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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与传 统 产业 的融 合，是

2000 年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合并带给

业界的一个话题。而如何实现融合，避免

“时代华纳”式的联姻失败，又是一个值

得深入思考与探索的课题。携程旅行网

（CTRP）（以下简称携程）的案例可以给

我们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

新兴产业向传统产业的渗透：

模式与路径

携程由携程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5月创建，并于当年 10月正式开

通。它定位于利用因特网等先进技术平

台，为商旅客人及旅游爱好者提供旅行

服务。携程以因特网、数据库和呼叫中心

为平台，通过并购、参股、合作及策略联

盟的形式，实现了以 IT 为核心的新兴产

业向宾馆、旅游、消费为内容的传统实业

的渗透，构建了快捷、高效、低成本的旅

游服务体系，整合了上游旅游企业及下

游客户市场的价值链。

携程的盈利主要由网站、上游旅游

企业（目的地酒店、航空票务、代理商、

合作旅行社）和网民市场提供，其目标市

场以商旅客户为主，同时也将观光和度假

游客列为重要的市场目标。然而，携程面

对的是一个进入门槛极低、竞争度极高

的市场，艺龙（eLong）、同程也随后成立

并采取了相同的盈利模式。与此同时，随

着 IT 技术、网络及呼叫中心应用的普及，

国内各大旅行社、宾馆、航空公司等大多

推出了自己的门户预定网站或呼叫中心，

分食着有限的市场。因此，如何保持核

心竞争力及持续成长能力，是携程成立

之初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然而，携程自成立以来却一直保持

着高速成长的态势，每年都保持着 20%

以上的收入增长率，在同行业中遥遥领

先。2003 年 12 月，携程在纳斯达克市场

成功上市交易，发行价18 美元，开盘当日

的收盘价近 34 美元，当天上涨 88.56%，

创纳市自2000 年以来开盘当日涨幅的最

高记 录。后经过 2006 年 4 月1日、2007

年 7月31日及 2010 年 1月21日三次 1 ：2

拆股，其股本已扩张了8 倍。时至今日，

携程股票的复权价已变为约 290 美元，

即 11 年中，携程的股票上涨了约 16 倍，

年均增长128%，创造了股票收益的又一

优秀记录。携程还入选了2008 年胡润中

国品牌榜 50 强、《福布斯》2009 亚洲 200

家最佳中小企业榜及《华尔街日报》中国

最受尊敬企业前 5 名。

在商业流程与盈利模式极易被模仿

的情况下，携程作为行业领跑者，在同类

企业中一枝独秀，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即为

通过以 IT 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向传统旅游

产业的渗透整合了旅游价值链，构建了

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及特有而难以模仿的

盈利能力。表1列示了携程成立后的重要

的产业渗透及价值链整合活动。

从 表 1 可以看出，携程以网络为平

台，整合旅游产业的线上与线下、上游与

下游、终端与后台、低中端与高端，形成

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旅游产业价值链，比

较成功地完成了由以 IT 为核心的新兴产

业向旅游传统产业的渗透。

从图1可以看出，携程以网络平台作

为产业扩张与渗透的基础，这既不是 IT

技术在传统产业的简单移植，也不同于

 张宏亮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渗透与融合
—以携程（CTRP）为例

时间 事件 渗透形式 渗透领域

1999年10月 携程旅行网开通 自主扩张 网络

2000年11月 并购北京现代运通订房中心 整体收购 呼叫中心

2002年3月 并购北京海岸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整体收购 线下散客票务

2003年12月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IPO 资本市场

2004年2月 与上海翠明国际旅行社达成战略合作计划 战略注资 线下旅行社

2004年9月 与招商银行联合推出国内首张双币种旅行信用卡 业务合作 金融终端

2007年5月 推出国内首张商旅精英信用卡——中行携程卡 业务合作 金融终端

2009年5月 如家酒店向携程定向增发股票，携程持有如家
18.25%的股份，成为如家的第一大股东 直接股权投资 中低端线下经济酒

店

2009年7月 与中国工商银行推出“牡丹携程灵通卡” 业务合作 金融终端

2009年8月 与平安银行推出“平安携程商旅信用卡” 业务合作 金融终端

2010年2月 投资永安旅游（控股）有限公司（香港） 间接股权投资 线下旅行社＋线上
预定

2010年3月 收购汉庭连锁酒店8%的股份和首旅建国酒店管理
公司15%的股份 股权收购 中低及高端酒店

表 1                       携程（CTRP）产业渗透活动一览表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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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捆绑式的“联姻”，

而是一种以新兴产业为核心、向关联产

业渗透与改造升级的过程，这一过程使

网络平台这个种子找到了发芽、生根与

成长的土壤，其生命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

发挥，是一种以网络平台为核心的、新的

价值链形式―“价值盘”。

携程的产业渗透向三个方向展开 ：

①以网络为核心的后台服务体系。在携

程网开通之初，就率先对其后台进行了

拓展，表现在其对现代运通与北京海岸

航空服务的收购。现代运通是国内最大

的电话订票呼叫中心，而北京海岸航空

服务公司是当时北京最大的散客票务公

司，通过并购把传统的电话营销与柜台式

营销整合到统一的网络平台之上。与此

同时，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携程渗透

到了旅游支付平台，使客户能方便地完成

线上预订、线上保证与线上支付，牢牢奠

定了其旅游后台服务支持体系的基础。②

以旅行社为载体的下游产业扩张。2002

年与上海翠明旅行社的战略合作，使携

程的产业链得以拉伸，首次把网络的触

角伸向了休闲度假市场。2010 年收购永

安，再一次从广度和深度上促进了其度

假旅游业务的开展。③以酒店为载体的

上游产业扩张。携程超过 70% 的业务收

入来自于商旅客户，这些客人所预订的

多为三星级以上酒店，其向中高端酒店首

旅建国的渗透只欠东风 ；同时，携程急

需拓展中低客户群体，而以汉庭、如家等

为代表的经济型酒店，也希望借助携程

这个平台扩张其业务，在这种背景下，携

程与如家、汉庭等上游酒店的合作如鱼

得水、水到渠成。

新兴产业与

传统产业的融

合：条件、过程

与效果

2000 年， 美

国以电影、电视、

唱片和杂志经营为

主，代表传统产业的时代华纳与代表新

兴产业的网络服务供应商美国在线合并，

合并市值 1 000 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最

大的一项合并，同时又因是新兴产业与传

统产业的联合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无

论从盈利模式还是合作理念上，两家公

司的合并曾被看作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的天作之合。时代华纳希望借助美国在

线的平台优势进军新媒体市场，而美国

在线则需要时代华纳的有线电视业务作

为新的盈利增长点，这是当时两者联姻

的出发点。然而，10 年过去了，美国在线

的市值已经从顶峰的 1 630 亿美元滑落

至现在的不足30 亿美元，曾经无比庞大

的时代华纳也同样遭遇诸多问题。2010

年 3月，两家公司黯然分手，合并公司走

向了解体。这一结果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而产业融合不利，没有形成相互

渗透与一体化的产业体系，没有形成强强

联合、优势互补的局面则是重要原因。

携程在产业扩张的过程中，并没有

简单地进行捆绑式合并，而是在深入分

析产品、市场、产业与客户的基础上进行

了一核多元的产业渗透，这一过程自然而

流畅，真正实现了“1＋1＞ 2”的效应。

（一）产业融合的条件分析

产 业 融 合 是“ 为 适 应 产 业 增 长

而发 生的产业 边界 的收 缩或 者 消失”

（Greenstein ＆ Khanna, 1997）。 其 本

质是一种产业扩张、产业渗透与产业融

合的过程。以 IT 为核心的产业边界具有

系统性、动态性和模糊性的特征（郭鸿

雁，2008），IT 向传统产业的转移可能

表现为非连续性的跳跃变化，其成功要

素由静态环境下的规模 (size)、角色清晰

(role clarity)、专门化 (specia l izat ion) 和

控制 (control) 逐步演变为动态环境下的

速度 (speed)、柔性化 (f lexibi l ity)、整合

(integrat ion) 和创新 (innovat ion ) (Ron 

Ashkenas, 1999 )。要实现 IT 等新兴产

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需要进行四个边

界的融合 ：①技术边界融合，即表现为

核心技术、技术手段及与之相适应的产

品生产或服务流程的一体化 ；②业务边

界的融合，产业集合能够通过相同的投

入产出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其产品或服务，

并形成自身独特的价值链 ；③运作边界

的融合，即各产业的活动实现统一的基

础平台及其配套条件 ；④市场边界的融

合，即各产业的交易是在一个统一的市场

( 包括其规模、区域等 ) 通过不同的环节

与流转方式进行的。而通过产业渗透与

融合使产业边界模糊化乃至消失正是携

程产业融合过程的特点。

（二）产业融合的过程及其整合分析

携程在产业渗透的过程中，比较成

功地解决了产业边界的融合问题，实现

了IT与传统旅游业的整合与一体化。

从形式上看，携程的产业融合经历

了三个 过程。①由后台到一线的发散。

在携程的价值链体系中，网络平台、呼

叫中心、金融终端、散客票务都属于旅

游产业链的后台部分，这些部分属于旅

游间接服务，通过网络平台能够实现客

户的咨询、预订与支付。这一后台的核心

是网络，其盈利主要来自于预订差价或

分成，而呼叫中心、金融终端及散客票

务都是网络后台的辅助性服务，这是第

一层发散。其次，以此基础平台为核心，

进一步向更传统的旅游实业（旅行社、宾

馆）扩张，实现了第二层发散。这种发散

不是简单多元化的过程，与多角化也不

相同，而是一种由核心向外围的辐射状

成长过程。②由线上向线下的延伸。酒

店和机票预订是携程的核心业务，这些

业务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同时 , 携程还

将酒店与机票预订整合成自助游和商务

图1　携程的产业渗透及产业关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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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品，可视为一种虚拟的旅游或度假

产品。在此基础上，携程通过旅行社与

酒店并购，把虚拟产品与实体服务进行

了整合，实现了虚拟与实体、线上与线下

的一体化。③由外围到中心的融合。携

程最重要的一个产业融合过程是通过网

络与呼叫中心实现了外围产业向 IT 中心

的聚拢，真正使其产业体成为一个有中

心、有重点、有联系的系统。这一过程，

不但没有使其中心偏离，反而更加巩固

深化了其价 值核心，实现了协同效 应。

2007 年投资 2 000 万美元建造网络技术

大楼及 2008 年投资两亿元建设亚洲最

大的服务外包呼叫中心，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这一战略融合的思想。上述融合过

程及其整合思想，也使携程产业的扩张

具有很大的弹性与可延展性。

从实质上看，这个融合过程实现了

四个边界的整合。首先，携程的核心技

术支持与技术手段是网络及数据库，不

管是初创期的呼叫中心、票务公司，还

是成长期的旅行社与商务酒店，其业务

却是基于“ctrip.com”这一平台展开的 ：

“ctrip.com”的背后是其客户数据库和

客户资源 ；“ctrip.com”的前台则类似其

产品展示柜和服务中转站，通过“ctrip.

com”实现了产业间技术的一体化，淡

化了技术的边界。其次，实现了携程业

务边界的融合。携程的主要投入是“ 携

程（ctrip.com）”这一无形资产品牌及其

海量客户数据库建设，实现了“品牌―

客户― 产业”的盈利统一体，使“ 预

定―旅游―住宿”这些业务活动的

界限逐渐消失。第三，在运作边界上，携

程使产业的活动都基于统一基础平台及

其配套条件，把成熟的预订流程标准化

并移植到传统旅游产业，形成了运作流

程的一体化。最后，通过技术、业务与

运作的整合，成功实现了市场边界的融

合。在基于“ctrip.com”这一跨空间、全

天候的平台以及 3 700 万的客户数据库

和 30 000 家合作酒店的市场资源下，携

程把各项业务都整合到了一个统一无分

割的市场中。

（三）产业融合的结果分析

从图 2 所列示的携程 2004 ～ 2009

年与融合过程相伴随的业绩变化情况来

看，产业融合后产生了巨大的协同效应，

收入及营业利润在 2004 年以后呈持续

增长态势，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39%，营

业利润年均增长 33%。作为线上业务的

宾馆和机票预订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1%

和 67%，作为线下业务的旅游度假年均

增长 75%。从表 2 所列示的携程与同行

业的中青旅（600183）的利润比较情况来

看，以融合为特征的携程比传统旅游企

业具有更快的成长能力和更高的营业利

润率。

产业融合基础上的产业扩张，在进行产

业融合的过程中，应当分析产业进行融

合的内在条件与外在环境。从技术、业

务、运行与市场等各方面淡化产业渗透

过程中的产业边界，防止出现产业间的

隔阂、壁垒乃至冲突，充分发挥产业间的

协同效应。其次，要寻找产业融合的核

心支持平台，这一核心平台可能是基于网

络、技术、信息，也可能是基于专利、人

力资本、品牌等无形资产，以此核心支持

平台实现由核心向外围的辐射，形成一个

以核心平台为盈利“发动机”的产业“价

值盘”。再次，在产业结合的过程中，要

处理好产业发展与收敛的关系，新兴产

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巨人模

式”的产业多元化，也

不同于“海尔模式”的

一角多元的产品多元

化，而是一种具 有内

在成长、促 进与耦 合

机制的一核多元产业

协同化模式（“携程模

式”）。在这种模式下，

除了要找准核心、消除

边界外，还需要通 过

核心进一步强化对多

元产业的吸引力和辐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携程 39.82 39.93 30.58 33.67 30.73 32.71 
中青旅 4.45 2.93 4.09 6.62 6.48 10.15 

表 2                  2004 ～ 2009 年携程与中青旅的营业利润率比较       单位 ：%

借鉴与启示

携程的成功代表了新兴产业向传统

产业渗透与融合的全新的产业结合模式

的成功。这一模式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

三网融合、传媒业变革等新兴产业与传

统产业的融合框架、融合流程与融合模

式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不是简单的捆绑或联姻，而是产业渗透、

射力，增强外围产业的向心力，使整个产

业体成为一个有中心、有重点、有联系的

系统。

“携程模式”之中既有共性因素，也

有个性因素。随着新兴产业扩张及传统

产业升级欲望的进一步增强，还会有更

多的模式用于实践，携程无疑给了新兴产

业与传统产业融合一个重要的参照。

　（作者单 位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

院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刘 莹

资料来源 ：携程年度报告及其网站

图2　携程2004 ～ 2009年业绩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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