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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驱动发展时代背景下，如何借助平台供应链盘活社会资源为创新提供资源共享的

配套服务，以市场化运作实现科创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于科创平台和经济社会的意义重大．科
创平台上科创资源提供者的配套服务水平高低不但影响其创新产出而且也影响加入平台的用

户数量．本研究结合中国科创的现实情境，考虑科研用户对平台上资源提供者配套服务质量存

在偏好的情景，运用博弈决策思想研究科创平台的定价决策，进而在普通定价策略基础上重点

拓展研究平台补贴和引流联盟两种策略，基于平台双边用户的供给和需求特点的现实情境揭

示不同成本类型的科创平台利润最大化策略．研究发现三种策略下单位运营成本在一定范围

内平台向资源提供者支付佣金返点，且佣金返点随用户质量偏好的增加而增加，最优补贴金

额、引流数量也随之增加；比较三种策略，平台服务收费在平台补贴策略下最低，在引流联盟策

略下最高，这两种策略均能在一定条件下为平台带来更高收益；不同成本类型的科创平台在市

场中高质量资源提供者占比不同的情形下，应选择不同定价策略才有利于平台利润最大化．此
外，考虑创新风险性特点后，需要更高的质量偏好才能实现科创平台利润的大幅度增长．
关键词： 科创平台； 平台供应链； 平台补贴； 企业联盟； 引流策略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 － ９８０７（２０２４）０８ － ００２３ － ２３

０　 引　 言

面对美欧发达国家对我国科技的持续打压，
核心技术的缺失已成为中国企业应对全球经济变

局的“瓶颈”，掣肘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

实现．着眼于长远发展，为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及政府共同解决核心技术创新问题，突破中国

在新材料、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和人工智能等核

心技术领域实现颠覆性创新． ２０１７ 年十九大报告

中明确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同时提出要“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

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随后，２０１９ 年中

央发文要求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加强科

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应用技术类

科研院所市场化、企业化发展，健全要素市场化交

易平台，健全科技成果交易平台，支持各类所有制

企业参与要素交易平台建设，同时提出要完善由

市场决定的要素价格机制． ２０２２ 年中共中央提出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
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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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要推动交易平台优化

升级，深化资源交易平台的整合共享，全面提升消

费服务质量．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加快建设

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中心，以高水

平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调查发现科

创中心的重要组织载体是依托国家实验室、高校、
科研院所、科创设施集群等有序搭建的、以大科学

装置和中试场景为基础的科创服务平台（以下简

称科创平台）． 科创平台就是通过整合各类创新

科技资源对接供需双边用户，为全社会科技创新

活动提供资源共享、研发协作、专利成果转化的平

台型创新组织． 平台同时扮演了“连接者、匹配

者、机制设计者”三重角色，也是集聚国家科技创

新资源、服务并连接科学研究与技术转化等创新

活动的服务中介组织［１］ ． 可见，加快科创平台建

设成为重大战略需求，又是市场机制助推创新策

源的有效措施，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

新生态．
随着数字技术和平台的不断发展，创新生态

中的合作主体通过平台能够进行资源整合［２］，这
对创新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３］，平台企业、
资源提供方等合作主体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平台

与供应链结合形成平台供应链（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ＰＳＣ）正成为发展主流，因此链结这些主体

的平台供应链越来越重要．目前，学术界主要聚焦

于在线销售、租赁等电商的平台供应链，而关于科

技创新领域的共享服务平台供应链的研究极少．
科创平台并非只是撮合交易服务，更是进行技术

创新、专利转化等设备共享共用的创新平台，这与

电商平台撮合匹配交易达成不同． 科创平台发展

形成平台生态圈，平台上多主体合作协同实现价

值共创［４］，开放创新与竞争合作共同影响了技术

创新的发生机制［５］，这与传统企业自主创新不

同．科创平台链结匹配创新主体，引领多主体直接

交互与协同创新［１］，这与嵌入在中心辐射型关系

网络中的网络型企业不同［６］ ． 科创平台利用信息

技术进行全方位合作管理，实现与双边用户的业

务协同［７］，各主体相互协同共创价值［８］ ． 科创平

台供应链对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创新资源提供者、平台企业和科研用户等创

新主体通过科创平台供应链能够有效实现资源的

合理配置．其中，平台作为中介连接两边用户并帮

助其进行互动，网络外部性这一平台的基本特征，
分为同边网络外部性和跨边网络外部性［９］ ． 其
中，同边网络外部性表示平台一边的用户效用会

受到同边参与群体规模大小的影响，由此可产生

正效应或负效应，例如游戏平台的玩家数量越多

就越能为单个玩家带来更高的效用，但卖家数量

越多却可能因为竞争关系给单个卖家带来负效

用［１０］；而跨边网络外部性则表示每边用户加入平

台的效用都取决于另一边用户加入平台的规模，
通常表现为正效应［１１， １２］ ． 实践中，跨边网络效应

能够帮助科创平台的双边用户快速解决供需匹配

问题，是影响平台另一端用户效用的重要因素．
由于科技创新具有创造性、风险性、收益性和

系统性的特点，技术指导、培训和代研发操作等配

套服务对科研用户的创新效果会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可将现实中资源提供者简单分为两类：一类

是除科创资源外能够进行知识传递提供高水平配

套服务（高质量）的资源提供者［１３］，例如高校和

研究机构等；另一类是在科创资源基础上只提供

维持其正常使用的常规水平配套服务（低质量）
的资源提供者，例如设备生产厂商等．为吸引更多

高质量资源提供者加入平台，现实中科创平台往

往采取两种运作模式：补贴或引流．例如，以产业

转化需求为导向的上海市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

平台为以石墨烯为关键材料的产品提供中试、检
测等服务，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并对优质资

源提供者进行补贴鼓励其进入平台．再如，为打造

科技创新策源地建设的长三角 Ｇ６０ 科创走廊，作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科创大平

台，以区域科创资源聚集为目的，将长三角区域内

的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 ３． ６ 万个高新技术企业

和 １ ３００家孵化器众创空间的优质科技资源引入平

台，实现了长三角区域九城科创资源的开放共享．
科创平台以向资源提供者和科研用户等创新

主体提供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为主要目的，鉴于服

务内容及运营成本差异较大，可依据单位运营成

本高低将科创平台分为三种类型［１４］：１）单位运营

成本较高的科创平台，即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围绕

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着力突破产业共

性关键技术，重点解决产业化过程中关键核心技

术“卡脖子”问题的科技研发类平台．例如集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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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验室和光子大科学装置等的上海张江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通过共享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国家

蛋白质科学研究等高价值科学装置为我国的关键

技术创新提供利器；２）单位运营成本适中的科创

平台，即鼓励企业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建，
为企业提供技术定制、检验、中试熟化等测试活动

的大规模场景，重点解决技术与市场脱节问题的

科技成果转化类平台． 例如上海市临港“滴水湖

ＡＩ创新港”，通过打造牵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

产品迭代重要作用的应用场景，助力智能芯片、自
动驾驶等需要场景测试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
３）单位运营成本相对较低的科创平台，即促进科

技资源集聚，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等共享科研设备

仪器、知识、信息等科创资源，打破创新资源“孤
岛”现状提高科创资源利用效率的科技资源共享

类平台．例如集聚各类科创资源并搭建共享桥梁

的创智空间共享服务平台，对接高校实验室的设

备资源共享服务，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

次上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共享利用．
随着越来越多科研用户开始注重配套服务质

量水平，其是否加入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平

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的影响． 如何更好地激励

科创资源提供者和科研用户积极加入平台、通过

市场化运作实现科创平台利润最大化是科创平台

供应链可持续运营的重要问题；同时，科研用户对

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存在偏好的情况下，不
同成本类型的科创平台如何进行最优策略的选择

值得探讨．
与本研究相关文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

关平台市场化运营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平台双

边定价方面，即平台通过制定双边收费策略来实

现利润最大化，其最优收费不是由需求弹性或边

际成本决定的，而是与用户加入平台时的期望紧

密相关［１１］，具体可分为价格策略和非价格策略．
价格策略下平台在网络化市场中通过向双边合理

收费实现平台收益最大［１５， １６］，Ｚｈａｎｇ 等［１７］指出固

定的佣金返点合同更有利于提升平台上的产品质

量；在双边平台定价的基础上还可利用补贴策略

吸引其中一边用户加入平台以增强两边用户的规

模效应，最终实现平台收益最大［１８］ ． 近年来有关

平台非价格策略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 Ｐａｒｋｅｒ
等［１０］及 Ｄｏｕ和 Ｗｕ［１９］均提出可利用“拉动策略”

下的搭载方式来增加用户流量；Ｆｅｎｇ 等［２０］研究

了通过引流和技术搭载来拓展焦点消费市场实现

平台利润最大化；Ｃｈｅｌｌａｐｐａ 和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２１］提出

通过预告策略来扩大平台的潜在用户数量；Ｗａｎｇ
和 Ｈｕｉ［２２］则提出可通过技术并购提高平台竞争

力从而实现收益的增加． 目前有关平台定价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电商、租车等一般性平台［２３， ２４］，而
关于运营成本差异较大的科创平台定价策略研究

鲜有涉及，另外非价格策略主要研究如何扩大需

求端规模，对于扩大供给端规模的非价格策略研

究较少．
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对平台经济的影响也逐

渐被学者关注，平台上提供者的质量水平能够影

响平台收益［２５］ ．为分析质量水平对平台利润的影

响可将供应商简单分为好或者差两类，且面对低

质量需求和高质量需求应制定相应的参与量门

槛、增值服务和平台匹配能力的定价决策来实现

平台利润最大化［２６］ ． Ｈｕａｎｇ 等［２７］提出补贴高质

量提供者能够提高他们加入平台的积极性，同
时可以提高平台的平均质量水平，以此吸引更

多消费端用户加入平台，为平台带来更高利润．
但已有研究对于考虑质量偏好下实现平台利润

最大化的不同策略适用范围并未进行详细分

析，且对科创平台而言，有关科创资源提供者的

配套服务质量水平是否会影响平台收益的结论

尚不明确．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平台企业、资源提供

方等合作主体进行联系的重要性［２８］，随着供应链

向供应链生态转型，平台供应链的思想应运而生，
其网络化特征能帮助合作主体实现价值共创［２９］ ．
Ｂｈａｒｇａｖａ［３０］研究指出平台模式的选择是实现平台

供应链中各合作主体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梁开荣

和李登峰［３１］给出了平台供应链合作主体间选择

竞合模式的情境及分销策略的影响． 已有研究多

从供应链模式选择、分销策略和金融模式等方面

展开研究，关于科技领域的多主体合作创新过程

中资源共享的具体实现路径较少涉及． 借鉴已有

文献围绕科创平台展开平台供应链的研究，所谓

科创平台供应链是以科创平台为核心，集聚国家

科技创新资源、服务并连接科学研究与技术转化

等创新活动的服务组织，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和政府等合作创新主体提供服务，打通了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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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渠道［３２］，实现技术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 科
创平台供应链兼具平台链结、多主体协同共创、供
需两端网络效应、平台服务与定价等复杂多样性

特征［９］，相比管道型供应链更具竞争力优势［４］ ．
科创平台供应链弯曲甚至打碎既往单向流动的价

值链，直接连接上下游用户群体，减少了传统供应

链结点的纵向链状长度而节约交易成本［７］，促进

价值共创与收益共享［３３］ ． 谢家平等［１４］分析了科

创平台的网络特征、运行治理与发展策略；孔令丞

等［３４］通过梳理创新网络规模、网络关系和网络

氛围三个维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及影

响机理，分析了科创平台为区域创新能力带来

的影响．已有研究多从定性角度对科创平台供

应链的运作机理、绩效等方面进行分析，采用优

化模型研究科创平台服务供应链定价策略的成

果相对缺乏．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贡献在于：１）创新

性从平台供应链视角考查科创平台的双边市场定

价，并结合科创平台特有属性重点揭示了平台跨

边网络外部性效应，进一步验证了网络效应的强

弱程度对科创平台的双边定价策略有着十分重要

的影响；２）根据中国科创平台的现实情景，面对

科研用户对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存在偏好的

情形下，在传统平台定价策略基础上结合科创平

台特有属性，首次刻画了平台补贴和引流联盟两

种定价策略；３）结合目前科创平台的运营特征对

比分析了三种定价策略的适用性，并提出了不同

成本类型的科创平台面对不同情境的最优策略，
为科创平台成为更好地支撑中国自主创新的驱动

力探索了更多有效路径，为中国科创平台的发展

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１　 研究问题描述与基本假设

结合课题组对上海科创平台现实情境的调研，
本研究考虑具有跨边网络效应的科创平台向资源提

供者和科研用户提供创新资源共享服务，科创平台

向科研用户一次性收取加入平台的服务费 ｐ ，同时

为吸引科创资源提供者加入平台向其支付佣金返点

ｗ ．为便于分析，假设平台上每位资源提供者仅提供

一单位科创资源，每位科研用户仅享受一单位科创

资源的服务，具体定价结构模式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科创平台定价模式结构图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如前文所述，潜在供给端中存在两类科创资

源提供者，一类提供者在提供科创资源的同时还

能提供具有知识共享特征的技术指导、培训或代

研发操作等配套服务；另一类提供者则在提供科

创资源的同时仅能提供维护资源正常使用的基本

配套服务．本研究将前者称为高质量提供者，其提

供的配套服务水平用 ｑｈ 表示；将后者称为低质量

提供者，其提供的配套服务水平用 ｑｌ 表示，而且

高质量提供者比低质量提供者为平台带来的质量

提升贡献更大．同时，本研究假设潜在供给端中高

质量提供者占比为 λ，λ∈（０， １），则低质量提供

者占比为 １ － λ ．因为对技术研发高效性的需要，
科研用户对科创平台上科创资源提供者总体的配

套服务质量水平有所偏好，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

水平越高，则科研用户越倾向于加入该科创平台．
本研究首先构建普通定价策略，在此基础

上参考上海石墨烯平台的补贴策略和 Ｇ６０ 科创

走廊的联盟引流思想刻画平台补贴和引流联盟

两种策略，讨论不同成本类型的科创平台在提

供者配套服务质量水平异质下最优策略的选

择． １）普通定价策略（ 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Ｓ）：科
创平台不区分高低质量提供者，决策科研用户

端上平台的最优定价 ｐ 和供给端佣金返点 ｗ 实

现平台利润最大化；２）平台补贴策略（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Ｓ）：平台通过“烧钱”向高质量提供者

一次性给予金额为 ｓ 的补贴，通过佣金返点 ＋补

贴策略，吸引更多的高质量提供者加入科创平

台，提升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３）引流联盟

策略（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Ｓ）：科创平台通过与合

作企业联盟，培育并引流 ｘ 个高质量提供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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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增加平台高质量提供者数量，以实现平台

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针对科研用户对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偏

好情况下，基于平台双边用户的供给和需求特点，
探究不同类型科创平台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实现

平台利润最大化．模型决策顺序如图 ２ 所示，模型

参数符号、决策变量与相关函数如表 １ 所示．

图 ２　 决策顺序图

Ｆｉｇ． 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表 １　 模型符号及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ｄｅｌ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类型 符号 含义 符号 含义

参数

ρ 实施引流联盟策略的单位努力成本系数 ｑｈ（ ｌ） 高（低）质量提供者的配套服务质量水平

θｃ 科研用户加入平台的保留效用 ｑ 平台上提供者的总体服务质量水平

ｆｄｈ（ ｌ） 高（低）质量提供者加入平台的努力成本 ｃｐｖ 平台运营的单位变动成本

αｃ 科研用户的跨边网络外部性系数 αｄ 资源提供者的跨边网络外部性系数

λ 潜在供给端中高质量资源提供者占比 γ 科研用户对平台配套服务质量水平偏好系数

决策变量
ｐ 平台向科研用户收取的一次性服务费 ｓ 平台向高质量提供者支付的一次性补贴金额

ｗ 平台向科创资源提供者支付的佣金返点 ｘ 引流高质量提供者至平台的数量

函数

Ｕｃ 科研用户加入平台获得的效用 ｎｃ 选择加入平台的科研用户数量

Ｕｄｈ（ ｌ） 高（低）质量提供者加入平台获得的效用 ｎｄ 选择加入平台的科创资源提供者数量

πｐ 科创平台的利润 ｎｄｈ（ ｌ） 选择加入平台的高（低）质量提供者数量

　 　 为聚焦分析关键变量的影响并简化建模的复

杂性，不失一般性的基本设定如下

１）资源提供者加入平台的努力成本 ｆｄｈ（ ｌ） 、科
研用户的保留效用 θｃ 服从［０，１］均匀分布；
２）根据 Ｈｕａｎｇ等［２７］和 Ｈａｇｉｕ［３５］的研究，平台

能够观察到每位提供者的配套服务质量水平，但
科研用户仅能观察到潜在供给端高质量提供者的

占比为 λ；
３）根据 Ｈｕａｎｇ等［２７］的研究，以低质量提供者

配套服务水平为基点（ ｑｌ ＝ ０ ），高质量提供者配

套服务水平 ｑｈ ＞ ０，平台上总体配套服务质量水

平即为 ｑ ＝ ｑｈ ｎｄｈ ＋ ｑｌ ｎｄｌ ＝ ｑｈ ｎｄｈ；
４）根据 Ｄｏｕ和 Ｗｕ［１９］的研究，针对补贴提供

者的情景，可设定 αｃ ＞ αｄ ．

２　 普通定价策略（ＯＳ）的基础模型

基础定价模型为普通定价策略 （ 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Ｓ）．潜在供给端中存在高质量资源提供

者和低质量资源提供者，高质量资源提供者加入

平台获得的效用为 ＵＯ
ｄｈ ＝αｄ ｎＯ

ｃ ＋ ｗ － ｆｄｈ ，低质量资

源提供者加入平台获得的效用为 ＵＯ
ｄｌ ＝ αｄ ｎＯ

ｃ ＋

ｗ － ｆｄｌ ，当 ＵＯ
ｄｈ≥０ ，即 ｆｄｈ ≤ αｄ ｎＯ

ｃ ＋ ｗ ，高质量资

源提供者加入平台支付的努力成本小于临界值

ｆ Ｏｄｈ ＝ αｄｎＯ
ｃ ＋ ｗ 时，高质量提供者会选择加入平

台；同理，低质量资源提供者加入平台支付的努力

成本小于临界值 ｆ Ｏｄｌ ＝ αｄ ｎＯ
ｃ ＋ｗ 时，低质量提供者

会选择加入平台． 由于 ｆｄｈ（ ｌ） 在［０，１］上服从均匀

分布，且潜在供给端中高质量提供者占比为 λ，
不妨将潜在资源提供者数量归一化为 １，则高质

量和低质量提供者愿意加入平台的数量函数可分

别表示为 ｎＯ
ｄｈ ＝ λ ∫ ｆ Ｏ

ｄｈ

０
ｄ（ ｆｄｈ） ＝ λ ｆ Ｏｄｈ ＝ λ（αｄ ｎＯ

ｃ ＋

ｗ） 和ｎＯ
ｄｌ ＝ （１ － λ） ∫ ｆ 　Ｏｄｈ

０
ｄ（ ｆｄｌ） ＝ （１－λ） ｆ

 Ｏ
ｄｌ ＝ （１－

λ）（αｄ ｎＯ
ｃ ＋ ｗ），由此得出愿意加入平台的资源提

供者总数量 ｎＯ
ｄ ＝ ｎＯ

ｄｈ ＋ ｎＯ
ｄｌ ＝ αｄ ｎＯ

ｃ ＋ ｗ ．
由于科研用户加入平台的效用受跨边网络外

部性与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的影响，其加入

平台获得的效用可表示为 ＵＯ
ｃ ＝ θｃ ＋αｃｎＯ

ｄ ＋γｑＯ － ｐ
（高低质量提供者数量对科研用户的效用实际上

是存在异质性影响的，高质量提供者带来的网络

效应强度更大）．当 ＵＯ
ｃ ≥ ０ ，即 θｃ ≥ ｐ － αｃｎＯ

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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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ｑＯ，科研用户加入平台的保留效用大于临界值

θ Ｏｃ ＝ ｐ － αｃ ｎＯ
ｄ － γ ｑＯ 时，用户选择加入平台，由假

设可知 θｃ 在［０，１］上服从均匀分布，同理不妨将

潜在用户数量归一化为 １，所以平台上科研用户

的数量函数可表示为 ｎＯ
ｃ ＝ ∫１

θ Ｏｃ
ｄ（θｃ） ＝１－ θ Ｏｃ ＝ １ ＋

αｃｎＯ
ｄ ＋ γｑＯ － ｐ ．因此，愿意加入平台的科研用户

数量表示为 ｎＯ
ｃ ＝ １ ＋ αｃ ｎＯ

ｄ ＋ γ ｑｈ ｎＯ
ｄｈ － ｐ

联立 ｎＯ
ｄ 和 ｎＯ

ｃ 表达式求解可得

ｎＯ
ｃ ＝
１ － ｐ ＋ ｗ（γλｑｈ ＋ αｃ）
１ － αｄ（γλｑｈ ＋ αｃ）

（１）

ｎＯ
ｄ ＝

ｗ ＋ αｄ（１ － ｐ）
１ － αｄ（γλｑｈ ＋ αｃ）

（２）

参考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３６］的文献，平台运营成

本与交易量的多少有关，平台交易量可用资源提

供者数量 ｎｄ 和科研用户数量 ｎｃ 来表示，即交易总

次数为平台两边用户数量的乘积 ｎｃ ｎｄ ，则平台利

润最优化问题可表示

ｍａｘ πＯ
ｐ （ｐ，ｗ） ＝ ｐｎＯ

ｃ － ｗｎＯ
ｄ － ｃｐｖ ｎＯ

ｃ ｎＯ
ｄ

ｓ． ｔ． ｎＯ
ｃ ＞ ０， ｎＯ

ｄ ＞ ０ （３）
将式（１）和式（２）代入式（３），对决策变量

（ｐ，ｗ） 进行求解．为减少符号混乱，令 ξ ＝ γλ ｑｈ ＋
αｃ ＋ αｄ ，可得当 ξ － ２ ＜ ｃｐｖ ＜ ξ ＋ ２时， πＯ

ｐ 是关于

ｐ 和 ｗ 的联合凹函数，且 ０ ＜ ｃｐｖ ＜ ξ 时能满足约

束条件．因此，当 ｍａｘ ［（ξ － ２），０］ ＜ ｃｐｖ ＜ ξ 时，
普通定价策略存在唯一最优解（ ｐＯ∗，ｗＯ∗ ）能够

使得平台收益最大．由此得到命题 １
命题 １　 当 ｍａｘ ［（ξ － ２），０］ ＜ ｃｐｖ ＜ ξ时，存

在唯一均衡解（ ｐＯ∗，ｗＯ∗ ）使平台在普通定价策

略下收益最大． ②

ｐＯ∗ ＝
（ｃｐｖ － ξ）（ｃｐｖ － αｄ） － ２

（ｃｐｖ － ξ） ２ － ４

ｗＯ∗ ＝
ｃｐｖ － ξ ＋ ２ αｄ

（ｃｐｖ － ξ） ２ － ４
由命题 １知，当科创平台单位运营成本在不太

高的一定范围内时，平台通过向科研用户收服务

费、向科创资源提供方支付佣金返点的普通定价策

略存在唯一均衡点能够使科创平台收益最大．
推论 １　 普通定价策略下存在唯一均衡解的

范围内必有 ｐＯ∗ ＞ ０，但为使ｗＯ∗ ＞ ０，则应满足

ｃｐｖ ＜ γλｑｈ ＋ αｃ － αｄ ．
性质 １　 普通定价策略（ＯＳ）的均衡条件下

可以得到重要参数关于科研用户对服务质量偏好

γ 的变化情况为：科创平台的服务收费 ｐＯ∗、佣金

返点ｗＯ∗、科研用户数量ｎＯ
ｃ
∗ 及提供者数量 ｎＯ

ｄ
∗、

平台收益πＯ
ｐ
∗ 和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 ｑＯ∗ 均

随着服务质量偏好 γ 的增加而增加．
性质 １ 说明面对仅有设备共享常规需求而配

套服务需求不高的科研用户，平台应采取低价策

略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反之，面对既有设备共

享需求又渴望享受配套服务的科研用户，平台则

应采取高价策略．
若科研用户对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的偏

好越高，平台可向其收取更高的费用以获取更高

收益，同时向资源提供者支付更高的佣金返点，吸
引更多提供者加入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供给

端存在一定比例的低质量提供者，平台提高佣金

返点在吸引高质量提供者的同时也会导致低质量

提供者加入平台，这将会限制平台上配套服务质

量水平．因此，为最大程度提升平台上配套服务质

量水平，平台要尽可能吸引高质量提供者上平台．
在实际中，科创平台对高校、研究机构等存在

知识传递类的高质量提供者和设备厂商等只提供

设备共享服务类的常规质量提供者，普通做法是

支付相同佣金返点，激励供给方上平台．实践中较

为普遍，例如宝山石墨烯平台、创智空间共享服务

平台等科创平台，面对潜在供给端的高低质量资

源提供者，平台向所有资源提供者支付相同的基

础佣金返点吸引其加入平台，这与文中普通定价

策略的基础模型设置是一致的．有如下管理策略：
结论 １　 普通定价策略中运营成本较低的科

创平台更有意愿向资源提供者支付基础佣金返

点，因此应设法控制其运营成本．
当然，因科研用户对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

平具有一定偏好，平台希望更多高质量提供者加

入平台，现实中为避免因为相同基础佣金返点出

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吸引更多高质量提供者

加入平台，平台往往通过提供平台补贴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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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向高质量提供者支付的佣金返点激励． 因此

本研究结合此现实情形，研究平台补贴策略下的

平台定价，并通过决策补贴金额来明确高质量提

供者能够获得的“补贴 ＋基础佣金返点”金额．

３　 补贴与联盟策略的拓展模型

现实科创实践中可观察到若平台提高佣金返

点水平，高 ／低质量提供者都会涌入平台，便会出

现低质量提供者搭便车的情况． 为提高平台配套

服务质量水平，平台应积极增加高质量提供者数

量．因此在基础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以下两

种平台定价策略，即平台补贴策略（ｓｕｂｓｉｄｙ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ＳＳ）和引流联盟策略（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Ｓ）．
３． １　 平台补贴策略（ＳＳ）

平台经济中常使用价格手段来最大化平台收

益，例如平台常采用具有价格歧视的“跷跷板”原
理，通 过 补 贴 实 现 平 台 用 户 群 体 数 量 的 增

加［ １ ６ ，３５ ］ ．对于科创平台而言，高质量提供者数量

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平台收益，参考上海石墨烯平

台的补贴策略，为避免低质量提供者搭便车现象，
相较于基础模型本研究提出针对平台补贴高质量

提供者进行建模策略分析．在平台补贴策略下，为
提高科创平台总体配套服务水平，吸引更多高质

量提供者加入平台，平台向高质量提供者支付一

次性补贴 ｓ ．此时，高质量和低质量提供者加入平

台获得的效用可分别表示为 Ｕｓ
ｄｈ ＝ αｄ ｎｓ

ｃ ＋ ｓ ＋ ｗ －
ｆｄｈ 和 Ｕｓ

ｄｌ ＝ αｄ ｎｓ
ｃ ＋ ｗ － ｆｄｌ ；另外，科研用户加入平

台获得的效用可表示为 Ｕｓ
ｃ ＝ θｃ ＋ αｃｎｓ

ｄ ＋ γｑｓ － ｐ．
因此，与基础模型同理，在效用非负约束条件下，
选择加入平台的科研用户数量和提供者数量可分

别表示为 ｎｓ
ｃ ＝ １ ＋ αｃｎｓ

ｄ ＋ γｑｓ － ｐ 和 ｎｓ
ｄ ＝ αｄｎｓ

ｃ ＋
λｓ ＋ ｗ． 其中，补贴策略下加入平台的高质量提供

者数量 ｎＳ
ｄｈ ＝λ ∫ ｆ

～
　Ｓ
ｄｈ

０ ｄ
（ ｆｄｈ） ＝λ ｆ

～
Ｓ
ｄｈ ＝λ（αｄ ｎＳ

ｃ ＋ｗ＋ｓ） ．

联立ｎｓ
ｃ 和 ｎｓ

ｄ 的表达式，可得

ｎＳ
ｃ ＝
１ － ｐ ＋ γλｑｈ（ｓ ＋ ｗ） ＋ αｃ（ｗ ＋ ｓλ）

１ － αｄ（γλ ｑｈ ＋ αｃ）
（４）

ｎｓ
ｄ ＝

ｗ＋ｓλ ＋ αｄ［１ － ｐ ＋ ｓγλｑｈ（１ － λ）］
１ － αｄ（γλｑｈ ＋ αｃ）

（５）

此时，补贴策略下平台利润最优化为

ｍａｘ πＳ
ｐ（ｐ，ｗ，ｓ） ＝ ｐｎｓ

ｃ －ｗｎｓ
ｄ － ｃｐｖｎｓ

ｃｎｓ
ｄ －ｓｎｓ

ｄｈ

ｓ． ｔ． ｎｓ
ｃ ＞ ０， ｎｓ

ｄ ＞ ０， ｓ ＞ ０ （６）
将式（４） 和式（５） 代入式（６），对决策变量（ｐ，

ｗ， ｓ）进行求解，可得当 ξ－ ４－γ２λｑ２ｈ（１－λ） ＜ ｃｐｖ ＜

ξ ＋ ４ － γ２λｑ２ｈ（１ － λ） 时，πＳ
ｐ 是关于 ｐ、ｗ和 ｓ的联

合凹函数，且０ ＜ ｃｐｖ ＜ ξ时能满足约束条件．因此，当
ｍａｘ （ξ － ４ － γ２λｑ２ｈ（１ － λ） ），０[ ] ＜ ｃｐｖ ＜ ξ 时，平

台补贴策略存在唯一最优解（ ｐＳ∗， ｗＳ∗， ｓ∗ ）能够使

得平台收益最大．

命题 ２ 　 当 ｍａｘ［（ξ － ４ － γ２λ（１ － λ） ），
０］ ＜ ｃｐｖ ＜ ξ时，存在唯一均衡解（ ｐＳ∗， ｗＳ∗， ｓ∗ ）
使平台在平台补贴策略下收益最大．

ｐＳ∗ ＝
（ｃｐｖ － αｄ）（ｃｐｖ － ξ） － ２

γ２λ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 ４

ｗＳ∗ ＝
ｃｐｖ － αｃ ＋ αｄ

γ２λ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 ４

ｓ∗ ＝
γｑｈ

４ － γ２λ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由命题 ２ 可知，当科创平台单位运营成本在

一定范围内时，平台为了提高整体服务质量水平

向高质量提供者进行补贴吸引其加入平台，这一

平台补贴策略同样能够让平台实现收益最大化．
推论 ２　 平台补贴策略下，存在唯一均衡解

的范围内必有 ｐＳ∗ ＞０，ｓ∗ ＞０，但为使 ｗＳ∗ ＞０，应满

足 ｃｐｖ ＜ αｃ － αｄ ．
性质 ２ 　 平台补贴策略的均衡条件下：１）随

质量偏好 γ 的增加，向提供者支付的佣金返点

ｗＳ∗、平台支付的补贴 ｓ∗、科研用户加入平台数量

ｎＳ
ｃ
∗、平台收益πＳ

ｐ
∗和平台总体质量ｑＳ∗ 随之增加；

２） 当αｃ ＜ αｃ ＜ １时，服务收费 ｐＳ∗ 随偏好 γ 的增

加而增加，当 ０ ＜ １ － λ ＜ ２
γｑｈ

( )
２
时加入平台的提

供者数量 ｎＳ
ｄ
∗ 随偏好 γ 的增加而增加．

性质 ２可知补贴策略下若平台上的科研用户对

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偏好较高，则平台应提高

向提供者支付的佣金返点以及给予高质量提供者的

补贴，但平台并非一定要提高所有科研用户的收费，
而是应该针对平台上资源提供者数量更加敏感的科

研用户进行高收费．同时，若潜在供给端中能够提供

配套服务的低质量提供者占比较低（高质量提供者

有一定占比），平台可以采取补贴方式增加提供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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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且与科研用户服务质量偏好 γ 正相关．
结论 ２　 平台补贴策略下应该向高质量提供

者进行补贴，运营成本更低的科创平台更有意愿

同时向资源提供者支付佣金返点．
结论 ３　 平台补贴策略下面对平台上配套服

务质量水平偏好较低的科研用户，平台应该降低

对高质量提供者的补贴力度，同时减少支付佣金

返点；反之，应采取区别激励策略，加大对高质量

提供者的补贴力度．
结论 ４　 平台补贴策略下面对不仅要使用科

创资源还渴望享受配套服务的科研用户，同时其

交叉网络效应也大，平台应采取区别定价策略，对
这类科研用户采取高收费．
３． ２　 引流联盟策略（ＡＳ）

通过“拉”的策略将平台的供给端或需求端

用户从外部网络拉到焦点网络中，有助于提高原

有平台收益［１０］ ．企业缔结联盟不仅是企业重要的

战略行为［３７］，更是企业获取信息、资源、减少不确

定性的重要手段，能够极大程度增强企业的竞争

优势，因此，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
企业间的研发联盟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３８］ ．本节

参考 Ｇ６０ 科创走廊的联盟引流思想，从扩大供给

端规模角度出发，讨论科创平台利用引流联盟的

方式通过引流增加高质量提供者数量的可行性．
假设平台通过与企业联盟共同培育并引流来的高

质量提供者数量为 ｘ ，同时需要付出实施此策略

的努力成本为 １
２ ρｘ

２ （ ρ ＞ ０，学者常运用类似成

本函数［３９］），高质量和低质量科创资源提供者加

入平台获得的效用可分别表示为 ＵＡ
ｄｈ ＝ αｄｎＡ

ｃ ＋
ｗ －ｆｄｈ 和 ＵＡ

ｄｌ ＝ αｄ ｎＡ
ｃ ＋ ｗ － ｆｄｌ ．每位科研用户加入

平台获得的效用可表示为 ＵＡ
ｃ ＝ θｃ ＋ αｃ（ｎＡ

ｄ ＋ ｘ） ＋
γｑＡ － ｐ ．因此，与基础模型同理，效用非负条件下

选择加入平台的科研用户数量和科创资源提供者

数量可表示为 ｎＡ
ｃ ＝１＋αｃ（ｎＡ

ｄ ＋ ｘ） ＋ γｑＡ － ｐ和 ｎＡ
ｄ ＝

αｄ ｎＡ
ｃ ＋ ｗ
联立 ｎＡ

ｃ 和ｎＡ
ｄ 的表达式可得

ｎＡ
ｃ ＝
１ － ｐ ＋ （ｗ ＋ ｘ）（γλｑｈ ＋ αｃ）

１ － αｄ（γλｑｈ ＋ αｃ）
（７）

ｎＡ
ｄ ＝

ｗ ＋ αｄ［１ － ｐ ＋ ｘ（γλｑｈ ＋ αｃ）］
１ － αｄ（γλｑｈ ＋ αｃ）

（８）

此时，引流联盟策略下最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 πＡ
ｐ （ｐ，ｗ，ｘ） ＝ ｐｎＡ

ｃ － ｗ（ｎＡ
ｄ ＋ ｘ） －

ｃｐｖｎＡ
ｃ （ｎＡ

ｄ ＋ ｘ） － １２ ρｘ
２

ｓ． ｔ． ｎＡ
ｃ ＞ ０，ｎＡ

ｄ ＞ ０， ｘ ＞ ０ （９）
将式（７）和式（８）代入式（９），目标函数对决

策变量 （ｐ，ｗ，ｘ） 进行求解，当 ξ－ ４ －２ ／ ρ ＜ ｃｐｖ ＜

ξ ＋ ４ － ２ ／ ρ 且 ρ≥１ ／ ２ 时， πＡ
ｐ 是关于 ｐ、ｗ 和 ｘ

的联合凹函数，当 ０ ＜ ｃｐｖ ＜ ξ且 ρ ＞ １时能满足约

束条件． 因此，当 ｍａｘ［（ξ － ４ － ２ ／ ρ），０］ ＜
ｃｐｖ ＜ ξ 且 ρ ＞ １时，引流联盟策略存在唯一最优解

（ ｐＡ∗， ｗＡ∗， ｘ∗ ）能够使得平台收益最大．

命题 ３　 当 ｍａｘ［（ξ－ ４ － ２ ／ ρ），０］ ＜ ｃｐｖ ＜ ξ
且 ρ ＞ １ 时，存在唯一均衡解（ ｐＡ∗， ｗＡ∗， ｘ∗ ）使
平台在引流联盟策略下收益最大．

ｐＡ∗ ＝
１ － ２ρ ＋ ρ（ｃｐｖ － αｄ）（ｃｐｖ － ξ）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 ２

ｗＡ∗ ＝
ραｄ － （１ － ρ）（ｃｐｖ － γλｑｈ － αｃ）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 ２

ｘ∗ ＝
ｃｐｖ － ξ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 ２

由命题 ３ 可知，当科创平台单位运营成本在

一定范围内时，平台通过引流联盟策略能够得到

实现平台利润最大化的唯一均衡点．
推论 ３　 引流联盟策略下存在唯一均衡解的

范围内必有 ｐＡ∗ ＞ ０， ｘ∗ ＞０，但为使 ｗＡ∗ ＞０，应满

足ｃｐｖ ＜ γλｑｈ ＋αｃ －
ραｄ

ρ － １ ．

性质 ３　 引流联盟策略的均衡条件下服务收

费 ｐＡ∗、向提供者支付的佣金返点 ｗＡ∗、引流高质

量提供者数量ｘ∗、加入平台的科研用户数量ｎＡ
ｃ
∗

及科创资源提供者数量ｎＡ
ｄ
∗、平台收益πＡ

ｐ∗ 和平台

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ｑＡ∗ 随科研用户质量偏好 γ
的增加而增加．

性质 ３ 可知，引流联盟策略下的平台定价与

普通定价策略基本一致，但科研用户若在共享科

创资源的同时又对配套服务水平需求较高时，那
平台应加大高质量提供者的引流力度．

结论 ５　 引流联盟策略下面对配套服务要求

不高的科研用户，平台可降低引流数量从而节约

引流成本；反之，若科研用户对配套服务要求较

高，则平台应引流更多高质量提供者加入平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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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科研用户高收费．

４　 平台策略比较与选择条件

４． １　 平台策略可行域分析

通过命题 １ ～命题 ３ 可得普通定价、平台补

贴和引流联盟策略存在最优解的可行域，由此可

得到性质 ４．
性质 ４　 高质量科创资源提供者占比 λ 和平

台单位运营成本 ｃｐｖ 满足一定条件下，普通定价、
平台补贴和引流联盟三种策略存在使平台利润最

大的均衡解，如表 ２．
表 ２　 三种策略最优均衡解的存在范围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策略 高质量科创资源提供者占比 λ 平台单位运营成本 ｃｐｖ

ＯＳ
０ ＜ λ≤ λＯ ０ ＜ ｃｐｖ ＜ ξ

λＯ ＜ λ ＜ １ ＣＯ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ＳＳ
０ ＜ λ≤ λＳ ０ ＜ ｃｐｖ ＜ ξ

λＳ ＜ λ ＜ １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ＡＳ
０ ＜ λ≤ λＡ ０ ＜ ｃｐｖ ＜ ξ

λＡ ＜ λ ＜ １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ξ

　 　 注： λＯ ＝
２ － αｃ － αｄ

γｑｈ
， λＳ ＝

４ － （αｃ ＋ αｄ）２

γｑｈ（２αｃ ＋ ２ αｄ ＋ γｑｈ）
， λＡ ＝

４ － ２ ／ ρ － αｃ － αｄ

γｑｈ
； ＣＯ

ｐｖ ＝ ξ － ２ ， ＣＳ
ｐｖ ＝ ξ － ４ － γ２λｑ２ｈ（１ － λ） ，

ＣＡ
ｐｖ ＝ ξ － ４ － ２ ／ ρ ； λＯ，λＳ，λＡ 分别是 ＣＯ

ｐｖ，ＣＳ
ｐｖ，ＣＡ

ｐｖ ＝ ０ 时 λ 的取值，且 γｑｈ ＞ ２ － αｃ － αｄ 时能满足 ０ ＜ λＯ，λＳ，λＡ ＜ １ ．

　 　 表 ２ 可知，三种策略存在最优均衡解时平台

运营成本存在上界条件，即 ｃｐｖ ＜ ξ ；反之，平台单

位运营成本较高（ ｃｐｖ ＞ ξ ）的科创平台在任何策

略下均无法实现平台利润最大化（无内解点）．同
时当高质量提供者占比 λ 较高时，若平台单位运

营成本低于下边界 ＣＯ
ｐｖ 、 ＣＳ

ｐｖ 、 ＣＡ
ｐｖ ，则科创平台在

任何策略下均无法实现平台利润最大．
结合表 ２ 可知，平台实施引流联盟策略的单

位努力成本 ρ 的大小会影响成本边界条件ＣＯ
ｐｖ，

ＣＳ
ｐｖ，ＣＡ

ｐｖ 与横坐标交点λＯ，λＳ，λＡ 的大小排序，因此

根据结论 １ 将高质量科创资源提供者占比和平台

单位运营成本范围细分可得推论 ４．
推论 ４　 高质量科创资源提供者占比 λ 和平

台单位运营成本 ｃｐｖ 不同组合范围下，存在平台利

润最大化的适用策略（具体见表 ３）．
为了更加形象地展示，依据表 ３绘制图 ３，可以

得到：１）当高质量提供者占比与单位运营成本两个

维度一高一低时，无可选最优策略（无内解点）；２）存
在均衡解的可行域范围内，①普通定价策略（ＯＳ）均
适用，②随着平台运营成本的增加，平台引流策略

（ＡＳ）也适用，③在高质量提供者占比适中的一般情

况下，运营成本更高才可采用平台补贴策略（ＳＳ）．
表 ３　 λ 和 ｃｐｖ 不同组合范围下的适用策略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ｓ ｏｆ λ ａｎｄ ｃｐｖ

１ ＜ ρ ＜ ρ︿ ρ ＞ ρ︿

λ 范围 ｃｐｖ 范围 适用策略 λ 范围 ｃｐｖ 范围 适用策略

０ ＜ λ≤ λＡ ０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０ ＜ λ≤ λＳ ０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λＡ ＜ λ≤ λＳ
０ ＜ ｃｐｖ ＜ ＣＡ

ｐｖ ＯＳ ／ ＳＳ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λＳ ＜ λ≤ λＡ
０ ＜ ｃｐｖ ＜ ＣＳ

ｐｖ ＯＳ ／ ＡＳ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０ ＜
γ ＜ ２ ×

２ ／ ρ ／
ｑｈ

λＳ ＜ λ≤ λＯ

λＯ ＜ λ ＜ １

０ ＜ ｃｐｖ ＜ ＣＳ
ｐｖ ＯＳ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Ａ

ｐｖ ＯＳ ／ ＳＳ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０ ＜ ｃｐｖ ＜ ＣＯ
ｐｖ 无可选策略

ＣＯ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Ｓ

ｐｖ ＯＳ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Ａ

ｐｖ ＯＳ ／ ＳＳ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λＡ ＜ λ≤ λＯ

λＯ ＜ λ ＜ １

０ ＜ ｃｐｖ ＜ ＣＡ
ｐｖ ＯＳ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Ｓ

ｐｖ ＯＳ ／ ＡＳ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０ ＜ ｃｐｖ ＜ ＣＯ
ｐｖ 无可选策略

ＣＯ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Ａ

ｐｖ ＯＳ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Ｓ

ｐｖ ＯＳ ／ ＡＳ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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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１ ＜ ρ ＜ ρ︿ ρ ＞ ρ︿

λ 范围 ｃｐｖ 范围 适用策略 λ 范围 ｃｐｖ 范围 适用策略

２ ×

２ ／ ρ ／
ｑｈ ＜

γ ＜
１

λＳ ＜ λ≤ λ１

λ１ ＜ λ≤ λＯ

λＯ ＜ λ≤ λ２

λ２ ＜ λ ＜ １

０ ＜ ｃｐｖ ＜ ＣＳ
ｐｖ ＯＳ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Ａ

ｐｖ ＯＳ ／ ＳＳ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０ ＜ ｃｐｖ ＜ ＣＡ
ｐｖ ＯＳ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Ｓ

ｐｖ ＯＳ ／ ＡＳ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０ ＜ ｃｐｖ ＜ ＣＯ
ｐｖ 无可选策略

ＣＯ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Ａ

ｐｖ ＯＳ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Ｓ

ｐｖ ＯＳ ／ ＡＳ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０ ＜ ｃｐｖ ＜ ＣＯ
ｐｖ 无可选策略

ＣＯ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Ｓ

ｐｖ ＯＳ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Ａ

ｐｖ ＯＳ ／ ＳＳ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λＯ ＜ λ≤ λ２

λ２ ＜ λ ＜ １

０ ＜ ｃｐｖ ＜ ＣＯ
ｐｖ 无可选策略

ＣＯ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Ａ

ｐｖ ＯＳ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Ｓ

ｐｖ ＯＳ ／ ＡＳ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０ ＜ ｃｐｖ ＜ ＣＯ
ｐｖ 无可选策略

ＣＯ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Ｓ

ｐｖ ＯＳ

ＣＳ
ｐｖ ＜ ｃｐｖ ＜ ＣＡ

ｐｖ ＯＳ ／ ＳＳ

ＣＡ
ｐｖ ＜ ｃｐｖ ＜ ξ ＯＳ ／ ＳＳ ／ ＡＳ

　 　 　 注： ρ
︿
＝ ２

４ － ４ ＋ （αｃ ＋ αｄ） ２ ＋ γｑｈ（αｃ ＋ αｄ）
２ αｃ ＋ ２ αｄ ＋ γｑｈ

[ ]
２ ； λ１ ＝ １

２ －
γ２ ρｑ２ｈ － ８
２γ ｑｈ ρ

； λ２ ＝ １
２ ＋

γ２ ρｑ２ｈ － ８
２γ ｑｈ ρ

　
　 （ａ） ρ ＝ １． １ 　 　 　 　 　 　 　 　 　 　 　 　 　 　 　 　 　 　 　 　 　 　 　 （ｂ） ρ ＝ ３

图 ３　 三种策略的可行域

Ｆｉｇ． 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注： αｃ ＝ ０． ５ ， αｄ ＝ ０． ４ ， γ ＝ ０． ５ ， ｑｈ ＝ ６

　 　 具体而言，当高质量提供者占比较低且单位

运营成本较低的科创平台在三种策略下均能实现

平台利润最大，如图 ３（ ａ）、图 ３（ｂ）的左下角所

示；高质量提供者占比较高且单位运营成本也高，
科创平台在三种策略下也均能实现平台利润最

大，如图 ３（ａ）、图 ３（ｂ）的右上角所示；当高质量

提供者占比和单位运营成本均适中时，存在不同

策略组合（如图 ３（ａ）、图 ３（ｂ）的中间部分），运营

成本适中的科创平台采取普通定价和引流联盟策

略，运营成本更高的平台才考虑平台补贴策略．
结论 ６　 对于高质量提供者占比大的情形，

如果其平台运营成本不高，则资源提供者可以考

虑自营平台更为有利；反之，运营成本很高，平台

难以借助市场手段进行商业化运作，则更多是在

政府引导下进行社会性共享．
４． ２　 平台策略均衡解比较

由命题 １ ～命题 ３ 可得在可行域范围内三种

策略的最优均衡解，如表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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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三种策略的最优均衡解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均衡解 ＯＳ策略 ＳＳ策略 ＡＳ策略

ｐ∗
（ｃｐｖ － ξ）（ｃｐｖ － αｄ） － ２

（ξ － ｃｐｖ） ２ － ４
（ｃｐｖ － ξ）（ｃｐｖ － αｄ） － ２

γ２λ 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 ４
１ － ２ρ ＋ ρ（ｃｐｖ － αｄ）（ｃｐｖ － ξ）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 ２

ｗ∗
ｃｐｖ － ξ ＋ ２ αｄ

（ξ － ｃｐｖ） ２ － ４
ｃｐｖ － αｃ ＋ αｄ

γ２λ 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 ４
ρ αｄ ＋ （ρ － １）（ｃｐｖ － ξ ＋ αｄ）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 ２

ｓ∗ ／
γ ｑｈ

４ － γ２λ 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

ｘ∗ ／ ／
ｃｐｖ － ξ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 ２

ｎ∗ｃ
２

４ － （ξ － ｃｐｖ） ２
２

４ － γ２λ 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１ － ２ρ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 ２

ｎ∗ｄ
ξ － ｃｐｖ

４ － （ξ － ｃｐｖ） ２
ξ － ｃｐｖ

４ － γ２λ 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ρ － １）（ｃｐｖ － ξ）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 ２

π∗ｐ
１

４ － （ξ － ｃｐｖ） ２
１

４ － γ２λ 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１ － ２ρ

２［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 ２］

ｑ∗
λ ｑｈ（ξ － ｃｐｖ）
４ － （ξ － ｃｐｖ） ２

λ ｑｈ（ξ － ｃｐｖ）
４ － γ２λ 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λρ ｑｈ（ｃｐｖ － ξ）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 ２

　 　 通过表 ４ 可对三种策略下的最优均衡解进行

对比分析如下

１）平台双边定价的比较分析：通过对比可得

ｐＳ∗ ＜ ｐＯ∗ ＜ ｐＡ∗，科创平台向科研用户的最优收

费在引流联盟策略下最高，在平台补贴策略下最

低；当高质量提供者占比较高大于 ２（１ － αｄ） ／ γ ｑｈ

时ｗＯ∗ ＞ ｗＳ∗，当 ｍａｘ［（ξ － ２），０］ ＜ ｃｐｖ ＜ ｃ︿ ｐｖ 时
ｗＯ∗ ＜ ｗＡ∗，当ｃ︿ ｐｖ ＜ ｃｐｖ ＜ ξ 时ｗＯ∗ ＞ ｗＡ∗ ．
２）平台双边用户规模的比较分析：两种策略

下加入平台的科研用户数量 ｎＳ∗
ｃ 和 ｎＡ∗

ｃ 恒大于

ｎＯ∗
ｃ ，说明 ＳＳ策略和 ＡＳ 策略能够吸引更多的科

研用户加入平台；对比可得 ｎＳ∗
ｄ ＞ ｎＯ∗

ｄ ，说明 ＳＳ
策略下加入平台的资源提供者数量大于 ＯＳ 策略

下的资源提供者数量；当 ｍａｘ［（ξ － ２），０］ ＜

ｃｐｖ ＜ ξ － ２ 时， ｎＡ∗
ｄ ＞ ｎＯ∗

ｄ ，对于单位运营成本相

对较低的科创平台而言，ＡＳ策略下加入平台的资

源提供者数量大于 ＯＳ 策略下的资源提供者数

量，当 ξ － ２ ＜ ｃｐｖ ＜ ξ 时， ｎＡ∗
ｄ ＜ ｎＯ∗

ｄ ，对于单位

运营成本相对较高的科创平台而言，ＡＳ 策略下加

入平台的资源提供者数量小于 ＯＳ 策略下的资源

提供者数量．
３）平台利润和总体配套服务质量水平的比

较分析：ＳＳ 策略和 ＡＳ 策略下的平台最优利润

πＳ∗
ｐ 、πＡ∗

ｐ 和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 ｑＳ∗、ｑＡ∗ 恒

大于 ＯＳ策略下的最优均衡解 πＯ∗
ｐ 和 ｑＯ∗， 说明

ＳＳ策略和 ＡＳ策略有利于提高科创平台的利润和

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由此可得性质 ５．
性质 ５　 科创平台向科研用户的服务收费在

ＡＳ策略下最高，在 ＳＳ 策略下最低．相较于 ＯＳ 策

略，ＳＳ ／ ＡＳ策略能够提高科创平台的最优利润和

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且能够吸引更多的科

研用户加入平台． 此外，ＳＳ 策略能够吸引更多的

资源提供者加入平台，但 ＡＳ 策略下加入平台的

资源提供者数量依赖于平台成本类型．
三种策略下最优均衡解关于质量偏好 γ 的性

质分析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三种策略最优均衡解关于质量偏好 γ 的性质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ｎ γ

均衡解 ∂ ｐ∗ ／ ∂γ ∂ ｗ∗ ／ ∂γ ∂ ｓ∗ ／ ∂γ ∂ ｘ∗ ／ ∂γ ∂ ｎ∗ｃ ／ ∂γ ∂ ｎ∗ｄ ／ ∂γ ∂ ｑ∗ ／ ∂γ ∂ π∗ｐ ／ ∂γ

ＯＳ策略 递增 递增 ／ ／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ＳＳ策略 条件增① 递增 递增 ／ 递增 条件增② 递增 递增

ＡＳ策略 递增 递增 ／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注：“ ／ ”表示该策略下无此变量①当
４－γ２λ ｑ２ｈ（１ － ２λ） ＋ ４γ ｑｈ（１ － λ）

２ ＝ αｃ ＜αｃ ＜１时，∂ ｐＳ
∗ ／ ∂γ ＞ ０ ；②当０ ＜ １－λ ＜ ４

γ２ ｑ２ｈ
时， ∂ ｎｓｄ∗ ／ ∂γ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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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呈现了三种策略下各均衡解与质量偏好

γ 间的相关性，平台向资源提供者支付的佣金返

点、加入平台的科研用户数量、平台收益、平台上

配套服务质量水平、平台补贴和引流数量随质量

偏好的增加而增加，该性质与平台选择何种策略

无关；而平台向科研用户的收费和加入平台的资

源提供者数量在 ＯＳ ／ ＡＳ 策略下随质量偏好的增

加而增加．但在 ＳＳ 策略下，科研用户的跨边网络

外部性较高时，平台向科研用户的收费随质量偏

好的增加而增加；市场上低质量提供者占比低于

４
γ２ ｑ２ｈ

时加入平台的提供者数量随质量偏好的增

加而增加．
４． ３　 平台最优策略的选择

通过命题 １ ～命题 ３ 可以得到每种策略下平

台的最大收益，比较后可得性质 ６．
性质 ６　 平台补贴和引流联盟策略均优于基

础模型中的普通定价策略，即 ｍａｘ（πＯ∗
ｐ ，πＳ∗

ｐ ） ＝
πＳ∗

ｐ ， ｍａｘ（πＯ∗
ｐ ，πＡ∗

ｐ ） ＝ πＡ∗
ｐ ；且能够得到 πＳ∗

ｐ 和

πＡ∗
ｐ 相等时可行域内的等利润曲线 Ｃπ

ｐｖ ＝ ξ － γ ｑｈ

λ（１ － λ）（２ｐ － １） ，高于等利润曲线时平台采

取补贴策略获得的利润更大，低于等利润曲线时

平台采取引流联盟策略获得的利润更大．
性质 ６ 表明，平台补贴策略或引流联盟策略

相较于普通平台而言能够为科创平台带来更高的

利润，平台单位运营成本更高时应采取平台补贴

策略使平台利润最大．
高质量科创资源提供者占比 λ 和平台单位

运营成本 ｃｐｖ 不同组合范围下最优策略的选择如

表 ６ 所示．
表 ６ 可知：１）可选策略仅有普通定价策略

（ＯＳ）时，最优策略即为 ＯＳ 策略； ２）只有普通策

略与平台补贴策略时，补贴策略占优；只有普通策

略与引流联盟策略时，引流联盟策略占优； ３）在
高质量提供者占比低且单位运营成本低时，科创

平台选择引流联盟策略（ＡＳ）更优； ４）存在其他

可选策略时，单位运营成本更高的科创平台选择

平台补贴策略（ＳＳ）更优；单位运营成本适中的科

创平台选择引流联盟策略（ＡＳ）更优．
结论 ７　 对于运营成本较高的科创平台应采

用平台补贴策略才有利于其利润最大化．

５　 数值模拟分析

本节通过刻画重要参数进行数值算例仿真，
直观了解偏好系数对最优补贴金额、引流数量及

相应最优利润的影响，并观察高质量提供者占比

λ 的不同情况下，单位运营成本 ｃｐｖ 不同的科创平

台应选择的定价策略，同时在不同偏好系数 γ 和

引流努力成本 ρ 的取值下进行验证．其中基础参

数 αｃ ＝ ０． ５ ， αｄ ＝ ０． ４ ， ｑｈ ＝ ６ ．
５． １　 补贴与联盟策略下偏好系数影响

其它参数值不变，设置参数 λ ＝ ０． ５， ｃｐｖ ＝ ２，
ρ ＝ １． １，仿真得到两种策略下质量偏好 γ 对补贴

ｓ∗、引流量ｘ∗ 和利润π∗ｐ 的影响，如图 ４ 和图 ５ 所

示（多组数据仿真的趋势一致）．

图 ４　 γ 对最优补贴金额 ｓ∗和最优引流数量 ｘ∗的影响

Ｆｉｇ． ４ γ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ｘ∗

图 ５　 γ 对平台补贴和引流联盟策略最优利润的影响

Ｆｉｇ． ５ γ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ｆ ＳＳ ａｎｄ ＡＳ

数值模拟可直观看出性质 ２ 和性质 ３ 的结

论，即在平台补贴和引流联盟策略下，补贴金额

和引流高质量提供者的数量均应随质量偏好的

增加而增加；当质量偏好较小时，引流联盟下平

台利润更大， 当质量偏好较大时，平台补贴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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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利润更大．同时，在质量偏好增加到一定程度

时，两种策略下的最优利润会随着质量偏好的

增加而产生大幅度增长． 因此，面对质量需求较

高的科研用户，平台在补贴策略和引流联盟策

略下均应采用积极策略，以获得更高收益．
在图 ５ 基础上分析两种策略下平台利润增

长百分比可得图 ６（参数设置与图 ５ 一致） ．进一

步可知，当质量偏好达到一定水平时，两种策略

下的最优利润能够实现快速增长，且平台补贴

策略比引流联盟策略更早实现平台利润的快速

增长．
结论 ８ 　 面对科研用户对平台上配套服务

水平具有一定偏好的情形，平台采用补贴策略

能够更快实现平台利润的大幅度增长．
５． ２　 平台最优策略的选择区域分析

在其它基础参数值不变的情况下，分别设

置参数（ ρ ＝ １ ． １ ， γ ＝ ０ ． ４ ），（ ρ ＝ １ ． １ ， γ ＝
０ ６ ），（ ρ ＝ ３ ， γ ＝ ０ ． ４ ），（ ρ ＝ ３ ， γ ＝ ０ ． ６ ）
四种情形下，仿真高质量提供者占比 λ 和平台

单位运营成本 ｃｐｖ 组合的不同区域内平台应选择

哪种策略能够使平台利润最大化，如图 ７ 所示．

图 ６　 平台补贴和引流联盟策略的最优利润增长

Ｆｉｇ． ６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ｒｏｆｉ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Ｓ ａｎｄ ＡＳ

图 ７　 最优策略的选择

Ｆｉｇ． ７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图 ７ 可知不同成本类型的科创平台随市场

中高质量资源提供者占比由低到高变化应选择

不同的定价策略使平台收益最大．
从图 ７ 可知：１）当高质量提供者占比与单

位运营成本两个维度一高一低时，仍然无可选

最优策略；２）存在均衡解的可行域范围内，当单

位运营成本和高质量提供者占比两个维度双低

时，引流联盟策略主要占优；单位运营成本更高

的平台采取补贴策略更为有利；随着运营成本

的降低，会趋向于普通定价策略．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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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营成本较低的科创平台而言，当高质

量提供者占比较低时，平台应采取引流联盟策

略来提高平台上配套服务质量水平，随着高质

量提供者占比增加，随后采取补贴策略和普通

定价策略；当高质量提供者占比足够高时，三种

策略均不适用．
对运营成本适中的科创平台而言，当高质

量提供者占比较低时，平台应采取补贴策略吸

引高质量提供者加入平台，若科研用户对配套

服务质量的需求偏好增加，则随高质量提供者

占比的增加，平台更应采取引流联盟的策略来

提高平台收益．
对于运营成本较高的科创平台而言，当高

质量提供者占比较低时，平台无法通过三种策

略实现平台收益最大，三种策略均不适用；当高

质量提供者占比达到较高水平时，平台可通过

补贴策略提高平台收益；当高质量提供者占比

达到峰值时，平台应采取引流联盟策略．
结论 ９ 　 对于高等院校实验室上平台共享

设备资源的这类在线交易科创平台而言，其运

营成本相对较低，当潜在供给端高质量提供者

占比不足时，平台应尽可能采用引流联盟策略

进行高端引流；对于高质量提供者占比适中的

情形，成本相对较高的中试类平台应采取平台

补贴策略吸引更多高质量提供者加入；对于运

营成本极高的大科学装置类科创平台，只有高

质量提供者占比相对很高时，平台才会采取补

贴或引流联盟策略．

６　 拓展模型分析③

６． １　 考虑创新风险性的模型拓展

现实中，研发活动具有不确定性大，失败率

高等特点，在一些行业科技创新的失败率甚至

会达到 ８０％ ～ ９０％④，而创新失败会为科研用户

带来负效用，从而降低用户进行研发活动的积

极性［４０， ４１］ ．本节在上文基础上加入创新风险因

子，考虑创新风险对核心决策变量的影响． 不考

虑创新风险时，资源提供者和科研用户加入平

台的效用只需要考虑佣金返点、服务收费、网络

外部性、保留效用和加入平台的努力成本． 但现

实中，科技创新能否成功受多方面条件影响，创
新产出具有一定风险性，研发活动具有一定失

败的概率．相较于资源提供者，科研用户加入平

台的效用更容易受到创新风险的影响，创新失

败会对其考虑是否选择加入平台带来负效用，
因此科研用户加入平台的效用函数需要考虑创

新的风险性． 参考谭春桥等［４２］的研究假设，本节

假设科研用户在科创平台上进行科技创新失败的

概率为 η（０ ＜ η ＜ １ ），且失败会给科研用户带来

的负效用为 μ ，为保证函数具有实际意义，即两端

加入平台的用户数量为正，不妨假设 ０ ＜ μ ＜ １．
１）普通定价策略的创新风险模型拓展

考虑创新风险性特点后，在普通定价策略下

资源提供者加入平台的效用仍然表示为 ＵＯＲ
ｄｈ（ ｌ） ＝

αｄ ｎＯＲ
ｃ ＋ ｗ － ｆｄｈ（ ｌ） ，愿意加入平台的提供者数量函

数与前文一致 ｎＯＲ
ｄ ＝ ｎＯ

ｄ ＝ αｄ ｎＯＲ
ｃ ＋ ｗ，而科研用户

加入平台的效用则表示为ＵＯＲ
ｃ ＝θｃ ＋ αｃｎＯＲ

ｄ ＋γｑＯＲ －
ｐ － ημ，同前文思路进行计算

在命题 １ 的参数范围内可得极大值点

ｐＯＲ∗ ＝
（１ － ημ）［（ｃｐｖ － ξ）（ｃｐｖ － αｄ） － ２］

（ｃｐｖ － ξ） ２ － ４

ｗＯＲ∗ ＝
（１ － ημ）（ｃｐｖ － ξ ＋ ２ αｄ）

（ｃｐｖ － ξ） ２ － ４
２）平台补贴策略的创新风险模型拓展

平台补贴策略下愿意加入平台的资源提供者

数量函数仍可表示为 ｎＳＲ
ｄ ＝ αｄ ｎＳＲ

ｃ ＋ λ ｓＲ ＋ ｗ ，愿
意加入平台的科研用户数量与考虑创新风险特

点后的基础模型相同， ｎＳＲ
ｃ ＝ １ ＋ αｃ ｎＳＲ

ｄ ＋ γ ｑＳＲ －
ｐ － ημ．

同着文思路进行计算，在命题 ２ 的参数范围

内可求得极大值点

ｐＳＲ∗ ＝
（１ － ημ）［（ｃｐｖ － αｄ）（ｃｐｖ － ξ） － ２］
γ２λ 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 ４

ｗＳＲ∗ ＝
（１ － ημ）（ｃｐｖ － αｃ ＋ αｄ）

γ２λ 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 ４

ｓＲ∗ ＝
γ ｑｈ（１ － ημ）

４ － γ２λ ｑ２ｈ（１ － λ） － （ｃｐｖ － 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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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引流联盟策略的创新风险模型拓展

在引流联盟策略下资源提供者加入平台的效

用仍然表示为 ＵＡＲ
ｄｈ（ ｌ） ＝ αｄ ｎＡＲ

ｃ ＋ ｗ － ｆｄｈ（ ｌ） ．每位科

研用户加入平台获得的效用可表示为 ＵＡＲ
ｃ ＝ θｃ ＋

αｃ（ｎＡＲ
ｄ ＋ｘ） ＋γｑＡＲ － ｐ － ημ ．同前文思路进行计算

在命题 ３ 的参数范围内可求得极大值点

ｐＡＲ∗ ＝
（１ － ημ）［１ － ２ρ ＋ ρ（ｃｐｖ － αｄ）（ｃｐｖ － ξ）］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２

ｗＡＲ∗ ＝
（１ － ημ）［ραｄ － （１ － ρ）（ｃｐｖ － γλ ｑｈ － αｃ）］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２

ｘＲ∗ ＝
（１ － ημ）（ｃｐｖ － ξ）
２ － ４ρ ＋ ρ （ｃｐｖ － ξ）２

基于以上推导可通过数值模拟得到存在创新

风险随机因子情形下 γ 对平台补贴和引流联盟策

略最优利润的影响，如图 ８ 所示（参数设置与图 ５
保持一致）．

（ａ）负效用低时创新失败率 η 的影响分析 　
（ｂ）负效用高时创新失败率 η 的影响分析

图 ８　 针对创新风险情形平台策略最优利润随质量偏好 γ 的变动分析

Ｆｉｇ． 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ｉｔｈ γ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将图 ８ 与图 ５ 进行比较可看到考虑创新风险

性并未改变两种策略下的平台利润变化趋势，若
创新失败给科研用户带来的负效用较低，则科创

平台的利润关于质量偏好的变化趋势对创新失败

的概率并不敏感；若创新失败给科研用户带来的

负效用较高，则创新失败的概率越大，需要更高的

质量偏好才能实现两种策略下平台利润的大幅度

增长．由此得结论 １０．
结论 １０　 面对创新失败给科研用户带来的

负效用较高且创新失败概率较大的科研活动，为
实现科创平台利润的大幅度增长，应提高平台上

配套服务质量水平，且吸引更多质量偏好系数较

高的科研用户加入平台．
６． ２　 提供者异质网络外部性的拓展

参考 Ｈｕａｎｇ［２７］的研究，本节进一步讨论高质

量提供者和低质量提供者的跨边网络外部性存在

差异情境下的最优策略．
平台一边的提供方服务质量高低可能会影响

到平台另一边使用者进入平台的规模效应，即平

台一边的服务质量高低可能会导致跨边网络外部

性的差异．先将高质量提供者和低质量提供者的

跨边网络外部性系数分别表示为 αｄｈ 和 αｄｌ ，其各
自加入平台的努力成本可分别表示为 ｆｄｈ 和 ｆｄｌ ，

同上文假设 ｆｄｈ 和 ｆｄｌ 在［０，１］上服从均匀分布．
１）普通定价策略

基础模型中，高质量资源提供者加入平台获

得的效用可表示为 ＵＯＤ
ｄｈ ＝ αｄｈｎＯＤ

ｃ ＋ ｗ － ｆｄｈ ，当
ＵＯＤ

ｄｈ ≥０，即ｆｄｈ≤αｄｈｎＯＤ
ｃ ＋ ｗ时，高质量提供者会选

择加入平台，因此高质量提供者愿意加入平台的

数量函数可表示为 ｎＯＤ
ｄｈ ＝ λ ∫ｆ 

ＯＤ
ｄｈ

０
ｄ（ ｆｄｈ） ＝ λ（αｄｈ ×

ｎＯＤ
ｃ ＋ ｗ） ，同理可得低质量提供者愿意加入平台

的数量函数可表示为 ｎＯＤ
ｄｌ ＝ （１ － λ） ∫ｆ 

ＯＤ
ｄｌ

０
ｄ（ ｆｄｌ） ＝

（１ － λ）（αｄｌｎＯＤ
ｃ ＋ ｗ） ．由此得出愿意加入平台的

提供者数量可表示为 ｎＯＤ
ｄ ＝ α—ｄ ｎＯＤ

ｃ ＋ ｗ ，其中 α－ ｄ ＝
λ αｄｈ ＋ （１ － λ） αｄｌ ．同上文计算逻辑可得，当 ｍａｘ

｛ξ′ － ２ １ － γλｑｈ（αｄｌ － α－ ｄ） ，０｝ ＜ ｃｐｖ ＜ ξ′ 时，普通

定价策略存在唯一最优解（ ｐＯＤ∗， ｗＯＤ∗ ）能够使得

平台收益最大，且必有 ｐＯＤ∗ ＞０，但为使 ｗＯＤ∗ ＞０，应
满足ｃｐｖ ＜ ξ′ － ２ α—ｄ ．其中 ξ′ ＝ γλ ｑｈ ＋ αｃ ＋ α—ｄ ．

通过仿真可得普通定价策略下，考虑异质网

络外部性的决策变量关于质量偏好 γ 的变化趋势

与前文所得决策变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即最

优服务收费和支付佣金返点随质量偏好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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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若高质量提供者的网络外部性系数 αｄｈ 与

加权系数 α—ｄ 的差异与质量偏好均变大时，最优决

策变量的变化幅度增加，如图 ９ 所示（参数设置

αｃ ＝ ０． ５，λ ＝ ０． ５，ｑｈ ＝ ６，ｃｐｖ ＝ ０． ０５ ）．

（ａ）最优服务收费ｐ∗ 　 　 　 　 　 　 　 　 　 　 　 　 　 　 　 （ｂ）最优支付佣金返点ｗ∗

图 ９　 考虑异质网络外部性情形下 γ 对普通定价策略最优决策变量的影响对比

Ｆｉｇ． ９ γ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Ｏ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２）平台补贴策略

同理可得平台补贴策略下，当 ｍａｘ [ ( ξ′ －

４ －
λ（γλｑｈ － γｑｈ ＋ αｄ － α—ｄｈ） ２

１ － λ )，０ ] ＜ ｃｐｖ ＜

ξ′ 时，存在唯一最优解（ ｐＳＤ∗，ｗＳＤ∗， ｓＤ∗ ）能够使

得平台收益最大，且必有 ｐＳＤ∗ ＞０，但为使ｓＤ∗ ＞ ０，

ｗＳＤ∗ ＞ ０，应满足αｄｈ ＜ γ ｑｈ ＋ αｄｌ 和 ｃｐｖ ＜ αｃ ＋

λ αｄｈ － α—ｄ

１ － λ ．

通过仿真可得平台补贴策略下，考虑异质网

络外部性的决策变量关于质量偏好 γ 的变化趋势

与前文所得决策变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最优

服务收费、支付佣金返点和补贴金额随质量偏好的

增加而增加，若高质量提供者的网络外部性系数 αｄｈ

与加权系数 α—ｄ 的差异变大时，最优决策变量的变化

幅度增加，如图 １０ 所示（参数设置同图 ９）．

（ａ）最优服务收费ｐ∗
　

（ｂ）最优支付佣金返点ｗ∗ （ｃ）最优补贴ｓ∗

图 １０　 考虑异质网络外部性情形下 γ 对平台补贴策略最优决策变量的影响对比

Ｆｉｇ． １０　 γ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３）引流联盟策略

引流联盟策略下，当 ｍａｘ［ξ′ － ，０］ ＜ ｃｐｖ ＜ ξ′ 且
ρ ＞ １时，存在唯一最优解（ ｐＡＤ∗，ｗＡＤ∗ ， ｘＤ∗ ）能够使

得平台收益最大，且必有 ｐＡＤ∗ ＞ ０ ， ｘＤ∗ ＞ ０ ，但为使

ｗＡＤ∗ ＞ ０，应满足ｃｐｖ ＜ γλ ｑｈ ＋ αｃ －
ρ α—ｄ

ρ － １ ．

通过仿真可得引流联盟策略下，考虑异质网

络外部性的决策变量关于质量偏好 γ 的变化趋势

与前文所得决策变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最优

服务收费、支付佣金返点和引流数量随质量偏好

的增加而增加，若高质量提供者的网络外部性系

数 αｄｈ 与加权系数 α—ｄ 的差异变大时，最优决策变

量的变化幅度增加，如图 １１ 所示（参数设置同

图 ９，此外 ρ ＝ ３ ）．
结论 １１　 无论网络外部性是否具有异质性，

用户质量偏好对平台最优决策的影响都基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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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因此平台企业传统关注网络外部性和服务水平，
其实更应重视降低运营成本，才能灵活改变策略．

通过比较发现在异质网络外部性情形下，用
户质量偏好对三种策略下平台最优决策的影响与

同质网络外部性情形时基本一致． 高低质量提供

者网络外部性的差异并没有给平台策略带来太大

的影响．结合第四节讨论，影响平台最优定价策略

主要因素还是平台运营成本．

　 　 　 　 　 （ａ）最优服务收费 ｐ∗ 　 　 　 　 　 　 　 　 （ｂ）最优支付佣金返点 ｗ∗ 　 　 　 　 　 　 　 　 　 （ｃ）引流数量 ｘ∗

图 １１　 考虑异质网络外部性情形下 γ 对引流联盟策略最优决策变量的影响对比

Ｆｉｇ． １１ γ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６． ３　 考虑非完全信息的模型拓展

提供者上平台时，平台将面临逆向选择问题．
需重新设计佣金返点契约，以实现对提供者类型

甄别；换言之，不对称信息将迫使平台改变原先的

佣金返点策略，无法再采取佣金统一制的混同定

价策略，否则将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平台

应设计差异化佣金制，即给予高低质量提供者不

同的佣金返点．因此，本节提出基础佣金与质量激

励相结合的分离定价策略．
为实现对提供者隐匿信息的甄别，科创平台

设计佣金返点分离合同 ｛（ｗｈ，ｋｈ），（ｗ ｌ，ｋｌ）｝ 来区

分高低质量提供者，即高质量提供者获得佣金返

点为 ｗｈ ＋ ｋｈ ｑｈ ，低质量提供者获得佣金返点为

ｗ ｌ ＋ ｋｌ ｑｌ ，其中 ｗｈ（ ｌ） 表示高（低）质量提供者的基

础佣金返点、 ｋｈ（ ｌ） 表示其质量激励系数，由此形

成基础佣金返点与质量激励相结合的佣金返点机

制．鉴于此，科创平台优化问题可表示为

ｍａｘ πｐ（ｐ，ｗｈ，ｗｌ） ＝ ｐ ｎｃ － （ｗｈ ＋ｋｈ ｑｈ） ｎｄｈ －
（ｗｌ ＋ｋｌ ｑｌ） ｎｄｌ －ｃｐｖ ｎｃ ｎｄ

ｓ． ｔ． ｎｃ ＞ ０ ， ｎｄ ＞ ０ ， ｎｄｈ ＞ ０ ， ｎｄｌ ＞ ０
αｄ ｎｃ ＋ｗｈ ＋ｋｈ ｑｈ －ｆｄｈ ≥ αｄ ｎｃ ＋ｗｌ ＋ｋｌ ｑｈ －ｆｄｈ

（１０）
αｄ ｎｃ ＋ｗｌ ＋ｋｌ ｑｌ － ｆｄｌ ≥ αｄ ｎｃ ＋ｗｈ ＋ｋｈ ｑｌ －ｆｄｌ

（１１）
其中式（１０）、式（１１）为激励相容约束，式（１０）防
止高质量提供者假冒为低质量提供者，式（１１）防
止低质量提供者假冒为高质量提供者．式（１０）和
式（１１）相加化简可得 （ｋｈ － ｋｌ）（ｑｈ － ｑｌ） ≥ ０ ，由

于 ｑｈ ≥ ｑｌ ，则需 ｋｈ ≥ ｋｌ ，否则分离契约失效．且
参考张维迎［４３］可知式（１０）为紧约束 ｗｈ － ｗ ｌ ＋
ｑｈ（ｋｈ － ｋｌ） ＝ ０ ，令 ｋｈ ＝ Δ ＋ ｋｌ ，则 ｗ ｌ ＝ ｗｈ ＋ Δ
ｑｈ ．虽然低质量提供者获得的基础佣金返点似乎

更高，但是考虑高质量提供者存在质量激励，事实

上有 ｗｈ ＋ ｋｈ ｑｈ≥ ｗ ｌ ＋ ｋｌ ｑｌ ，即高质量提供者实际

获取佣金返点更高．
此时优化问题化为

ｍａｘ πｐ（ｐ，ｗｈ） ＝ ｐｎｃ － （ｗｈ ＋ ｋｈ ｑｈ） ｎｄｈ －
　 　 （ｗｈ ＋ Δ ｑｈ ＋ ｋｌ ｑｌ） ｎｄｌ － ｃｐｖ ｎｃ ｎｄ

ｓ． ｔ． ｎｃ ＞ ０ ， ｎｄ ＞ ０ ， ｎｄｈ ＞ ０ ， ｎｄｌ ＞ ０
（１２）

加入平台的高质量提供者数量 ｎｄｈ ＝ λ

∫αｄｎｃ＋ｗｈ＋ｋｈｑｈ

０
ｄ（ ｆｄｈ） ＝ λ（αｄ ｎｃ ＋ ｗｈ ＋ ｋｈ ｑｈ） ，低质量

提供者数量 ｎｄｌ ＝ （１ － λ） ∫αｄｎｃ＋ｗｌ＋ｋｌｑｌ

０
ｄ（ ｆｄｌ） ＝ （１ －

λ）（αｄ ｎｃ ＋ ｗ ｌ ＋ ｋｌ ｑｌ） ＝ （１ － λ）（αｄ ｎｃ ＋ ｗｈ ＋ Δ
ｑｈ ＋ ｋｌ ｑｌ） ，由前文可知 ｑｌ ＝ ０ ，则平台上提供者

数量 ｎｄ ＝ ｎｄｈ ＋ｎｄｌ ＝αｄ ｎｃ ＋ ｗｈ ＋ λ ｋｈ ｑｈ ＋ Δ ｑｈ（１ －
λ） ， 平 台 上 科 研 用 户 数 量 ｎｃ ＝

∫１
－（αｃｎｄ＋γｑｈｎｄｈ－ｐ）

ｄ（θｃ） ＝ １ ＋ αｃ ｎｄ ＋ γ ｑｈ ｎｄｈ － ｐ ． 进

行求解可得．
命题 ４　 当 ｍａｘ ［（ξ －２），０］ ＜ ｃｐｖ ＜ ξ 时，存在

唯一均衡解（ｐ∗，ｗ∗ｈ ，ｗ∗ｌ ） 使平台在普通定价策略下

收益最大．
对比非完全信息情景下分离定价策略中的

ｐ∗和完全信息情景下普通定价策略 ｐＯ∗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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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在非完全信息情形下，向科研用户收取的服

务费更高；可采取最优佣金返点分离合同 ｛（ｗ∗ｈ ，
ｋｈ），（ｗ∗ｌ ，ｋｌ）｝ ，向高质量科研用户支付基础佣

金返点与质量激励策略，能够使科创平台收益

最大．
结论 １２　 在非完全信息情形下，科创平台设计

佣金返点分离合同时，可选择给予高质量提供者的

基础佣金返点低于低质量提供者，同时给予高质量

提供者的质量激励系数高于低质量提供者，无法同

时给予高质量提供者更高的基础佣金返点和质量激

励系数，否则佣金返点分离合同失效．
结论 １３　 平台无法甄别提供者的质量信息

时，应对低质量提供者设置较高的基础佣金返点

和较低的质量激励系数，才能使平台收益最大．
通过仿真可得，完全信息和非完全信息情形

下平台的最优服务收费和最优佣金返点关于质量

偏好 γ 的变化趋势，如图 １２ 所示（参数设置同图

５，此外 ｋｌ ＝ ０． ２ ， ｋｈ ＝ ０． ９ ） ．

（ａ） 最优服务收费
　

（ｂ） 最优佣金返点

图 １２　 最优服务收费和最优佣金返点关于质量偏好 γ 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２　 ｐ∗ ａｎｄ 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γ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结论 １４　 若无法甄别提供者的质量信息，平
台为获得最大收益需要向科研用户收取更高的服

务费来抵消信息不完全给平台带来的风险；真正

高质量提供者获得的实际佣金返点一定大于低质

量提供者．

７　 结束语

如何通过科创平台服务供应链实现我国科

技创新和成果的转移转化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

重点，不同成本类型的科创平台在不同情形下

应选择哪种定价策略是平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决策．
７． １　 研究结论

１）针对平台用户对质量偏好需求增大的情

景，在普通定价策略和引流联盟的最优策略下提

高服务收费有利于科创平台实现效益最优，而在

平台补贴策略下，加大对高质量提供者的补贴力

度有利于科创平台实现效益最优，同时只针对网

络外部性系数较高的平台需求用户提高服务收费．
２）通过普通定价、平台补贴和引流联盟三种

策略的对比分析发现，相较于普通定价策略，平台

补贴和引流联盟策略均能为科创平台带来更高收

益，并且较低的质量偏好对平台的引流联盟策略

更有利；反之较高的质量偏好更有利于平台补贴

策略下的平台收益．另外，当质量偏好增加到一定

程度时，最优平台补贴金额、高质量提供者的引流

数量及平台利润会陡峭式增长，此时两种策略均

应采用积极行动，以获得更高收益．
３）为实现科创平台利润最大化，高质量提供

者占比不足时，高等院校实验室上平台共享设备

资源的这类在线交易的科创平台，应尽可能采用

引流联盟策略进行高端引流；高质量提供者占比

适中时，中试类平台应采取平台补贴策略吸引更

多高质量提供者加入；而大科学装置类科创平台

只有在高质量提供者占比相对很高时，才会采取

补贴或引流联盟策略．
４）创新失败给科研用户带来的负效用越高、

失败的概率越高，则科创平台只能在更高的质量

偏好下才能实现平台利润的大幅度增长．
５）若平台无法甄别提供者的质量信息，则可

通过最优佣金返点分离合同使科创平台收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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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不能同时给予高质量提供者较高的基础佣

金返点和较高的质量激励系数，应对低质量提供

者设置较高的基础佣金返点和较低的质量激励系

数，同时可向科研用户收取更高的服务费来抵消

信息不完全给平台带来的风险．
７． ２　 研究价值

１）结合现实情境，考虑平台两端网络外部性

的前提下，刻画了普通定价、平台补贴和引流联盟

三种定价策略，创新性地研究了平台补贴和引流

联盟两种策略对科创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

制，丰富了科创平台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 ２）针
对平台双边用户的供给和需求特点的现实情境，
面对科研用户对服务质量的不同偏好，具体分析

了科研用户质量水平偏好对三种定价策略的影

响，为不同成本类型科创平台的定价决策提供实

践借鉴； ３）详细分析了三种定价策略下的适用范

围，并且在考虑平台单位运营成本和供给端高质

量提供者占比的不同组合下，平台应采取何种策

略能够实现平台利润最大化目标； ４）基于科创平

台服务供应链视角整合科创资源，有效提升资源

配置和使用效率，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７． ３　 管理启示

１）通过向科研用户收取服务费、向资源提供

者支付佣金返点的方式能够实现科创平台服务供

应链的价值共创，但科创平台应尽可能控制运营

成本，这样才更有能力向资源提供方支付佣金返

点； ２）低运营成本的科创平台在供给端提供者质

量普遍不高时，应通过引流联盟的定价策略，引流

高质量提供者达成战略合作；运营成本相对较高

的科创平台选择平台补贴策略更为有利； ３）对创

新失败更加敏感的科研用户进行风险较高的科研

活动时，科创平台更应积极提高平台上的配套服

务质量水平； ４）科创平台在无法甄别提供者质量

信息时，可设计包含基础佣金返点和质量激励的

分离合同，为高质量提供者制定较高的质量激励

系数，同时向科研用户收取更高的服务费．
科创平台向科研用户收取会员服务费的同时

还可根据资源提供者的配套服务质量水平及资源

利用情况收取差异化的交易服务费，这将是下一

步需开展的研究工作．

参 考 文 献：

［１］谢家平， 夏　 宇， 梁　 玲， 等． 科研设备共享平台的配套服务水平决策［Ｊ］． 运筹与管理， ２０２１， ３０（３）： ６５ － ７０．
Ｘｉｅ Ｊｉａｐｉｎｇ， Ｘｉａ Ｙｕ， Ｌｉａｎｇ 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Ｊ］．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１， ３０（３）： ６５ － ７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钟　 琦， 杨雪帆， 吴志樵． 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研究述评［Ｊ］．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１， ４１（２）： ４２１ － ４３０．
Ｚｈｏｎｇ Ｑｉ， Ｙａｎｇ Ｘｕｅｆａｎ， Ｗｕ Ｚｈｉｑｉａｏ．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 ２０２１， ４１（２）： ４２１ － ４３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王　 琳， 陈志军． 价值共创如何影响创新型企业的即兴能力？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案例研究［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０， ３６（１１）： ９６ － １１０．
Ｗａｎｇ Ｌｉｎ，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ｊｕｎ．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０， ３６（１１）： ９６ － １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Ｚｈｕ Ｗ， Ｘｉｅ Ｊ， Ｘｉａ Ｙ， ｅｔ ａｌ．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ｏｎ ｂｏａｒ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 ３０７（１）： １７７ － １９２．

［５］孔令文， 徐长生， 易　 鸣． 市场竞争程度、需求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Ｊ］． 管

理评论， ２０２２， ３４（１）： １１８ － １２９．
Ｋｏｎｇ Ｌｉｎｇｗｅｎ， Ｘｕ 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Ｙｉ Ｍ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ｒｍｓ’ ｍｉｃｒｏ⁃ｄａｔａ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２， ３４（１）： １１８ － １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Ｚｈａ Ｙ， Ｚｈａｎｇ Ｊ， Ｙｕｅ Ｘ，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ｆｆｏｒｔ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ｅｍａｎｄ［Ｊ］．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２３５： ７８５ － ８０６．

［７］Ｗａｎｇ Ｓ， Ｃｈｅｎ Ｈ， Ｗｕ 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２Ｏ ｅｒａ［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２１５： １３１ － １４３．

［８］Ｋｕｍａｒ Ｖ．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ｌｉｇｎｉｎｇ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
ｓｅｓ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８， ２０（２）： ９０ － ９２．

—２４—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９］Ｘｉｅ Ｊ， Ｚｈｕ Ｗ， Ｗｅｉ Ｌ， 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ｍｕｌｔｉ⁃ｈｏｍ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ｂｏｔｈ ｓａｍｅ⁃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ｓｉ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ｘｉｓｔ［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１， ２３３： １０８０１６．

［１０］Ｐａｒｋｅｒ Ｇ Ｇ， Ｖａｎ Ａｌｓｔｙｎｅ Ｍ Ｗ， Ｃｈｏｕｄａｒｙ Ｓ 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
ｍ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ｍ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Ｙｏｕ［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６．

［１１］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Ｊ］． 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３７（３）： ６６８ － ６９１．
［１２］Ｒｏｃｈｅｔ Ｊ Ｃ， Ｔｉｒｏｌｅ Ｊ．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１（４）： ９９０ － １０２９．
［１３］马文聪， 叶阳平， 徐梦丹， 等． “两情相悦”还是“门当户对”： 产学研合作伙伴匹配性及其对知识共享和合作绩效

的影响机制［Ｊ］． 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１８， ２１（６）： ９５ － １０６．
Ｍａ Ｗｅｎｃｏｎｇ， Ｙｅ Ｙａｎｇｐｉｎｇ， Ｘｕ Ｍｅｎｇｄａｎ， ｅｔ ａｌ． Ｔｏ ｌｏｖｅ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ｏｒ ｔｏ ｂｅ ｅｑｕ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ｆｉ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Ｎａｎｋａｉ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２１
（６）： ９５ － １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谢家平， 孔訸炜， 张为四． 科创平台的网络特征、运行治理与发展策略———以中关村、张江园科技创新实践为例

［Ｊ］． 经济管理， ２０１７， ３９（５）： ３６ － ４９．
Ｘｉｅ Ｊｉａｐｉ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ｅ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ｓｉ．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ｇｕａｎｃｕ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ａｒｋ［ Ｊ］．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７， ３９（５）： ３６ － ４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Ｂｉｒｇｅ Ｊ， Ｃａｎｄｏｇａｎ Ｏ， Ｃｈｅｎ Ｈ， ｅｔ ａｌ．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Ｊ］．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２３（３）： ５６９ － ５８８．

［１６］陈斐然， 朱道立． 垄断双边平台的价格策略和数量策略设计问题［Ｊ］． 管理科学学报， ２０２１， ２４（３）： １８ － ３１．
Ｃｈｅｎ Ｆｅｉｒａｎ， Ｚｈｕ Ｄａｏｌｉ．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ｚ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ｔｗｏ⁃ｓｉｄ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１， ２４（３）： １８ － 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Ｚｈａｎｇ Ｊ， Ｃａｏ Ｑ， Ｈｅ Ｘ．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ｅｌｌｉｎｇ［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２７２（３）： ９２８ － ９４４．

［１８］Ｂａｋｏｓ Ｙ， Ｈａｌａｂｕｒｄａ 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ｈｏｍｉｎｇ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ｅ ｏｒ ｎｏｔ［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 ６６（１２）： ５５９９ － ５６０７．

［１９］Ｄｏｕ Ｙ， Ｗｕ Ｄ Ｊ．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ｉｇｇｙｂ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３２（３）： ８２０ － ８３５．

［２０］Ｆｅｎｇ Ｌ， Ｚｈｅｎｇ Ｘ， Ｇｏｖｉｎｄａｎ Ｋ， 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ｒｅａｌｌｙ ｈｕｒ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２１３： ５５ － ６８．

［２１］Ｃｈｅｌｌａｐｐａ ＲＫ，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ｒ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１， ６７（３）： １５２７ － １５４５．

［２２］Ｗａｎｇ Ｑ， Ｈｕｉ 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ｅｒ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ｂａｓ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２８（１）： ４６ － ６３．

［２３］Ｃｈｅｎ Ｙ Ｊ， Ｄａｉ Ｔ， Ｋｏｒｐｅｏｇｌｕ Ｃ Ｇ， ｅｔ ａｌ． Ｏｍ ｆｏｒｕｍ⁃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Ｊ］．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２２（３）： ４３０ － ４４５．

［２４］张　 凯． 第三方卖家视角下复合型电商平台商业模式研究［Ｊ］． 管理科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２２（４）： １１０ － １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９， ２２（４）： １１０ － １２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Ｋｉｍ Ｊ Ｈ， Ｐｒｉｎｃｅ Ｊ， Ｑｉｕ Ｃ．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ｇａｍ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３７（１１）： ９９ － １０８．

［２６］Ｌｉｕ Ｗ， Ｙａｎ Ｘ， Ｗｅｉ Ｗ， ｅｔ ａｌ．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９， １２２：
４１０ － ４３２．

［２７］Ｈｕａｎｇ Ｐ， Ｌｙｕ Ｇ， Ｘｕ 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ｐａｒ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２， ６８ （６）： ４４１５ － ４４３４．

［２８］李东红， 陈昱蓉， 周平录． 破解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跨界网络治理路径———基于百度 Ａｐｏｌｌｏ 自动驾驶开放平台的案

例研究［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１， ３７（４）： １３０ － １５９．

—３４—第 ８ 期 谢家平等： 科创平台服务供应链定价策略———平台“烧钱”还是引流联盟？



Ｌｉ 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ｕｒｏｎｇ， Ｚｈｏｕ Ｐｉｎｇｌｕ．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ａｉｄｕ Ａｐｏｌｌｏ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１， ３７
（４）： １３０ － １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陈　 剑，刘运辉． 数智化使能运营管理变革：从供应链到供应链生态系统［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１， ３７（１１）： ２２７ －２４０ ＋１４．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 Ｌｉｕ Ｙｕｎｈｕｉ．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ｔｏ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２１， ３７（１１）： ２２７ － ２４０ ＋ 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Ｂｈａｒｇａｖａ Ｈ Ｋ．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ｄｅｓｉｇｎ［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１： １ － １９．

［３１］梁开荣， 李登峰． 竞合模式对平台供应链线上分销策略的影响研究［ Ｊ ／ ＯＬ］． 中国管理科学： １ － １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６３８１ ／ ｊ． ｃｎｋｉ． ｉｓｓｎ１００３ － ２０７ｘ． ２０２１． １５９７．
Ｌｉａｎｇ Ｋａｉｒｏｎｇ， Ｌｉ Ｄｅｎｇｆｅ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ｓ ｏ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ｕｐ⁃
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Ｊ ／ Ｏ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 － １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６３８１ ／ ｊ． ｃｎｋｉ． ｉｓｓｎ１００３ － ２０７ｘ． ２０２１．
１５９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孔訸炜， 梁　 玲， 石明虹， 等． 科创平台绩效机理研究： 网络嵌入视角［Ｊ］．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２９（１）：
９６ － １０８．
Ｋｏｎｇ Ｈｅｗｅｉ， Ｌｉａｎｇ Ｌｉｎｇ， Ｓｈｉ Ｍｉｎｇ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ＩＢＥ， ２０２２， ２９（１）： ９６ － １０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Ｓａａｄａｔｍａｎｄ Ｆ， Ｌｉｎｄｇｒｅｎ Ｒ， Ｓｃｈｕｌｔｚｅ Ｕ．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ｏｒ ｅｎｇａｇｅ⁃
ｍｅｎｔ［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９， ４８（８）： １０３７７０．

［３４］孔令丞， 许建红， 刘鲁浩， 等． 科创网络推动区域创新的作用机理及实证分析———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Ｊ］．
上海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４）： ４３ － ５４．
Ｋｏｎｇ Ｌ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Ｘｕ Ｊｉａｎｈｏｎｇ， Ｌｉｕ Ｌｕ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Ｊ］．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４）： ４３ － 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Ｈａｇｉｕ Ａ．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０９， １８（４）： １０１１ － １０４３．

［３６］Ｒｏｃｈｅｔ Ｊ Ｃ， Ｔｉｒｏｌｅ Ｊ． Ｔｙｉｎｇ ｉｎ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ｎｏｒ ａｌｌ ｃａｒｄｓ ｒｕｌｅ［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２６（６）： １３３３ － １３４７．

［３７］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３８］徐　 欣， 郑国坚， 张腾涛． 研发联盟与中国企业创新［Ｊ］． 管理科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２２（１１）： ３３ － ５３ ＋ ８１．

Ｘｕ Ｘｉｎ， Ｚｈｅｎｇ Ｇｕｏｊ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Ｔｅｎｇｔａｏ． Ｒ＆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９， ２２（１１）： ３３ － ５３ ＋ 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Ｄｏｕ Ｇ， Ｈｅ Ｐ， Ｘｕ Ｘ． Ｏｎｅ⁃ｓｉｄｅ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ａ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５４（１３）： ３８０８ － ３８２１．

［４０］孙晓华， 郭　 旭， 王　 昀． 政府补贴、 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Ｊ］． 管理科学学报， ２０１７， ２０（６）： １８ － ３１．
Ｓｕｎ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Ｇｕｏ Ｘｕ， Ｗａｎｇ Ｙｕ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Ｒ＆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７， ２０（６）： １８ － 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１］李春涛， 宋　 敏．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 所有制和 ＣＥＯ激励的作用［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０， ４５（５）： ５５ － ６７．
Ｌｉ Ｃｈｕｎｔａｏ， Ｓｏｎｇ Ｍ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ｆｉｒｍ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ＥＯ ｉｎｃｅｎ⁃
ｔｉｖｅｓ［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０， ４５（５）： ５５ － ６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谭春桥， 刘瑞环， 赵程伟．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疫苗供应链定价策略研究［ Ｊ］． 管理工程学报， ２０２２， ３６（６）：
２０５ － ２２０．
Ｔａｎ Ｃｈｕｎｑｉａｏ， Ｌｉｕ Ｒｕｉｈｕａｎ， Ｚｈａｏ Ｃｈｅｎｇｗｅｉ．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２， ３６（６）： ２０５ － ２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３］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Ｍ］．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ｙｉｎｇ．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 ｏｒ ｐｉｇｇｙｂａｃｋｉｎｇ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ＸＩＥ Ｊｉａ⁃ｐｉｎｇ１， ２，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ｓｉ２， １∗， ＨＵ Ｑｉａｎｇ３， １， ＬＩＡＮＧ Ｌｉｎｇ４， ２， ＫＯＮＧ
Ｌ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５， ２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Ｊｉｎｈｕａ ３２１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６２０，
Ｃｈｉｎａ；

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３７，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ｒｅｖｉ⁃
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
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ｗｈｏ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
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 Ｔｗ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ｉｇｇｙｂａｃｋｉｎｇ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ｒｄｉｎａ⁃
ｒｙ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ｒｅ⁃
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ａｙ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ｕｎｉ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ｓ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ＡＳ， ｂｏｔｈ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ｒ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ｕｎｄｅ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ｈｏｏ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ｐｉｇｇｙ⁃

ｂａｃｋｉｎｇ

—５４—第 ８ 期 谢家平等： 科创平台服务供应链定价策略———平台“烧钱”还是引流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