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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商业模式画布的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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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车承运人是物流行业中的一种新的业态。本文在商业模式画布的基础上，提出了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的九个构

成要素，即客户细分、价值主张、渠道通路、客户关系、收入来源、核心资源、关键业务、重要合作和成本结构。这九个

要素描述了无车承运人创造价值、传递和获取价值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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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 车 承 运 人 这 一 概 念 源 自 美 国， 最 初 被 称 为 track 

broker，即货车经纪人，它在陆地运输领域扮演着类似于无

船承运人的角色 [1]。作为货物运输合同的签订方，无车承运

人以承运人的身份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他们通过委托第

三方实际承运人来执行具体的运输工作，从而完成道路货物

运输业务 [2]。

无车承运人是物流行业中的一种新的业态，目前尚处于

发展的初始阶段。国内学者在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的研究上，

主要是借鉴国外典型企业的经验。金忠旭等人参考了国际上

典型的无车承运人物流模式，深入分析了国内无车承运物流

的发展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种“互联网 +”模式

下的无车承运人物流方案。吴勇等人指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企业应选择与平台类型相匹配的商业模式。陈火全等人则认

为物流信息化平台的商业模式通常可以分为四种，即政府全

额投资型、政府控股型、社会资本控股型和社会资本独资型。

近年来，物流行业就为什么建设无车承运人企业已经

达成广泛性的共识，但如何建设无车承运人企业，建设什么

样的商业模式的无车承运人企业，却是当前摆在无车承运人

企业面前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1. 商业模式画布

商业模式是描述企业如何创造价值、传递价值和获取价

值的基本原理。商业模式画布（business model canvas）是由

Alexander Osterwalder 和 Yves Pigneur 开发出的一种用来描述、

分析、设计商业模式的工具 [3]。商业模式画布通过 9 个基本

的构造块，全面深入地描述并定义了一般的商业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商业模式画布构成要素分布示意图

商业模式画布类似于画家的画布，通过在九个空格上

绘制和描述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从而描绘其现有的商业模

式和创新未来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画布构成要素包括客户

细分（CS）、价值主张（VP）、渠道通路（CH）、客户关

系（CR）、收入来源（RS）、核心资源（KR）、关键业务

（KA）、重要合作（KP）和成本结构（CS）。

2. 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分析

商业模式画布通过构成要素详细阐述了企业创造价值、

传递价值和捕获价值的机制，揭示了企业如何实现收益的内

在逻辑。这些要素共同定义了企业运作的商业逻辑，是理解

企业如何创造收入的关键。那么，运用商业模式画布的结构

模型，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的九个构成要素可具体描述如图

2 所示。

图 2 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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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客户细分

客户是构成商业模式基础的关键要素。无车承运人商业

模式中的客户细分就是托运人。不同的托运人有不同的服务

需求和多元化业务形态的需求，因此存在着区隔化市场和多

元化市场。托运人根据组织形式分，大体可以分为制造企业、

商贸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等企业货主类客户，以及社会家

庭个人货主类客户。根据业务形态分，大体可以分为单一运

输类需求客户和多式联运类需求客户。根据服务时间分，可

分为一次性业务需求客户和长期性业务需求客户。

2.2 价值主张

在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中，无车承运人的价值主张就

是提供托运人快捷、安全、低成本的运输服务，并且表现为

一些定量指标，例如成本效益、价格水平、服务响应速度，

也表现为一些定性指标，例如安全性、便捷性、功能性以及

服务的增值性。价值主张要素是无车承运人为其托运人的不

同客户群体创造的价值，解决或满足托运人的运输服务问题

和需求。无车承运人具有三类价值，即降本增效、规范运营、

服务创新。无车承运人企业作为轻资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在

规模化经营和低成本经营上，具有降本增效的先天功能。无

车承运人企业在技术、管理、核心资源上有其独特的优势，

这些独特的优势是其规范运营的重要保证。无车承运人作为

服务型企业，服务创新是其核心竞争力和企业生命线。

2.3 渠道通路

在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中，渠道通路要素是指企业如

何与其客户细分群体进行沟通和接触，以传递其价值。作为

与客户接触的渠道通路在客户体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渠道

通路分为自有渠道和合作伙伴渠道。在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

中，渠道通路主要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来实现。这里的合作伙

伴指的是无车承运人与实际运输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协作关

系。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中的渠道通路具体包括公路、铁路、

航运、航空四种单一运输方式，以及多式联运，还包括以上

渠道通路的辅助性通路，如仓储、配送、包装、流通加工、

搬运装卸、信息处理。

2.4 客户关系

客户关系的目标是客户获取、客户维系和提升营业收

入。在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中，无车承运人企业客户细分群

体大体上包括制造企业、商贸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等企业

货主类客户，以及社会家庭个人货主类客户。在客户细分群

体中，客户关系类型直接影响着客户体验。在无车承运人的

商业模式中，客户关系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个人助理型和专

属个人助理型。个人助理型关系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

动，客户在服务过程中能够与客户服务代表进行沟通并寻求

协助。而专属个人助理型则为每位客户指派一个专门的服务

代表，这种关系最为深入和个性化，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来培

养和维护。

2.5 收入来源

在无车承运人的商业模式下，收入来源要素详细描述

了企业从不同客户群体中获得的现金收益。这些收入包括客

户为单次交易支付的一次性收入，以及为了持续获得价值主

张和售后服务而支付的周期性收入。无车承运人收入来源主

要是使用收费，这种收入来源于通过特定的服务收费，具体

地说，是按照运送货物的重量、运送地点的距离、运送时间

的长短来计费，具体包括托运人托运费用、为托运人和实际

承运人提供的增值服务的收入。

2.6 核心资源

不同的商业模式所需要的核心资源也有所不同。在无

车承运人的商业模式中，核心资源是确保企业有效运作的关

键要素。每个商业模式都依赖于一系列核心资源，它们对于

企业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核心资源可以是自有的，也可

以是租借的或从重要伙伴那里获得的。无车承运人企业核心

资源包括运输业务信息撮合平台、车源、客源、人力资源、

关系资源等。无车承运人企业的运输业务信息撮合平台一般

是自有的，车源是与其建立伙伴关系的实际承运人的。

2.7 关键业务

在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中，关键业务要素是指那些对

确保商业模式的可行性至关重要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实现价

值主张、接触市场、维护客户关系以及创造收入的基础。关

键业务活动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如产品制造、问题解决、

平台或网络管理等。无车承运人的关键业务包括问题解决、

平台或网络两类。具体地说，问题解决是无车承运人就托运

人的业务需求提供解决方案，并解决问题。无车承运人识别、

接收托运人的业务需求，相应地提供解决方案和解决问题的

全过程，越来越依赖平台或网络的相关业务活动。无车承运

人商业模式的核心业务活动正日益集中在平台管理、服务供

应以及推广活动上。平台或网络具体包括运输业务信息撮

合、运输组织、服务跟踪、结算、服务评价、业务推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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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重要合作

在无车承运人的商业运营模式中，构建一个有效的运

作体系，关键在于描绘出支持该模式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网

络。无车承运人的重要合作对象是实际承运人。无车承运人

与实际承运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非竞争者之间的战略联盟

关系，也可以是确保可靠供应的购买方——供应商关系。这

两种基本的形式，都是用来优化资源和业务的配置，形成优

化的伙伴关系和规模经济的伙伴关系，以此来降低成本。无

车承运人商业模式的这种重要合作关系往往以外包为手段，

合作双方共享基础设施、社会资源和信息资源等，共同承担

经营风险。具体的说，实际承运人从无车承运人获取业务，

分享其业务资源，无车承运人从实际承运人获取特定的物流

资源（车源和运力），分享其服务资源。

2.9 成本结构

在无车承运人商业模式中，成本结构的构成要素涵盖了

运营商业模式时所产生的全部成本。它包括了创造价值和交

付价值的成本、维护客户关系的成本，以及产生收入的成本。

在成本结构的视角下，商业模式可以被划分为成本驱动型、

价值驱动型，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混合型商业模式。以成

本为主导的商业模式致力于在各个环节实现成本的最小化，

其核心目标在于构建和维持一个成本效益最高的结构，它通

常是通过实施低成本的价值主张、高度自动化的操作流程和

广泛的外包服务来实现。而价值驱动的商业模式则倾向于提

供增值型的价值主张和高度个性化的客户服务。无车承运人

成本结构在收入来源、关键资源、关键业务与重要合作的基

础上，主要包括实际承运人的承运费、人力、平台开发与维

护费等。无车承运人成本结构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固定成本主要集中在关键资源与重要合作方面，可变成本主

要集中在关键业务、收入来源方面。

3. 结束语

物流产业是一个 B2B 的产业，有其自身独特的行业运

行规律，无车承运人企业的互联网化是这个行业不断走向成

熟的必由之路。各个企业当前的经营环境、发展阶段和实力

不同，商业模式改善的途径和快慢也有所不同。在无车承运

人商业模式九个构成要素的基础上，针对企业的不同情况，

提出各个构成要素的改善途径供企业选择和参考，是今后的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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