模式下提供补偿获得的利润更高. 这是由于当企业为

参与共创的用户提供补偿时,若用户间努力转移程度越高,则在无专家共创模式下的总共创努力比有专家

模式下的共创努力更大,从而产品价值越大,企业获得的利润就更高,反之企业在有专家模式下的利润更高.

本文采用数值仿真的方法考察企业提供补偿且潜在用户数量一定时企业的共创模式选择问题. 假

设 c = 9, θ = 3, n = 120, m = 60, g = 20, k = 10, η = 3, δl = 0.06, δf = 0.05,无专家和有专家共创模式下

企业利润随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 δu变化的结果见图 3.

  ! "  ! #  ! $  ! %  !& 
&  

&" 

&# 

&$ 

&% 

"  

π
'(

π
')

图 3 普通用户间努力转移程度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Fig. 3 The impact of effort transfer degree between ordinary users on profits

由图 3可见,当普通用户间努力的转移程度较小时,企业在有专家模式下提供补偿的利润高于在无专家

模式下提供努力补偿的利润. 而当普通用户努力的转移程度较大时,企业在无专家模式下提供补偿获得的

利润比在有专家模式下提供补偿获得的利润高. 因此若企业为用户的共创努力提供补偿,则当努力的转移

程度较小时,企业选择有专家的共创模式,而当努力的转移程度较大时,企业选择无专家的共创模式.

5 结结结束束束语语语

本文针对企业和用户共创时众包模式多样化的问题,构建用户不参与共创、共创用户中无专家以及共

创用户中有专家的三种模式,比较三种模式下的企业利润,从而识别企业的最优共创模式. 并进一步扩展到

企业为所有共创用户提供努力补偿的情形,研究企业利润和用户价值剩余改进的条件,分析提供共创努力

补偿时企业共创模式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潜在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越倾向于独立研发,潜在市场规模

越小,企业越倾向于和用户共同进行产品开发. 且潜在市场规模非常小时,若普通用户的共创效果较差,那

么在共创用户中引入或培养专家对企业更有利,反之无需引入专家. 此外,企业为参与产品开发的用户提供

一定的补偿,不仅使自身获得更高利润,而且用户的满意度更高. 以及企业为参与共创的用户提供补偿时,

若普通用户的共创效果较好,企业应采用无专家模式,反之采用有专家模式. 这些研究结论对企业的共创模

式选择及补偿机制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但当专家来源于企业内部或者普通用户和专家的努力转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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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企业的模式选择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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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命题 1证证证明明明 用户不参与共创的模式分为两种情况: 1) 0 < n < 6cθ, 0 < r < 1; 2) n > 4cθ, r = 1. 其中无专家模式的可
行域为 0 < n < A′,有专家模式的可行域为0 < n < A′′. 由于当 4cθ < n < 6cθ时, πR′

f > πR
f . 所以仅当 n > 6cθ,企业采用无

共创模式且 r = 1. 由于有专家模式和无专家模式的可行域不同,且有专家和无专家模式下的企业利润仅分母不同,因此分别假
设 A′ = A′′, A′ < A′′, A′ > A′′ 进行讨论.

A′ = 6cθ − 1

2
m2δ2f (1 + gδu)

2, A′′ = 6cθ − 1

2
((m− k)2 + k2(1 + (m− k)δl)

2)δ2f ).

由 A′ = A′′,得 δ′u =

√
(m− k)2 + k2(1 + (m− k)δl)2 −m

mg
;由 A′ > 0,得 δ′′u <

√
12cθ −m−mδf

mgδf
. 证毕.

命题 2证证证明明明 δu = δ′u,A′ = A′′.当n ∈ (0, A′)时,得πL′
f = πN′

f ;当 n ∈ [A′, 6cθ)时,企业偏好无共创且 0 < r < 1的模式.

证毕.

命题 3证证证明明明 0 < δu < δ′u 时 A′ > A′′. 当 n ∈ (0, A′′)时,得 πL′
f > πN′

f , πL′
f > πR′

f ;当 n ∈ [A′′, A′)时, πN′
f > πR′

f ;当 n

在(A′, 6cθ)范围时, πR′
f > πR

f . 证毕.

命题 4 证证证明明明 δ′u < δu < δ′′u 时, A′ < A′′. 当 n ∈ (0, A′)时, 得 πN′
f > πL′

f , πN′
f > πR′

f ; 当 n ∈ [A′, A′′)时, πL′
f > πR′

f ;
当 n ∈ (A′′, 6cθ)范围时, πR′

f > πR
f . 证毕.

命题 5证证证明明明 易证
∂eRf (e

R′
f , eN

′
f , eL

′
f )

∂n
> 0,

∂πR
f (π

R′
f , πN′

f , πL′
f )

∂n
> 0,

∂pR(pR
′
, pN

′
, pL

′
)

∂n
> 0,

∂bR(bR
′
, bN

′
, bL

′
)

∂n
> 0. 然

后,当 0 < δu < δ′u 时,若 n = 6cθ − 1

2
m2δ2f (1 + gδu)

2,则企业由无共创转变为无专家的共创模式,此时 eR
′

f < eN
′

f , πR′
f < πN′

f ,

pR
′
< pN

′
, bR

′
< bN

′
. 若 n = 6cθ − 1

2
((m − k)2 + k2(1 + (m − k)δl)

2)δ2f ),则 eN
′

f < eL
′

f , πN′
f < πL′

f , pN
′
< pL

′
, bN

′
< bL

′
.

当 δ′u < δu < δ′′u 时,能得到相似的结论. 证毕.

命题 6证证证明明明 1)无共创模式下,提供补偿优于不提供补偿.

由 0 < n < 6cθ − ηm2(1 + gδu)
2δ2f

2
得 1 < η <

12cθ − 2m

m2(1 + gδu)2δ2f
. 又因为

∂ECN
u

∂η
> 0, η > 1,所以 EN′

u < ECN
u . 当 η = 1

时, πCN
f = πN′

f ,又因为
∂πCN

f

∂η
> 0,所以当 1 < η <

12cθ − 2m

m2(1 + gδu)2δ2f
时, πCN

f > πN′
f .

2)有专家模式下,提供补偿优于不提供补偿.

由 0 < n < 6cθ − η((k −m)2 + k2(1 + (m− k)δl)
2)δ2f

2
得 1 < η <

12cθ − 2m

((k −m)2 + k2(1 + (m− k)δl)2)δ2f
.

因为 η > 1,故有 ECL
l > EL′

l ,又因为
∂ECL

u

∂η
> 0且 η > 1,所以有 ECL

u > EL′
u . 当 η = 1时, πCL

f = πL′
f . 又

∂πCL
f

∂η
> 0,

所以当 1 < η <
12cθ − 2m

((k −m)2 + k2(1 + (m− k)δl)2)δ2f
时,有 πCL

f > πL′
f . 证毕.

命题 7证证证明明明 假设 πCN
f = πCL

f ,即 (cθ2(4n(8cθ − n)− (η − 1)ηm3x))/((16cθ − 2n− ηm2x)2) = πCL
f .

此方程的解为 x1 =
4 (8cθ − n)πCL

f − cθ2m (η − 1)−
√
cθ
√
F

2m2ηπCL
f

, x2 =
4πCL

f (8cθ − n)− cθ2m (η − 1) +
√
cθ
√
F

2m2ηπCL
f

,

其中 x = (1 + gδu)
2δ2f , F = cθ2m2(η − 1)2 + πCL

f (8cθ − n) (16n− 8m (η − 1)).

由于 F > 0且 4 (8cθ − n)πCL
f − cθ2m (η − 1)−

√
cθ
√
F > 0,可得 x1 > 0, x2 > 0且 x2 > x1. 因此当 x1 < x < x2 时,

πCN
f > πCL

f . 又由于 x = (1 + gδu)
2δ2f ,因此当 x1 < (1 + gδu)

2δ2f < x2 时, πCN
f > πCL

f . 进一步求解可得当
√
x1

gδf
− 1

g
< δu <

√
x2

gδf
− 1

g
时, πCN

f > πCL
f . 即,当 δu1 < δu < δu2 时 πCN

f > πCL
f . 同理,当 0 < δu < δu1 或 δu > δu2 时 πCL

f > πCN
f . 证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