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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
互动创新的机制及构建方法

罗婷予，谢 康①

（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为供给侧精准识别有效需求和企业融入开放创新生态

提供了有效途径。互动数据不仅成为互联网环境下企业创新活动的一种基础创新资源，而且成为企业精准识别用

户需求的战略资源，用户画像是企业使数据资源具有意义从而可以被应用的基础。据此，本文从微观视角探讨用

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机制及构建方法。研究结果表明：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机制是

一种双循环机制，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共同作用于用户画像迭代，保证了画像的适时性和画像分析的精确度。在

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由要素分析方法、互动数据构建方法和应用计算方法三部分组成的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

新的用户画像构建方法，为数据驱动的企业产品开发和创新管理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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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高质量

发展离不开对供给侧的优化，供给侧的优化又有赖于企业对用户有效需求的精准识别［1］。一方

面，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供给侧可以通过各类信息系统实现与需求侧的高效互动，从而

有助于产品生产企业基于互动数据形成对市场有效需求的精准、动态把握；另一方面，在众多创

新模式中，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开放式创新的一种主流模

式［2］，大数据平台在向用户提供服务的同时激发用户参与创新，用户也通过数据化方式参与介入

到企业产品的研发和市场营销中。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为数字经济时代供给侧精准

识别有效市场需求及企业融入开放创新生态提供了有效途径。从微观视角来看，大数据驱动的促

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用户画像研究，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及构建以市场为主导

的开放创新生态的理论前沿课题。

互动创新指企业与用户之间通过互动对产品的联合创新和改进，该概念起源于Von Hippe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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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户创新的识别，并引申出用户参与［4］和开放创新［5］等相关概念。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强调

用户参与创新的价值，如应对创新中的不确定性［6］和提高产品创新的成功率［7］等。长期以来，

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或开放式创新乃至产品创新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聚焦于产品创新过程或环节及

其关键影响因素，缺乏对用户画像等数据驱动产品创新技术应用的深入分析。企业与用户互动创

新或用户参与产品研发的研究，更多关注用户参与对企业产品研发的影响。由于参与研发需要用

户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较高的自主参与意愿，因而这类研究重点关注了创新者、领先

用户和专家等特殊角色的创新参与，而较少关注普通用户。但互联网和大数据改变了用户与企业

的关系：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部分场景下的用户成为创新的主要群体，如抖音、B站

和小红书等内容分享平台均高度依赖用户的创新参与；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也为普通用户通过

数据化方式参与研发提供了契机［8］。上述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关于大数据时代如何促进企业与用户

互动创新的思考。在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视角下，互动数据不仅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创新活动

的一种基础创新资源，而且成为企业精准识别用户需求的战略资源。

随着数据的累积，基于用户数据记录形成的用于标识和描述用户特征的用户画像为企业分析

用户需求、捕捉用户创新特征等提供了新的机遇。一般认为，用户画像是真实用户的虚拟表示，

是基于一系列数据的目标用户模型，其核心在于根据场景需要利用各类数据对用户进行建模，从

而将这些数据抽象成用于描述用户的众多标签。然而，目前的用户画像研究较多关注画像的构建

方法，较少关注其对企业产品开发等创新需求的支撑。为此，本文探讨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

互动创新的机制及构建方法。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与实践参照

1.用户创新与基于用户需求的价值创造

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强调用户参与的价值，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为用户参与产品创新

提供了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开放创新平台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领先用户创新；二是大数据分析技

术使得普通用户可以通过数据化方式参与企业产品研发的创新过程［8-9］。上述两条路径分别以用

户创新理论和基于用户需求的价值创造理论为基础，并分别形成了创新场景和非创新场景下企业

与用户互动促进产品创新的理论基础。

用户创新理论认为，用户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个体和群体，具有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可以直接

为企业研发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创意设计［10］。根据该理论，用户创新者主要是处于目标市场前

沿的领先用户，拥有创新的知识和经验［11］。用户创新是一个自激励过程，大多数是用户的内在

动机驱使，如兴趣、创新过程中的能力训练和获得利他主义感受等［12］；也有研究显示，用户的

创新意愿受到外在激励的影响，如互惠、社会认可和经济回报等［13］。影响用户创新的因素则包

括用户领先性［14］、预期收益［15］、用户产品知识［16］和专业技能水平［17］等。

基于用户需求的价值创造理论则强调更广泛的用户群体需求。早在 20世纪 70年代，研究人

员就开始关注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与服务创新［18］，并逐步形成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

设计理念。Lilinen等［19］主张通过对消费者需求的挖掘产生产品构思，从而形成更符合消费者需

求的新产品，以应对快速变化且高度异质性的用户需求［20］。这种以普通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

研发策略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到市场调查技术手段的限制而缺位，但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

等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企业获取用户数据的成本，使得普通用户通过数据化方式参与产品研发

成为可能［2］。与此同时，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也使得通过全网的开放文本捕获用户的新颖需

求变得切实可行［21］。

在不同理论基础之上形成的两类场景构成了分析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机制及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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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方法的基础。创新场景下的用户作为创新主体主动参与创新活动，同时，企业为了支持用户创

新，不断进行平台、服务和机制的迭代，从而实现企业与用户的交互式创新［9］。非创新场景下企

业是创新主体，用户通过整个群体的行为数据间接参与企业产品研发的创新过程［8］。由于两类场

景下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实现过程不同，用户画像的构建高度依赖于其应用的目标和场景。

2.两类场景下的互动特征和用户画像

本文分别基于两个案例对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过程及用户画像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进行阐

述。A企业是以专业用户创作内容视频为主，拥有浓厚社区氛围的视频社区。有别于短视频，专

业用户创作内容视频的门槛高，对高质量用户的创新存在较高依赖。A企业作为专业用户创作内

容视频行业的领跑者，拥有社区产品特有的高创作渗透率和高互动率。为了吸引更多的高质量视

频创作者，提供种类更多、质量更好的作品，A企业提出了“创作者激励计划”，即根据用户所

发布视频的播放量、点赞、收藏和评论等数据给予创作者相应的激励金。然而，越来越多的用户

通过较低的成本快速生产低质量视频来获取播放量，反而导致平台视频质量下降。为了有效保障

高质量创作者的利益，维持良好的创作生态，平台基于用户数据构建了用户画像，在所定义的反

映用户创新特征的画像标签基础上，对用户进行聚类，将用户划分为低创用户、高质量用户、

UP主用户和过渡用户四类，并对不同类型用户的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低创用户具有高播放量、

低粉丝数、低获赞率和低粉丝留存率等特点，高质量用户具有低播放量、高粉丝量、高获赞率和

高粉丝留存率等特点，是潜在的创新用户群体等。根据对用户画像的分析，针对不同用户类型设

置不同指标阈值，从而抑制低创用户、鼓励高质量用户和监督过渡用户。该案例说明了在以用户

创新为主导的创新场景下，企业如何利用用户画像实现创新激励制度优化，从而实现企业与用户

互动创新的过程。

根据上述A企业案例可知，创新场景下企业为了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获得外部创新，

会利用或开发相应的创新平台以促进用户创新［18］。在此过程中，创新平台与创新用户间会产生

如下互动：企业借助创新平台发布创新任务或向用户征求创新方案，用户利用创新平台提供的工

具和服务自主进行产品概念创意或有形产品的创造和发布。平台可以直接吸纳用户创新形成新的

创新资源，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用户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门槛和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平台也

利用用户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数据结合创新管理需要构建用户画像，进行用户创新行为分析，并基

于此形成对平台服务、工具和制度的迭代，平台的改进进一步作用于用户创新行为，从而实现平

台与用户的互动创新迭代。用户既直接参与产品创新活动，又通过创新行为数据帮助平台进行创

新，实现了用户、平台与企业三者间的互动创新。

B企业为了弥补在低端电煮锅市场中的份额不足问题，有意向打造一款面向Z世代用户的电

煮锅。为进一步明确电煮锅的功能设计，使用用户画像分析了Z世代用户的产品需求。B企业通

过公域和私域两种渠道获取用户数据，结合业务需求和数据情况定义了用户属性、用户行为、用

户需求和用户价值四大类共 215个标签构建用户画像。用户画像完成后，根据预先定义好的Z世

代用户（城市等级为 1—3，年龄为 18—24岁）圈出用户群体，并利用用户画像提取该用户群体

的标签特征。企业对该用户群体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得出用于指导产品设计的一般性原则，如该

类群体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关注产品的性价比和产品体验，品牌忠诚度较低等。在描述性分析

基础上，企业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实体关系抽取技术对用户群体的评论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Z世代用户群体关注的电煮锅使用场景包括宿舍和出租屋，用于煮面、烧水和熬中药等，所关注

的产品性能包括容量、操作方便、功能多、功率小、自动断电、不烫手和清洁方便等。上述信息

对于产品企划部门定位产品功能和确定创新方向具有重要价值，该案例说明了非创新场景下企业

如何利用用户画像实现其与用户互动的产品创新过程。

根据上述B企业案例可知，非创新场景下用户并不直接参与创新，而是企业通过用户数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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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用户的潜在需求从而实现价值创造。在该场景下，构建用户画像的目的是通过对用户的信息采

集、分析和挖掘识别具有创新价值的用户需求。在此过程中，企业结合产品创新的需要进行用户

画像构建，并以具体创新需求为导向利用画像进行产品分析，提出更优化的产品解决方案。产品

研发企业与用户间的数据化互动是通过社交媒体或电子商务等平台实现的，创新是产品研发企业

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用户需求挖掘实现的，用户没有直接的产品创新行为。

企业、用户和平台是实现企业与用户互动的三大角色，其中平台扮演着数据汇聚的角色，企

业和用户在创新场景和非创新场景下分别担任了创新主体的角色。表 1是创新场景和非创新场景

下企业与用户互动特征。创新场景下用户直接通过平台为企业提供创意想法和创新设计，是一种

主动创新模式。根据用户创新理论，这一过程中的用户往往是拥有产品知识或产品使用经历的领

先用户，平台指企业开发的用于支持用户创新的创新平台，如创新众包平台和创新工具箱等。企

业与用户互动创新过程表现为用户利用平台提供的工具或服务进行创新活动，从而实现用户创

新，平台吸纳用户创新形成新的创新资源的同时，也利用用户创新过程中形成的创新行为数据进

行创新。非创新场景下用户通过数据化方式间接参与企业产品创新，是一种被动创新模式。这一

过程中的用户指产品的普通用户（包括潜在用户），平台指用户与产品发生互动的一般性场所，

如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等。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过程表现为企业向用户提供产品，用户

通过平台与产品进行数据化互动，企业通过平台获取用户数据，利用互动数据进行产品需求分

析，并最终产生创新。

表1 创新场景和非创新场景下企业与用户互动特征

类 别

平 台

理 论

用 户

用户创新

企业与

用户互动

创新过程

创新场景

创新众包平台和创新工具箱等

用户创新理论

领先用户

主动创新

企业

平台 用户

创新
产品服务

工具、服务

数据、创新

非创新场景

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等

基于用户需求的价值创造理论

普通用户

被动创新

企业

平台 用户

创新

产品

服务

数据

数据、服务

一般认为，用户画像是真实用户的虚拟表示，用户画像的核心问题是在确定的目标下如何进

行用户表示的问题，本文由此衍生出以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为目标，对个体用户进行标签化

表示，以分析群体创新特征和互动创新行为的“用户画像”概念。由于创新场景和非创新场景下

企业与用户互动过程和创新主体不同，导致用户画像的应用有明显差异，一个是平台利用用户画

像进行创新用户识别，另一个是企业利用用户画像进行用户需求识别。

虽然创新场景和非创新场景下都是以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为目标，但由于用户与企业的

互动过程和理论视角不同，导致两类场景下用户画像的构建在理论基础、画像目标、画像内涵和

画像内容上均有明显差异。创新场景下用户画像实际上是用户的创新画像，构建思路是将影响用

户创新的相关因素应用于对用户创新特征的描述，如将用户领先性描述为用户的产品年龄和创新

采纳情况等。其目标是帮助企业识别领先用户和发现潜在创新用户，辅助企业制定更科学的用户

创新制度，优化创新平台的工具和服务，从而促进以用户为主导的创新互动。非创新场景下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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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主要关注用户的性别、年龄和兴趣爱好等特征对产品需求的影响，实际上是用户的需求画

像，强调了用户需求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2］。该场景下构建用户画像的目的是通过用

户特征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从而使企业从这些潜在需求入手，发现细分市场，实现产品创新升

级。其构建思路是从分析影响用户产品需求的用户特征入手，通过标签定义与计算实现对用户属

性、行为、需求和价值等方面用户特征的标注管理。

（二）分析框架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厘清创新场景和非创新场景下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机

制，并基于此提出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用户画像构建方法。图 1是本文基本分析框架。

用户行为及策略
场景识别

创新场景

非创新场景

企业创新管理决策

企业与用户
互动创新过程

用户画像

机制

用户画像
构建方法

图1 基本分析框架

不同场景决定了企业创新管理需求、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过程及用户行为内涵的差异，导致

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机制不同。机制是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基

础，考虑机制的用户画像构建方法则为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提供了具体手段。用户

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机制主要阐释了用户画像、企业创新管理决策、企业与用户互动

创新过程与用户行为及策略四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其中，企业创新管理决策和企业与用户互动过

程导致的用户行为及策略调整均会对用户画像产生影响，而用户画像主要通过为企业创新管理决

策提供分析工具，使平台或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创新场景下用户的创新行为特征和非创新场景下

用户的产品需求，并以此来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

三、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机制

（一）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双循环机制

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过程如下：创新场景下企业通过创新平台收集用户创新

行为数据，结合创新业务需求定义用户画像标签并构建用户画像，平台企业随即根据该用户画像

制定相应的创新用户运营管理决策，如进行创新工具及服务的优化，创新平台管理决策的实施同

样会引起用户创新行为及策略的调整，并反馈至互动数据层面，从而实现用户画像的迭代及其对

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持续促进。非创新场景下企业通过不同平台和渠道收集与产品相关的用户

互动数据，结合企业产品创新的需求定义用户画像标签并构建用户画像，画像完成后根据产品研

发目标进行用户群体的圈选，分析目标用户群体对某类产品的需求特征并提出关于产品创新的管

理决策，企业的产品创新进一步引起平台上用户互动与消费行为的改变，从而触发用户画像的新

一轮迭代，以实现非创新场景下用户画像对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促进作用。

总体来看，无论是创新场景下从用户画像到企业创新，还是非创新场景下从用户画像到平台

经营管理决策变革再到用户创新，都具有类似的循环演进过程：一方面，根据用户互动数据和企

业经营管理需求构建用户画像的过程；另一方面，用户画像作用于企业与用户互动，从而引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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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数据更新和用户画像优化的动态演进过程。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如下双循环机制。

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过程包括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其中内部循环主要指用

户画像自身的实现与迭代，外部循环主要指用户画像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触发新一轮企业

与用户互动创新并引起用户行为及策略调整，再反作用于用户画像的过程。双循环机制共同作用

于用户画像的迭代，保证了画像的适时性和画像分析的精确度。图 2是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

互动创新的双循环理论模型。

用户行为及策略调整

用户

企业与用户
互动创新

平台 企业

创新场景 非创新场景

协同

供给侧优化企业经营管理决策

需求侧升级

用户画像构建过程

数据收集

数据整合

标签定义 数据获取 标签计算 用户画像

图2 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双循环理论模型

就用户画像构建过程而言，包括数据收集、数据整合、标签定义、数据获取和标签计算五个

具体步骤。第一，企业需要进行数据收集，对于创新场景的数据收集主要依赖企业自建的创新平

台；对于非创新场景的数据收集则主要依赖各类触及用户的信息系统，如线上、线下营销平台、创

新平台、自有app等，包括从第三方数据商购买的数据和互联网中的开放数据。第二，对不同来源

的数据进行整合，包括为用户建立统一的标识，对数据中的概念进行消歧等。第三，结合整合后的

数据情况和面向创新的业务需求进行标签定义，明确每个标签的计算方法和使用数据。第四，在上

述基础上进行数据获取。第五，按照预先定义的规则进行标签计算，最终形成每位用户的用户画像并

分布式地存储在关系型数据库中以便应用。在用户画像的应用过程中，当所构建的用户画像不能满

足企业经营管理需求时，就需要同时从数据收集和标签定义两方面对用户画像进行修正。

用户画像完成后，企业便可以利用用户画像进行经营管理决策。创新场景下一般通过影响平

台的创新工具、服务和制度优化影响用户创新；非创新场景下则通过产品生产企业基于用户数据

的需求识别进行产品及服务的优化迭代。创新的产生引起用户创新行为的改变，随即反馈至数据

层面，使得企业能够动态地、精确地把握创新特征和用户需求，在动态管理决策中实现供给侧优

化。创新行为产生的创新结果进一步作用于用户行为及策略，从而实现需求侧升级。需求侧与供

给侧的升级优化必然引起数据升级并对用户画像提出新的要求，需要再次从数据收集和标签定义

入手实现对用户画像的迭代，最终用户画像通过上述过程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可见用户画

像在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过程中扮演着意义建构的角色，即帮助企业进行数据整合，使碎片化、

杂乱的数据具有意义，从而可以被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

根据上述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过程，在用户画像构建过程中，数据收集、数

据整合和标签定义是影响用户画像质量及帮助企业精准地进行创新用户识别和需求挖掘的关键因

素。第一，数据质量是分析的基础，也是大数据分析中长期存在的难点之一。大量的空值和噪音

数据将极大地影响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不同类别的数据设置合适的收集渠道，采用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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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收集并进行数据间的交叉检验是十分必要的。第二，由于数据的多源性，如果不能对关于同

一用户但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整合，将会导致同一用户的不同特征分散在不同用户对象上，进而

无法进行标签间的关联分析或降低分析的精确性。数据的异构性也会引发相近概念的差异化表

达，导致数据存在大量冗余，从而降低后续计算结果的精确性。第三，标签定义直接决定了后续

可以用于分析的标签和维度，标签数量并不影响用户画像质量，但定义什么样的标签将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用户画像的可用性和对创新的有用性，好的用户画像要通过尽可能少的标签最大限度地

支撑企业创新需求。

创新场景与非创新场景下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作用的主体和

方式不同。创新场景下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过程表现为企业决策主导，即企业基

于用户画像制定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从而影响用户创新过程，其对创新的影响是从企业到用户，用

户画像起到间接促进创新的作用；平台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互动引导作用，其直接对用户创新产生

影响。非创新场景下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从而实现创新的过程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第

一，用户数据主导，即基于用户互动数据计算得到的反映市场需求的用户画像是企业进行产品创

新决策的基础，其对创新的影响是从用户到企业。第二，用户画像直接作用于企业产品创新，平

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互动中介的角色，主要影响数据收集，对产品创新并无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企业在互动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用户画像实现了其与用户的互动创新，使具有持续

演进特征的用户画像可以实时反映用户行为决策的变化，并使企业可以根据用户画像动态调整其

创新策略。用户画像作为企业收集并利用互动数据的一种工具，可以使碎片化、杂乱的数据具有

意义从而用于应对互动创新的不确定性。同时，用户画像为平台通过掌握不同主体的创新行为平

衡多方利益提供了分析工具。

（二）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三大要素

企业创新管理需求引导用户画像中的标签定义，用户画像支撑企业创新管理决策，用户行为

的变化从数据层面引起用户画像的新一轮迭代。上述三个环节强调了标签定义对促进企业与用户

互动创新的重要性，企业创新管理需求和用户行为数据对构建用户画像的重要性。因此，本文这

一部分主要从企业创新管理需求、构建用户画像的数据基础和标签定义三大要素对用户画像如何

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进行讨论。

第一，企业创新管理需求和数据基础共同决定了用户画像的标签定义，其中企业创新管理需

求由用户画像应用的场景决定，且应用场景也决定了用户行为的内涵，导致标签定义在两类场景

下有所不同，但就标签构建方法和其基于的数据类型而言，创新场景与非创新场景是一致的。就

企业创新管理需求而言，创新场景下用户画像通过用户行为分析支撑平台对工具、服务和制度等

的改进，从而达到促进用户创新的目的。非创新场景下用户画像通过支撑产品研发企业进行用户

需求分析来改进产品的功能和设计等，最终促进企业研发。第二，从数据基础来看，用于构建用

户画像的数据主要包括用户属性数据、互动行为数据、用户—产品数据和产品数据四类，但这些

数据在不同场景下反映的内涵不同，在创新场景下反映的是用户的创新特征，而在非创新场景下

则反映的是用户的需求特征。第三，从标签定义来看，两类场景下的标签体系均是在要素分析方

法和互动数据构建方法的共同指导下建立的，形成用户属性类、行为映射类、行为统计类、用户

—企业统计类和社交网络类五类用户标签，但具体的标签定义由于结合了不同的数据和目标，使

得最终生成的用于描述用户特征的标签在两类场景下存在差异。同为用户属性类标签，创新场景

下关注用户的创新属性，而非创新场景下则更多关注用户的需求属性。当用户画像不能满足既定

分析目标时，需要调整标签定义和数据基础，从而形成用户画像的内部循环。用户画像在企业经

营管理决策中的应用进一步引起用户行为及策略调整，从而影响用户画像的数据基础，由此触发

用户画像迭代的外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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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类用户标签的特征如下：第一，用户属性类是对用户相对稳定的基本特征的描述，主

要反映用户的个体属性，其数据主要来源于用户的会员注册信息，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家庭信

息和地理信息。创新场景下主要关注用户的创新属性，如学历、职业和专业技能等。非创新场景

下既包括对用户需求属性的描述，如性别、年龄和家庭成员等，也包括对用户价值属性的描述，

如用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等。第二，用户—企业统计类是反映用户产品购买和使用等行为的

特征，如用户购买产品的次数、频率、平均价格和价格方差等。第三，用户—平台层次包括行为

映射类、行为统计类和社交网络类，行为映射类是对用户交互行为的标签描述，是从用户互动的

对象中计算得到的能够反映用户产品需求或创新意向的关键词，如兴趣标签和创新领域标签等，

其数据主要来源于用户的行为日志和对产品的属性描述。行为统计类是对用户互动行为的统计描

述，如每类行为发生的次数和频率等。由于用户的社交网络特征与用户的领先性和创新影响力密

切相关，对社交网络类特征进行描述也是十分必要的。

上述内容阐述了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机制，并对数据、标签体系及应用目标

等与用户画像实现密切相关的要素和流程进行了说明。其中用户画像标签体系建设是用户画像实

现的核心步骤，上文为标签体系建设和标签计算提供了指导。结合上述内容可以进一步探讨促进

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用户画像构建方法。

四、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用户画像构建方法及应用

（一）构建方法

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用户画像建构方法由要素分析方法、互动数据建构方法和应用计

算方法三部分构成。其中要素分析方法为从哪些维度对用户进行描述提供了基本框架，互动数据

构建方法为如何利用数据进行标签构建提供了具体办法，两类方法共同指导用户画像标签体系建

设，应用计算方法则是与相关数据和应用目标相结合形成的对具体标签的计算说明，三者共同构

成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用户画像建构方法。

用户画像标签体系的构建以用户为中心，从用户层次、用户—平台层次和用户—企业层次入

手进行构建。用户—平台层次和用户—企业层次的标签，可以分别形成对用户—平台交互行为和

用户—企业互动关系的追踪，能够实时反映用户行为的变化。划分层次的要素分析方法是基本方

法，为用户画像标签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框架。互动数据构建方法按照对数据的处理方式分为

属性类、映射类、统计类和社交网络类四个大类，其中后三类旨在通过对用户—平台或用户—企

业间交互行为的分析，构建用于描述用户行为的特征标识。应用计算方法是在用户要素分析方法

和互动数据构建方法基础之上，结合相关数据和用户画像应用目标形成的对具体标签的计算说

明。由于结合了不同场景下的数据和用户画像应用目标，虽然创新场景和非创新场景下的标签计

算过程相同，但其内涵有所不同。

（二）应用示例

表 2是创新场景下用户画像建构方法应用，非创新场景下的应用同理。笔者从某创新平台中

随机抽取 3名用户，代号分别为甲、乙和丙，分别从用户属性类、行为映射类、行为统计类、社

交网络类和用户—企业统计类五类特征出发定义部分代表性标签，并对用户进行画像描述，标签

体系可以按照更具体的企业创新管理目标进行延展。

在对每位用户建立上述画像描述的基础上，平台或企业可以对用户的创新规律进行分析，以

制定用户创新激励措施、维护平台创新生态持续高质量发展等。平台或企业可以通过描述分析初

步了解数据中各个标签的特点，比如标签的分布特征、用户创新质量的差别及特征等；分析标签

间的关系，验证创新用户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等；利用聚类方法进行用户区分，并分析不同类

型用户的创新特征，有针对性地改善不同类型用户的创新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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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创新场景下用户画像构建方法应用

要素
层次

用户
层次

用户—
平台
层次

用户—
企业
层次

标签
类型

用户
属性类

行为
映射类

行为
统计类

社交
网络类

用户—
企业

统计类

标签名称

性别

职业

位置

技能

获奖行为

参赛行为

获奖数

关注竞赛数

参赛数

被关注次数

关注品牌数

获胜率

用户参与度

介数中心性

紧密中心性

参与NASA
Tournament
项目数

NASA
Tournament
项目获奖数

应用计算方法

分类变量，
可直接作为用户标签

为每类行为建立
用户—对象矩阵

用户获奖的总次数

用户关注的竞赛项目数

用户参加的竞赛项目数

用户被其他用户关注次数

用户关注的品牌数

获奖数/参赛数

|关注竞赛U注册竞赛|/
总竞赛数

一个网络里通过节点的
最短路径条数

一个节点到其他节点
最短距离加和的倒数

综合跨平台数据

用户的NASA Tournament
项目获奖数

取值范围

男/女/未知

任何字符串

城市、省份

任何字符串

关键词

关键词

0—+∞
0—+∞
0—+∞
0—+∞

0—1 000
0—1
0—1

0—1

0—1

0—+∞

0—+∞

甲

男

计算机工程师

Sibiu、Sibiu
工程师、项目管理、
科学家、软件开发

数据科学、技术、
非盈利社会影响

技术、数据科学、
能源环境和资源

7
49
34
5
42
0.14
0.09

2

0.28

9

0

乙

女

物理化学研究员

Alexandria、
Alexandria

分析师、博士、发明
家、研究员、科学家

医疗健康、
COVID-19、艺术设计

能源环境和资源、
政府、医疗健康

1
30
42
4
38
0.03
0.07

1

0.37

9

0

丙

男

机械工程师

New Delhi、
Delhi

工程师、
CAD设计师

—

太空、政
府、技术

0
6
2
0
6
0

3E-03

0

0

2

0

注：行为映射类标签的应用计算方法具体为：为每类行为建立用户—对象矩阵，并计算标签对每个对象的重要性得到对象

—标签矩阵，将两个矩阵相乘，得到用户—标签矩阵，按照数值大小从大到小依次排列用户标签，选择前 3个标签作为关键

词；参与NASA Tournament项目数的应用计算方法具体为：综合跨平台数据，按照用户与目标企业、品牌、产品的交互数据进

行统计计算，得到相关统计量，受数据获取限制，只统计用户参与的由NASA Tournament组织发布的竞赛项目数。

五、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创新场景和非创新场景探讨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机制，并提出了促

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用户画像构建方法，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创新场景下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基于用户创新理论，强调领先用户作为创新主体直接

参与创新活动，平台在用户创新及互动数据基础上不断进行工具、服务和制度的优化迭代，从而

实现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非创新场景下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基于用户需求的价值创造理论，强

调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普通用户可以通过数据化方式间接参与企业产品研发等创新过程。

其次，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用户画像将与用户有关的产品、行为和属性等信息标签

化，结合不同场景下互动创新的实现过程和目标抽象出对真实用户的虚拟表示集合，用以刻画用

户及其行为特征。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机制包括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

最后，企业创新管理需求、数据基础和标签定义是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三大

要素，其中标签定义是构建用户画像的核心。要素分析方法、互动数据构建方法和应用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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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组成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用户画像构建方法。

（二）管理启示

首先，为企业和用户提供创新决策参考。创新场景下用户画像通过标签化特征帮助用户对自

身创新特征进行认知，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依据；平台通过对用户画像中不同标签间的对照

和分析识别出不同类型用户的创新需求，从而指导平台创新服务和创新工具的开发，建立良好的

创新生态且更好地支撑用户创新。非创新场景下企业通过用户创新标签使产品创新特征更加具象

化，其可以基于用户画像洞察用户需求，精确地把握市场有效需求，从而为产品创新提供指导。

其次，实现创新用户识别。用户画像旨在为每位用户建立一系列有助于企业识别的用户创新

标签，在创新场景下对用户的创新特征进行全方位揭示，进而弥补以往仅面向专家及领先用户、

以单一数据来源和技术为支撑进行用户识别的局限性。企业还能依据标签将用户分为不同类型，

帮助企业发现潜在创新者和创新边缘人群，从而对具有较大创新潜力的用户进行创新培育，以

实现不同层级间用户的过渡和转化。非创新场景下可以通过基于用户画像的用户特征关联分析

识别出对产品创新有高贡献度的用户，有针对性地进行用户运营。

最后，支撑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推荐系统建设。用户画像相当于一种用户特征工程，

可以为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推荐系统建设提供维度丰富的用户标签支撑。在实际应用中，

可以将用户画像的所有标签特征同时作为信息输入，经过嵌入技术和归一化等处理形成不同的特

征向量，对这些特征向量进行合并，输入神经网络并训练得到用户的向量表征，结合待推荐对象

的属性特征进行对象召回，从而实现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资源精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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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Profile in Enterprise⁃User Interaction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on Method

LUO Ting⁃yu，XIE Kang
（Business School，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Big data⁃driven enterprise⁃user interactive innovation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supply side to accurately
identify effective market demand and integrate enterprises into the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nteractive data not only has become a basic innovation resource for enterprise innovation activities，but also a strategic
resource for enterprises to accurately identify user needs. As user profil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ata
application， which are the basis for enterprises to organize data， so that fragmented messy data can be applied for
meaning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is poper aims to discuss the mechanism of how user profile promotes enterprise ⁃ user
interactive innovation and the method of user profile construction from the microeconcmic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user profile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sers is a dual⁃cycle mechanism，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oops work together on the iteration of user profile to ensure the timeliness of profile and the accuracy
of profile analysi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proposes a user profile construction method that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users，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factor analysis method， interactive data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applied calculation method， which provides alternative management tools for data ⁃ driven
enterpris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enterprise⁃user interactive innovation; user participated innovation; user profile; digital economy;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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