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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数字经济为

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包容性发展的新引擎。 不断突破的互联网与数字化技术，使数据成为

财富创造的关键生产要素，如何发挥数据密集型企业数据要素的连接、融合及赋能效应，

化解其经济、社会功能间的冲突，实现员工、客户及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间的经济价值

与社会价值协同共创，成为共同富裕使命任务下的重大社会需求。 为此，针对共同富裕下

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机制构建问题，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从社会经济学、价值

理论等多学科领域，系统综述现有相关研究，提出以人本逻辑取代资本逻辑、驱动共同富

裕使命任务导入及经济、社会价值协同创造等当前迫切需要探索的前沿学术问题。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数据密集型企业　 价值共创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１９７３０２３，４２２７７４９３）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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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与资本至上、私人占有与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文明不同，中华文明以儒家传统的“仁爱”“大同”
等博大包容性，以及“和谐”“共生”的天下观，消化、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创新性融合生产资料公有制

和社会财富共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
２０２１ 年完成脱贫攻坚和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提出 ２０３５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使共同富裕上升到国家使命战略任务高度。 这必将自上而下重塑文明生态

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规范资本的负外部性行为，并引领企业突破单一“经济人”或者“社会

人”属性，重塑企业价值创造的底层逻辑，以共生、共创、共享逻辑，缩小“三大差距”，推动解决现阶

段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新矛盾。 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勃兴与深化，作为信息、知识载体的数据成

为财富创造的关键生产要素，而企业数据密度和数据量的不断增加，使依赖数据、算法和算力支撑的

创新程度高、知识密度大，广泛分布于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及生产性服务产业的高技术及平

台型等数据密集型企业，成为影响和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 因此，如何在共同富裕使命导向下，
针对数字化移动互联、社群化高密度人际交往下日益增长的数据要素财富创造效应及特征，构建数

据密集型企业与员工、客户及社会成员等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机制，是当前学术界亟需研究的关键

问题，而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为共同富裕下价值共创的中国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奠定坚实

基础。
共同富裕下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机制的相关研究，涉及社会经济学、价值理论、企业变革管

理等多学科领域，为此，本文将在概念内涵界定及溯源的基础上，从价值共创相关理论、实现方法以

及共同富裕下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评价与调控三个维度，综述现有相关研究，并展望未来研究

的前沿问题。



二、概念溯源与相关理论综述

共同富裕下企业价值共创，是主客体间不同价值关系下合作交互的过程，因此，本文在概念内涵

界定及溯源的基础上，从客户认知、主客体交互以及利益相关者协同等维度，综述价值共创理论相关

研究。
（一）共同富裕与企业价值共创的概念溯源

１ 共同富裕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的富裕” ［１］、“有先后、有快慢、有差别的富裕” ［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和以人为本” ［３］，到“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 ［４］，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其内涵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呈现出多阶段、多层次的动态演进过程。 共同富裕内涵的不断

丰富，推动科技创新范式转换［５］和企业社会责任底层逻辑变革［６］，并将对企业价值创造理论、方法产

生深远影响。
２ 价值与企业价值共创

价值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及效用关系，而企业价值概念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内涵从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到综合价值不断扩展。 针对企业的营利组织属性，Ｗｅｒｎｅｒｆｅｌｔ［７］ 将企业

作为价值创造主体，提出企业价值是以资源为基础通过生产、盈利实现成长的效用。 人们对企业经

济行为引发的社会收入差距、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的关注由来已久，从 １９１６ 年 Ｃｌａｒｋ［８］ 提出企业针

对影响民众、社会和环境的行为承担社会责任开始，随着人类科技进步和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企业

的商业活动与社会公众利益间冲突的加剧，企业价值内涵在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基础上不断深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Ｅｌｋｉｎｇｔｏｎ［９］提出企业应创造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的综合价值概念。

随着价值内涵的扩展，价值共创内涵也从企业与顾客，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社会等价值主体，以
及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创造关系、方式等多个维度不断深化。 价值共创的思想可追溯到 １８２３ 年经

济学家 Ｓｔｏｒｃｈ 对服务经济的研究和 １８８７ 年社会学家 Ｔｏｎｎｉｃｓ 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 在 Ｓｔｏｒｃｈ 对

服务经济研究的基础上，２００４ 年 Ｐｒａｈａｌａｄ 和 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ｙ［１０］将顾客纳入价值创造主体，构建以顾客和

企业共创体验为核心的价值创造框架，将价值创造拓展为通过顾客和企业之间不断互动和持续性对

话，创造顾客个性化体验的过程，并首次正式提出企业价值共创概念。 随后，Ｖａｒｇｏ 和 Ｌｕｓｃｈ［１１］ 基于

服务主导逻辑进一步指出，服务是一切交换的基础，顾客可通过参与企业设计、生产、传递及消费等

各环节，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交换过程中实现价值共创，即价值共创是顾客和企业在产品或服务使用

过程中通过互动和资源整合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 而后，学界进一步将社会价值纳入企业价值共

创，２００６ 年 Ｐｏｒｔｅｒ 和 Ｋｒａｍｅｒ［１２］提出企业通过创造社会价值而获取经济价值的“共享价值”，随后，有
学者强调价值共创是企业与社会交互下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协同创造的共益过程［１３］，是满足顾客、
企业及社会主体对公平、环境等社会需求的综合价值共创［１４］，价值共创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二）基于客户认知的企业价值共创理论

企业价值最终表现为客户认知价值［１５］，客户认知对企业价值共创的重要性逐步受到关注。 对

此，Ｚｅｉｔｈａｍｌ［１６］提出的顾客感知价值理论及 Ｋｏｔｌｅｒ［１７］提出的顾客让渡价值理论、顾客生涯价值理论等

均认为，企业价值来源于客户所能感知到的利益与其在获取产品和服务时所付出的成本进行权衡后

的对产品或服务效用的总体评价，是核心产品和附加服务与客户关系维护的过程，表明企业价值共

创是建立在顾客认知基础上的企业与顾客的互动过程。
随着企业与消费者、客户等在企业价值共创过程中的地位变换，企业价值共创由传统工业时代

的产品主导逻辑［１８］向互联网经济下的消费者体验主导逻辑［１０］ 转变。 其中，产品主导逻辑是基于有

形的资源、价值和交易关系的价值共同生产，而企业价值共创的消费者体验主导逻辑，则是共创消费

体验价值。 数字化技术通过制造商、顾客的线上直接接触，对企业价值共创方式、顾客体验等产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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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影响，对传统实体商业企业造成了冲击［１９］，但也可以凭借实体商业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新增实体

商业的线上顾客购买需求和线下顾客体验流［２０］，重构基于顾客的价值共创关系。
（三）基于主客体交互的价值共创理论

考虑主客体交互关系的企业价值共创思想最早可追溯至 １８２３ 年经济学家 Ｓｔｏｒｃｈ［２１］对服务经济

的研究，以及 １８９０ 年马歇尔［２２］提出的商品价值取决于供需均衡价格的均衡价值理论。 随着经济活

动的重心从商品形态向服务形态转移，顾客与企业共同参与价值创造与分享活动是企业价值共创的

关键。 Ｖａｒｇｏ 和 Ｌｕｓｃｈ［１１］基于服务经济下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间互动视角，提出服务主导逻辑下基于

企业和顾客通过资源整合和能力协同演化的企业价值共创理论，随后，人们进一步将价值共创扩展

至多主体共同承担资源整合与服务交换职能［２３］，强调价值共创的动态性［２４］等，对企业价值共创理论

进行了丰富与扩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平台经济模式不断改变着企业价值共创方式，丰富企业价值共创理

论。 相关研究指出，企业可借助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源优势，通过由内向外迭代价值创造能力，建立顾

客、供应商及同业企业新联接，以及构建立体式价值共创平台网络三个阶段，实现平台生态系统的价

值共创［２５］。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也是企业利用数字资源优势和能力聚合，实现了从产品提供商

向数字化赋能企业、从满足客户现有需求向挖掘客户潜在需求的转变，进而推进企业的数字战略认

知持续迭代与价值共创进程跃升［２６］。
（四）基于利益相关者协同的价值共创理论

自 １９３２ 年 Ｄｏｄｄ［２７］提出强调企业生存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价值共创主体逐渐由单一股东，
向关乎企业生存的主体［２８］、企业战略决策与事务运营关键主体［２９］ 以及享有企业所有权和剩余索取

权主体［３０］扩展。 同时，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兴起与演进，人们提出社会企业作为一类综合考虑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具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混合性组织［３１］，可通过将合作伙伴整合到企业结

构中或通过广泛的知识分享进入更深层次的个人关系中，来实现价值共创［３２］；企业经营行为应在同

时满足经济底线、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基础上，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９］。 由此，企业价值共创

成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以满足各主体的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价值需求的重要过程及结

果体现［１４］。 针对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间的冲突问题，Ｐｏｒｔｅｒ 和 Ｋｒａｍｅｒ［１２］ 提出，企业可通过投资增强

企业竞争力的社会、环境内容，促进企业与社会的价值共享，创造企业成功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的共

享价值；美国共益实验室（Ｂ Ｌａｂ）提出共益企业，试图建立企业价值共创新范式［１３］；Ｒｏｃｃｈｉ 等［３３］ 和

Ｒｅｙｅｓ 等［３４］分别将道德、伦理框架融入共享价值范式，建立了系统共享价值模式和“ＣＳＶ＋”模式。
数字化技术的兴起，通过作用于企业内部战略更新与生产运营管理流程再造，以及影响企业与

外部环境、竞争对手、顾客等主体的交互关系，不断推进利益相关者协同价值共创［３５］。 云计算、人工

智能、先进机器人等数字智能技术，推动企业实现从点—线延伸结构向点—网辐射结构转变的组织

变革［３６］，进而形成供应链组织、供应链生态系统等更具柔性化、弹性化、协同化的新型企业组织结

构［３７］；也可对协调和规范企业核心业务活动的行业标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产生“数字化暗

流”，进而影响企业的未来运营方式［３８］。 此外，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适应能力强的企业倾向

于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和增加创新活动投资，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３９］。 上述实践使数字经济下企

业价值共创理论成为不断发展的热点研究领域。

三、共同富裕下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实现方法相关研究

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是数据驱动下企业与外部相关利益者协同交互与价值增值的过程，而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外部关系，网络结构及数据、智能等资源流动配置，是现有价值共创实现方法

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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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价值共创的外部关系相关研究

基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外部关系的价值共创研究极为丰富，代表性研究主要从企业与客户、企
业与社会等关系维度展开。

在企业与客户的关系领域，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进入产品消费时代，随着服务经济、体验

经济的兴起，企业的价值最终应体现为客户感知和体验，因此，企业与客户间的关系成为企业价值的

重要来源［１５］。 具体地，企业价值既来源于顾客所能感知到的利益与其在获取产品或服务时所付出

的成本进行权衡后对产品或服务效用的总体评价［１６］，同时，也来源于企业通过向客户提供产品、服
务而获得的价值［１７］，即企业价值来源于与客户之间的双向关系。

面向价值共创的企业社会关系相关研究较为丰富，自 Ｂｏｗｅｎ［４０］在 １９５３ 年发表的著作《商人的社

会责任》中提出，企业具有按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作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行动

和义务的企业社会责任以来，企业成为创造经济价值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统一体，社会责任甚至成为

与资本、技术和人才同样重要的竞争要素，并与其他竞争要素共同促进价值创造目标的实现［４１］。
Ｂａｂｕ 等［４２］以集成企业、社会和政府组织的战略联盟为研究对象，提出战略联盟组织内各主体的良好

意图、互动和动态的过程是共同创造价值的关键，通过持续和成功的社会创新推动价值共创。
（二）基于企业网络结构的价值共创相关研究

基于网络结构的企业价值共创研究，大多基于结构－绩效分析，研究网络结构对企业绩效和企业

创新的影响等。
针对企业绩效，达夫特［４３］提出，企业网络化通过打破传统企业间组织边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及对市场的响应速度；Ｖｅｎｋａｔａｒａｍａｎｉ 等对研发团队和项目团队两类样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只有在

团队内部成员形成分散网络结构时，成员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才有利于团队创造力提升，且当需要

解决的问题更复杂时，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显著［４４］；Ａｒｇｏｔｅ 等［４５］通过实验分析全连接的全渠道网络和

轮辐式网络对营业绩效的影响，发现完全集中的团队有助于更频繁的沟通交流，使团队能充分吸收

新成员的贡献，进而提高整体绩效。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平台化成为新经济的重要特征，针对传统

商业企业的价值共创路径的案例分析表明，构建立体式价值共创平台网络，是传统商业企业与顾客、
供应商和同业企业等外部主体进行价值共创的主要方式［２５］。

基于企业合作创新网络结构的创新绩效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的企业集体创新效率的研究表明，较高的网络平均聚集系数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的知识流动，而较短

的平均最短路径长度有利于企业间实现共同创新［４６］；考虑行业技术状态影响的研究表明，动态化技

术行业更分散的社区网络结构，有助于企业获得新的和多样化的资源进而有利于持续创新，而技术

稳定行业的公司偏向于追求更集中的宗族网络结构，以保护现有资源并促进进创新合作［４７］。
（三）基于资源配置的企业价值共创相关研究

企业是配置资源的组织，不同生产要素的投入与共同作用是企业多种价值的根本来源［４８］。 随

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资本、知识、信息，以及数字经济下的数字技术、智能等不同资源，在价值创造中

的相对占有地位、作用及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呈现不同规律，面向企业价值共创的资源配置成为研究

热点。 本文主要以人力资源，信息、知识、数据资源以及声誉、文化等核心无形资源为主，综述企业价

值共创的资源配置相关研究。
１ 基于人力资源配置的企业价值共创相关研究

威廉·配第［４９］于 １６６２ 年在《赋税论》中首次提出劳动是价值的来源。 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劳动要素因其稀缺性而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自然资源与资本则只是充当转移价

值的角色［５０］。 随着科技不断创新，劳动的内涵、外延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在不断扩大，掌握

企业特有技术且具有较强组织粘性的专业化劳动力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和价值创造起到关键

作用［５１］。 作为劳动能力总和的人力资源，是企业价值的核心来源，企业家、企业人力资源及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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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一直是价值创造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马歇尔［２２］ 于 １８９０ 年就关注到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提出生产经营管理这一新要素。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层面，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经济

学家 Ｓｃｈｕｌｔｚ［５２］和 Ｂｅｃｋｅｒ［５３］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关于人类劳动能力的崭新思路。 众多研究

表明，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５４］，特别是嵌入人脑的关键技能和智力资本，
是企业决策和创新的源泉［５５］。 而随着数字时代下行业竞争愈加激烈，人力资源实践创新开始通过

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的中介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更强的间接影响［５６］。 针对企业管理层人力资源

及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表明，在零售链中公司层面的资源有限型多任务环境中，中层管理人员有助于

减少人员流动，且他们在不同活动之间的权衡产生了效率增益［５７］。
２ 企业价值共创的信息、数据及智能等资源配置相关研究

不断突破的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使信息、知识以及数据、智能等新要素的投入与组合配置成为

企业创新范式，是企业通过多主体价值共创获得竞争优势和卓越绩效的来源。
信息、知识要素的资源配置功能更多体现在价值主体间协调与共享过程中产生的互补效应、信任

及调节机制。 针对个人知识与组织资源相互作用的案例研究表明，跨单元转移的知识与组织资源的互

补效应，是组织绩效的来源［５８］；知识共享策略通过提高平台生态系统中成员间认知互信、制度互信和认

同互信来提升平台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绩效［５９］。 而信息、知识的溢出效应，通过优势互补、边界效应等

正、负外部性影响价值共创。 如，Ｇｕｏ 等［６０］发现，企业信息技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Ｔ）投资产生的

信息、知识溢出，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力资源的不足，但 ＩＴ 溢出效应并非“免费”，企业先前相关知识

吸收溢出效应的作用，对获取 ＩＴ 溢出效应价值特别重要。 对跨区域科技合作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的

溢出存在自然、行政和文化的边界效应，且不同类型的边界产生的影响不同：行政边界对知识溢出的阻

碍作用最强，人口流动大大削弱了行政边界对科技合作和知识溢出的负面影响，但科技竞争加强了这

种影响［６１］。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据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通过优化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

提高传统劳动、资本等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经济、社会价值共创。
首先，针对经济价值共创，数据要素可通过与传统劳动、资本要素等的互补效应，实现技术进步、

效率提升与收入增长等，进而对企业价值共创产生赋能效应［６２］；数据要素对企业价值链赋能的作用

机制具体包含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与资源约束缓解效应三条路径［６３］。 其次，数字技术为传

统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模式的变革提供了路径，改善企业社会价值及经济、社会综合价值的共创绩效。
有研究通过构建民营企业实现经济效率与环境社会责任平衡的模型，解释协调现有状态活动并通过

渐进转变达到平衡状态的过程，提出数字化转型可同时影响企业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６４］；针对共

生型和共栖型数字技术开源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表明，共生型数字技术开源社区强调以社会价值建

设为驱动，推动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迭代发展，而共栖型数字技术开源社区强调个体价值驱动型

的价值创造，推进个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共同增益［６５］。
而基于智能的资源配置的对价值共创的研究，较多聚焦于数字智能的作用方式。 具体如机器学

习与优化方法等机器智能，可实现大规模数据在运营管理复杂决策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优化多价值

主体的联合运营决策效能和效率［６６］。 Ｍｅｌｅ［６７］ 针对人工智能和其他认知技术如何影响价值共创问

题，将智能推动概念化为使用认知技术，构建基于服务主导逻辑和推动理论的综合研究框架，他提

出，人工智能通过扩大资源可及性、参与以及增强人类行为者的选择能力，影响价值共创。
３ 基于声誉、文化等企业无形资源及配置的价值共创相关研究

企业声誉、企业文化及社会责任表现等企业无形资源，通过企业形象与行为认可度，影响企业获

得的其他资源、机会和支持，进而改变价值共创的格局。 相关研究表明，企业声誉对企业收益、企业

社会责任的履行的中介作用存在波动性，并在企业的社会政治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６８］。 Ｔｉｍｏｔｈｙ［６９］

指出，企业声誉存在社会政治维度，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者评估企业的方式，以政治准入的形式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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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重要的非财务利益。 而企业文化作为企业价值观、信念与处事方式等特质的组合，其差异性也

会反映在企业合作交流与价值共创过程。 如企业文化强度与并购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间

较大的文化差异将削弱文化对绩效的正向关系，不利于后续的组织管理或资源投入［７０］。 此外，高管

权力、管理理念等无形资源，通过企业发展战略、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促进企业价值共创绩效［７１］。

四、共同富裕下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评价与调控相关研究

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过程、主体等的综合评价与调控，是实现共创价值目标的保障。 为此，
本文分别从企业价值评价、价值共创能力评价、核心价值观评价等方面，以及企业战略变革、组织结

构调整等维度，综述企业价值共创评价与调控相关研究。
（一）企业价值共创评价相关研究

１ 企业价值评价相关研究

随着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的关注，关于企业价值评价的相关研究，从聚焦经济价值到兼

顾社会价值并进一步向多价值主体间的价值共创评估的拓展。
面向经济价值评价，Ｒａｐｈａｅｌ 等［７２］认为价值共创体系是超越企业运营边界的运营体系，应从交

易内容、交易结构和交易治理三个方面对价值共创体系进行评价，他从效率、互补性、锁定性和新颖

性四个维度构建价值创造来源模型，评价价值共创潜力；而 Ｊａａｐ 等［７３］从参与价值共创的供应链各主

体之间的价值流动视角，建立利润和效益二维评价模型，提出了经济价值评估 ｅ３ － ｖａｌｕｅ 方法。
Ｗａｔｓｏｎ 等针对企业社会价值评价，除了评价经济价值的收益率、现金流等财务指标，应采用生产安

全、环境污染治理、社会公益等非财务指标，重新对其绩效评价目标进行定位，评价企业整体价

值［７４］。 另外，Ｆｅｎｇ 等［７５］将企业声誉、社会责任、纳税合规、污染排放、消费者忠诚度等指标纳入企业

价值评估体系，通过市场比较法与层次分析法结合，对特斯拉企业的价值进行评价，以扩展经济、社
会价值综合估值模型。

２ 价值共创能力评价相关研究

价值共创能力评价相关研究主要从价值共创能力结构分解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对企业的价值共创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具体如针对中国 ２１３ 家膜企业价值共创体系的价值

创造能力评价问题，魏琼琼等［７６］从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协同感知能力、协同生产能力、未来竞争态

势预测能力五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分析基本价值创造能力和可持续价值创造能

力对企业价值共创体系的影响；廖民超等针对不同创新主体构成的生态系统，对基于数字平台模块

化设计和标准化接口重新配置平台资源的数字平台能力的评估，可以为优化内部互动与资源整合，
实现价值共创提供条件［７７］等。

３ 核心价值观评价相关研究

企业核心价值观决定企业战略定位、执行力和软实力。 在价值共创背景下的组织核心价值观内

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评价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主要聚焦核心价

值观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组织核心价值观，魏钧等［７８］ 通过开放式

问卷调查与因素分析方法，提出包含客户导向、社会责任、创新精神等 ８ 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Ｐｅｉ
等［７９］基于企业文化的安全视角，设计了包含安全概念、系统、行为和体育四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其运

用灰色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将成熟度概念引入安全文化评价，并将企业安全文化分为原始级、起步

级、发展级、完成级、领导级五个层次，为企业文化评价提供了新思路。 此外，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多

以功能性因素等进行评价的局限，最新研究提出，将董事会成员的性别差异、管理理念、权力地位等

人本影响因素纳入企业核心价值观评价体系，这是企业价值共创价值观评价研究的新方向［８０］。
（二）动态环境下企业价值共创调控相关研究

关于企业价值共创调控的相关研究，学界主要从企业战略变革、组织结构调整等维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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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价值共创调控的战略变革维度，主要围绕创新范式转型、数字化战略变革等，研究应对环

境变化的价值共创调节机制。 在我国共同富裕战略背景下，企业创新战略使命应从经济使命迈向综

合价值创造使命，重构创新范式［８１］。 针对企业是增加与其他参与者价值共创，还是在现有价值创造

中争取更大份额的战略选择问题，Ａｌｍｅｉｄａ 等［８２］ 将增量创新和激进创新纳入博弈模型，提出有效的

讨价还价策略以促进价值共创。 罗建强等指出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战略，促进服务化进程和产品服

务内容定制化转变，支持企业价值共创［８３］。
组织战略决定组织结构，企业应当结合战略目标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升级，因此，面向价值共创

的战略变革下，企业应基于情境、观念、模式、制度和人性五阶段要素构成的闭合螺旋式动态演化系

统，推动企业内源性组织变革［８４］，应通过数字化能力对组织惯性与商业模式创新间的中介调节效

应，打破组织惯性，推动商业模式创新［８５］，并通过服务主导逻辑，提升基于数字服务平台的 Ｂ２Ｂ 公司

数字素养调整、反思和应对能力的价值共创［８６］。

五、共同富裕下的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机制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对共同富裕下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机制的相关研究已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沿革，特别是 ２０２２ 年党的二十大提出“２０３５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愿景

目标后，其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 但已有对共同富裕的研究大多尚停留在内涵分析、评价层面。
同时，价值共创的影响因素、过程等问题是企业价值共创理论的经典研究主题，但已有研究是建立在

以逐利为人性基本假设的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基础上的，是在资本逻辑下展开的，忽视了共同富

裕下企业价值共创应遵循人本逻辑的本质，导致现有企业价值共创理论不适用中国的企业价值共创

实践。 特别地，随着数字产业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数据密集程度不断提高，数据要素的财富创造

效应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数据要素不仅不会自动产生财富共享的“涓流效应”，在特定场景下，数据

密集型企业反而借助数据垄断、数据算法和互联网平台下的双边或多边市场，形成赢者通吃的垄断

格局。
因此，共同富裕下面向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机制研究，应以共同富裕使命凝聚企业及利益

相关者才智、共识，规范、引领价值创造主体的价值活动，在人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协

同创造使命下，研究如何重新界定在共同富裕下的价值及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内涵，重新定位

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使命功能及战略目标，如何基于数据要素的渗透、连接及赋能效应，驱动共

同富裕使命任务导入，构建起数据密集型企业员工、客户及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机制；如
何测度、分析共同富裕下数据要素驱动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协同创造效能及其非线性交互机理，并
在此基础上，以数据密集型企业为对象，研究政府如何推动并规范数据要素流通交易等体制机制创

新，有效发挥政府引导及规制作用，规范、促进高科技企业、平台型企业等数据密集型企业的数据算

法向善、创新向善，探索数据密集型企业履行共同富裕下经济、社会协同功能的价值共创实践路径，
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数据密集型企业价值共创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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