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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 21 世纪，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得人类由“信息时代”转变为“数据时代”。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逐渐

成为企业重要的资源，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向用户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但由于数据资产的非结构化特点，无法像传统资产那样在

财务报表中披露，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行之有效的数据资产整合方法。因此探索

数据资产非结构化信息的整合方法，有利于企业内部释放数据资产价值，也为数

据资产后续的披露、定价、以及流通鉴定理论基础。 

本文首先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将国内外学者对数据资产的内涵、特征和应用，

以及非结构化信息、事项法会计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明确了数据资产的内涵

和确认条件；其次，通过对互联网企业数据资产的形成及价值、运营模式，引出

数据资产在互联网企业的重要地位，整合数据资产的重要性。紧接着以美团为例，

对各业务环节产生的数据资产进行了以下几点分析：一是对美团的基本情况、业

务类型、价值理念进行阐述，从而得出美团是以用户数据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二是对美团各业务环节产生的数据资产进行分析，判断是否符合数据资产的确认

条件，并将其确认为一项数据资产；三是引入事项法思想，利用 REAL 模型对数

据资产进行记录、分类存储、以及信息传递；四是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数据资源

信息系统，实施过程包括物理系统的实施、程序设计、人员培训、系统测试和系

统验收。 

通过对美团各业务环节产生的数据资产进行整合研究，可以实现精准营销，

提高订单成功率，优化资源配置和业务决策。进而，使美团内部实现数据资产流

通与共享，不断强化自身优势，运用数据资产打造美团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美团 数据资产 非结构化信息 事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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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has transformed 

human beings from the "information age" to the "data age".In the age of 

data, data has become the core assets of enterprises.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data assets effectively and make them provide useful 

decision information for users becomes the focus. However, due to the 

unstructured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assets, they cannot be disclosed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like traditional assets. So far, there has been no 

unified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data assets integration.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method of unstructured information of data 

assets is conducive to releasing the value of data assets within 

enterprises, and also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ubsequent 

disclosure, pricing, and circulation appraisal of data assets. 

Firstl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data assets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as well as 

relevant researches on unstructured information and event method 

accounting are sorted out, and the basic concept of data assets is 

clarified. Secondl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value sources of 

the Internet e-commerce industry,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data assets 

in Internet enterprises is introduc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data assets is introduced. Then, taking Meituan as an example, the data 

assets generated by various business links are analyzed as follows: first, 

the basic situation, value concept and business type of Meituan are 

expounded, so as to conclude that Meituan is an enterprise with user 

data as its core competitiveness; The second is to analyze the data assets 

generated by the various business links of Meituan, judge whether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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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nfirmation of data assets, and consider 

them as a data asset; Third, the idea of event method is introduced, and 

the REAL model is used to record, classify and store data assets, as well 

as transfer information. The fourth is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data resource information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clud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hysical system, program design,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testing and system acceptance.  

Through integrated research on data assets generated by various 

business links of Meituan, precision marketing can be realized, order 

success rate can be improved,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can be optimized. Furthermore, Meituan can realize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sharing of data assets, constantly strengthen its 

own advantages, and use data assets to build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Meituan.  

 

Keywords：Meituan; Data assets; Unstructured information；Accounting 

for the matter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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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迅速兴起，

已经成为“十四五”甚至更久时间内的主要驱动力量，催生了大量新型的数据资

源，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数据资产。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提到“完善市场对生产要素的贡献评价和按贡

献确定薪酬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 10月 18号又一次提出“数字经济会

加速各类生产要素的流通”，这说明激活数据要素活力，加快数据要素的形成具

有重要意义。 

数据作为一种特殊资产，为了让它在未来的数字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

理论上讲，公司应该对数据资产进行适当的核算，但由于会计准则的局限性，数

据资产在定价上面临诸多困难，更无法纳入表内进行披露，导致数据资产的真实

价值无从体现。数字时代，如何对数据资产进行归集与整合，是国内外学者与监

管层需要重点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数据资产是以非结构化信息的形式存在的，并且具有非结构化信息的特征，

即格式多样化、标准多样性、分布于异构系统、信息量大。年报是由结构化信息

与非结构化信息组成的一个整体，两者共同为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

但由于会计信息固有的不确定性和传统财务报表的局限性，使得数据资产的无法

在传统的财务报表上体现，更无法为数据资产定价和后续会计处理提供依据，降

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无法反映企业真实价值。如何对非结构化信息进

行归集与整合？如何将数据资源确认为数据资产？如何对数据资产非结构化信

息进行整合？由此可见，研究数据资产非结构化信息整合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互联网电商企业，美团为人们提供了线下的各种需要，包括吃、喝、玩、

乐，它的服务范围囊括餐饮外卖，酒店旅游，休闲娱乐，共享单车等，它的业务

范围遍布国内绝大部分地方，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领先者。2018 年美团以 37

亿美元并购摩拜，获得大量相匹配的数据资源，大幅度增加美团的企业价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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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日常运营和并购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资产，但是当前的会计制度并

没有对这些数据进行资产化处理，这使得美团很难将用户点击率、支付信息、地

址信息、被并购方行为网络等数据资产的价值反映出来，现有的利润指标无法完

全反映企业价值，也不能让外部投资者得知美团的真实价值和发展潜力，财务信

息失去原有的可靠性，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便会出现偏差。在这种背景下，本文

以美团为案例公司，研究其数据资产的整合方法，希望通过研究美团数据资产整

合研究，一方面为该企业的数据资产合理归纳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希望为数据

资产在市场中定价、披露和会计计量鉴定一些理论基础。 

1.1.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从理论上来说，将数据资产进行整合，可以体现出企业的真实价值，减少企

业内外的信息不对称，这与会计准则里要求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是一致的。近几年，

数据资源在企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企业的经营，为

企业带来更多的资金流入和价值来源。同时，与数据资源有关的会计业务数量也

在持续增加，数据资源已经成为企业至关重要和不可缺少的资源。故此，企业应

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重要性和相关性原则，对其所拥有的数据资产进行识

别、确认，及时且合理地整合，将更多影响企业价值的表外信息进行集中归纳，

从而有助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使用者对公司价值做出合理的评价和理性的

投资决策。 

（2）现实意义 

作为互联网企业资产的核心组成部分，数据资产的识别、确认、应用显得尤

为重要。高效整合数据资产对企业的良好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探索互

联网企业数据资产的整合方法，可以帮助企业识别内部环境，有效管理数据资产。

通过分析美团业务环节产生的数据资产，结合数据资产非结构化特征，探析数据

资产非结构化信息整合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帮助美团内部整合数据信息，有效调

配企业资源，提高效率，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内外部信息不

对称，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团释放数据的潜在价值，提高美团真实价值，从而促

进企业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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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数据资产的相关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数据资产”这一新概念，国外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数据资

产”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理查德·彼得斯（1974）提出的，他认为数据资产等

价于公司债券以及拥有的实物债券。可见，数据资产最早被认为是能够证券化的

金融产品。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推广，Perrons和 Jensen（2015）

指出，在石油天然气行业，往往将数据看作是有形资产的描述信息，而持不同观

点的是，Tony Fisher（2009）认为数据资产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资产，不应该

作为有形资产的描述信息。Bughin 等人（2021）将数据资产视为智能资产，它

能够提高效率并且激发新的业务模式。Brown（2011）对数据资产的界定是“企

业所拥有的、有应用价值且价值可衡量的，以数据集形式存储在计算机中的经济

性资源”。Warren 等人（2015）认为，无形资产、数据资产都属于软资产的组

成，但两者不同的是，无形资产是可以在财务报表中进行确认的软资产，而数据

资产是报表之外可以辨认的软资产。Reinsdorf 和 Ribarsky（2019）还从 SNA2008

中资产的界定出发，利用决策树的概念给出了数据资产的判定方法，即是否能用

于生产并且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Viscusi 和 Batini（2014）将数据的信息能力

分为“质量”、“结构”“传播”和“基础结构”四个层次，将数据的信息效用分

为“财务价值”、“专业度”和“交易费用”三个层次。在数据资产的划分上，Ahmad

（2018）建议将数据资产按照不同的情形分成有价值的与无价值的两种类型。美

国于 2019年颁布《开放政府数据法》，从法律的维度出发，将数据资产界定为能

够组合的数据元素或者数据集。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数据资产的范畴作出不同的定义，但还

是没有形成共识。李金昌（2017）提出数据资产大多以非结构化的形式存在，甚

至以其他任何有可能的形式存在。朱扬勇和叶雅珍（2018）通过对“信息资产”

“数字资产”和“数据资产”等相关概念的历史回顾，结合数据自身的特殊性，

将数据资产定义为：互联网上具有明确所有权、有价值的、可度量的数据。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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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5）提出数据资产是由企业或个人持有的、具有实际经济效益的数据衍生

品。张俊瑞等人（2020）在无形资产的定义基础上，结合数据资产的独特属性，

对其进行界定。参考 IASB（2018）中资产的内涵，秦荣生（2020）从数据和资

产两个维度出发，将数据资产界定为“由企业所控制的、已经发生的，可能给企

业带来经济效益的数据资源”。李如（2017）认为，数据资产是企业内部经营活

动产生或者外部获取的，通过对数据进行挖掘，能够客观、高效地反应出事项的

状况，并且能够为公司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吴超（2018）指出，尽管数据资产

具有商品属性，但还是具备非传统商品性，比如：数据资产的边际成本为零，具

有非排他性和时效性。在此基础上，张俊瑞（2020）着重指出，数据资产是存储

在企业内部，具有数字化形式的、可识别、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 

是否所有数据资源都能确认为数据资产呢？国内学者认为数据资源成为数

据资产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穆勇和王薇（2017）认为，要将一项数据资源确认

为数据资产，必须满足三个最根本的条件：明确的所有权、稀缺性和经济效益。

黄世忠（2020）界定了数据资产的范畴，指出数据资产是由公司控制的、具有非

排他性和潜在经济效益的资源。彭刚和李杰（2022）指出数据资产必须同时拥有

可观测性、生产性、数字化和长寿命这四大特性。唐莉（2017）认为，数据资产

是一种具有客观性、形式多样化、价值不确定性的资源。李永红等（2018）将生

命周期理论与数据资产联系起来，认为数据资产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即经过数

字技术手段的处理和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张志刚等（2015）将数据资产定义为：

在整个生产、运营的过程中，可以全程控制，并为公司创造价值的数据。杨善林

和周开乐（2015）提出，由于数据资产能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应当将其视为一

项数据资产。翟丽丽和王佳妮（2016）指出，数据资产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于无

形资产有相似之处，但还是大有不同，所以数据资产应该单独确认为一项资产。

陆岷峰（2022）指出数据资产存在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确定问题，既可以被反复利

用保持原有的价值，也存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 

1.2.2非结构化信息相关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非结构化信息的研究，大多数国外学者的关注点在于其是如何影响公司

的决策及价值。Beath C（2012）认为公司中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以文本、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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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等非结构化的形式存在的，这些都是不能直接获取有效信息的。Deniz 

Appelbaum（2017）通过对非结构化数据和传统财务数据的对比，发现非结构化

数据具有更多的种类，更强的时效性及更广的应用范围。与此同时，非结构化数

据能够反映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情况，从而更好地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决策支

持。Jodie Moll（2019）的调查结果表明：非结构化数据的审查过程越严格，其

来源就越真实可靠，信息的可信度就越高。Guo（2017）认为管理者在从庞大的

非结构化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的同时，不能忽略传统的财务数据的重要功能。

Awan Usama（2021）认为合理利用非结构化数据，某种意义上可以避免传统财务

数据的限制和滞后，从而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更好的理解，对企业决策中不合理

的地方进行调整。Shrestha Y R（2020）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的规模越大，对

非结构化数据的利用度越高，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对企业绩效也有明显的

提升作用。由此可见，非结构化信息是企业内部数量最多、增长最快的数据信息，

如何从非结构化信息中提取有用信息，帮助利益相关者更好地决策，具有重要的

研究价值。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一致认为非结构化信息在企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要充分、合理且

高效地应用非结构化信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毛华扬（2014）在研究中发现，

企业内部的数据高达 80%的比例均为非结构化信息，还在以每年 60%的增长率迅

速增长。因此，对非结构化信息进行高效整合并应用，能够帮助投资者掌握方向，

做出合理判断。霍娜（2011）认为信息管理者应该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有机

地融合起来，结合企业的战略做出整体规划，并成立专门的部门来进行管理。邱

明辉（2011）认为利用信息挖掘等数字技术，能够发掘出非结构化信息的潜在价

值，能够有效规避风险，提升工作效率、改善服务品质。焦微玲（2014）指出在

公司所有的信息资源中，非结构化信息占相当大的比例，只有将非结构化信息的

利用价值发挥到最大，才能获得竞争优势。林钟高（2021）指出会计信息主要分

为两种，即结构化信息与非结构化信息，要使数据信息在资本市场中起到有效的

调节和控制作用，就必须重视非结构化信息的应用。 

关于非结构化信息的研究，国内学者大多侧重的是非结构化信息的概念与特

点，但很少研究非结构信息如何进行归集与整合。张德政和张萍萍（2006）认为

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不规则信息是非结构化信息，不同于结构化信息的是，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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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样化、标准多样性、分布于异构系统，且非结构化信息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

在谢华成（2012）看来，非结构化信息隐藏着巨大的价值 ，可以为公司增加利

润，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杜军（2017）认为通常情况下，非结构化信息共同具有

的特征是：增长速度快、格式多样性、标准多元化、技术含量高。崔世莉（2014）

认为非结构化信息是难以管理的信息，企业在收集和获取时具有较大的难度。通

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非结构化信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还属于理论阶段，但因

为非结构化信息占据着重要地位，管理者必须正视非结构化信息的应用，将其与

管理决策过程进行良好融合。 

1.2.3事项法会计的相关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会计学家 George H Sorter（1969）提出了事项法这一会计理念。他首

次提出，由财务人员提供原始信息，使用者自行提取需要的事项信息，并将传统

的会计方法概括为价值法。在此之后，众多国外学者开始对事项法进一步探讨。

Johnson（1970）从会计的角度出发，对“事项”的内涵、特征进行了论述和研

究。70 年代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国外学者开始将事项法与数据库

联系起来。Hesseman and Winston （1976）提出构建一个会计信息系统，旨在

设计出可以用来存储数据、查询数据的信息系统。Everest（1977）在数据库关

系模型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数据管理系统，它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对数据的综合处

理和统一检索。  

80年代之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Bill Harper（1985）对事项法

在会计中的具体应用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促进了会计信息事项库的发展。美国

McCarthy（1982）以会计对象为研究起点，提出了 REA会计模型，该模型打破了

会计复式记账的单一维度，在吸收复式记账优点的同时，反映了企业真实的活动

或现象变化。Havelka（1995）提出事项法的实现需要强大的计算力和存储能力

来共同完成，信息的整合是信息系统设计中尤为关键的一环。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开始进行事项法会计的研究时间比较晚，陈韶君（2001）指出利用事项

法的核心思想，实现“实时报告系统”将成为可能，若能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实

现，将会使会计在空间和时间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缺少事项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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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的实现存在严重的阻碍。如今，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公司内部汇总了大

量的原始数据，这使得事项法在数据时代具有可行性。陈秀凤（2013）在事项法

会计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会计模型，并从事项的描述、事项信息的转化、

信息的呈现方式三个角度进行了探讨，进一步完善了事项法会计理论的应用。王

芸（2016）从会计信息质量、会计计量属性、财务报告这三个方面将事项法和价

值法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两者的不同之处，并提出事项法会计能够更好地适应用

户的需求，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陈潇（2010）认为，以事项法为基础构建会计信息系统，可以满足用户的多

样化与个性化需求，促进会计价值的实现。事项法的应用，不能仅仅停留在企业

会计信息系统中，更是要拓展到整个管理信息系统。张永雄（2005）提出业务信

息应当以事项信息为基础，将会计信息与业务信息高度融合，他还对“事项凭证”

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企业应当结合业务流程来设计事项凭证。石美珺（2010）

提出利用事项法构建网络财务报告，在事项法理念下，收集的数据应该尽量详细

化、原始化，方便用户获取想要的信息。周喜（2011）指出在事项法会计信息系

统中，包含了很多会计事项和非会计事项，既可以让公司内外的会计信息用户的

需求得到满足，从而极大地提升公司会计信息的时效性，也可以增强会计信息的

真实性与可靠性，有助于公司内外部更好地了解财务状况。乔小芳（2015）将作

业成本法与事项法结合起来，通过对这两种理论的结合，重新构建会计信息系统，

以满足用户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实现对会计信息体系的变革。嵇建功（2013）认

为，应当以经济活动为起点，通过对作业事项、经济事项、会计事项的描述，进

一步形成满足用户要求的会计信息。王明威（2022）从会计信息的形成和呈现两

个方面出发，探讨了事项法下事项的反映过程，并对事项法下会计信息的功能进

行简单的分析，从而得出对会计信息进行整合是实现会计信息系统的必要过程。 

1.2.4文献述评 

回顾数据资产相关文献，从之前学者的研究中收获颇丰，可以发现国内外学

者的研究重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数据资产的研究：从已有文献来看，理论界对数据资产概念的研究比

较广泛，比如可以从无形资产与数据资产的相同点出发，结合数据资产的特有属

性进行界定，还可以从数据和资产两个维度进行界定。关于数据资产的内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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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以物理或电子方式

记录的数据资源”。 

（2）非结构化信息的研究：现有文献对非结构化信息的研究大多是以非结

构化信息对企业的重要性及作用展开的。后来有学者提出将非结构化会计信息在

财务报表中体现，不仅可以帮助利益相关者精准分析，从而做出高效决策，还可

以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与透明性。但是关于非结构化会计信息整合的具体

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3）事项法相关的研究：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在早期就

提出了事项法这一理论，但受限于技术水平等原因，事项法在现实中尚未广泛应

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提出运用事项法构建会计信息系统，从而促进企

业各业务环节的高效运转，提高资源配置率和经济利益的流入，但是在具体应用

方面还存在很多的现实困境，需要进一步探究。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已有学者在数据资产的概念、重要作用方面进行了较为

深入的研究，但是关于数据资产非结构化信息整合的研究少之甚少，且现有研究

都处于理论研究阶段，还没有结合实例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以美团为研究对象，

分析数据资源的产生、数据资产确认、以及数据资产整合方法，试图为美团及互

联网企业的数据资产高效管理提出参考建议。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1.3.1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企业官网、新浪财经等查看企业年报，了解互联网

行业的发展现状；通过知网对数据资产有关的理论文献进行归纳，从而对事项法、

数据资产等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为本文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案例研究法。本文以美团为案例公司进行研究，参考企业年报中对业

务类型的划分，将各业务流程中产生的数据资产进行确认，分析数据资产在企业

决策的应用；同时，基于事项法的核心思想，结合业务流程，对数据资产进行归

集与整合，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实现数据资产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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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研究内容 

全文共分为六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本部分对文章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目的与内容进行了

阐述。文献综述部分，对数据资产、非结构化信息和事项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

顾和整理，为文章后续研究做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通过对数据、数据资源和数据资产三者的

概念辨析，得出数据资产的概念和特征。 

第三部分为案例介绍。分析互联网行业发展状况、价值来源，紧接着介绍美

团的简介、发展历程和价值理念，得出美团是以用户数据为中心的互联网电商企

业；并按照基础业务和新型业务，分为餐饮外卖、酒店业务、旅游业务、食杂零

售类、出行类业务。 

第四部分是美团数据资产的应用，包括业务流程中数据资产的形成、确认、

和具体应用。 

第五部分是基于事项法的数据资产非结构化信息整合。整合流程包括数据资

产的描述、分类存储、信息传递；而数据资产信息系统由基础数据库、处理系统

以及报告系统三部分组成，数据资产信息系统的实施步骤为：物理系统、程序设

计、人员培训、系统测试、系统验收。 

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展望。通过前文对美团数据资产的整体情况进行分

析，对本文进行简要的总结，并对数据资产未来的发展进行美好的展望。 

1.4 可能的创新点 

由于数据资产的特殊性以及非结构化特征，难以将其纳入会计报表进行核算、

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会计计量，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合理的整合方法。因

此本文引入事项法这一核心思想，事项法与数据资产联系起来，利用事项法的核

心思想对数据资产进行高度整合。通过事项法建立数据资源的描述、分类存储、

价值传递的整合模式，随后又根据这一思想，探讨实现数据资产信息系统的流程

和必要条件，为数据资产的归集与整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将企业内部各业务环节

都结合起来，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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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数据、数据资源与数据资产 

我们平常所指的数据是指没有经过加工的那部分原始记录，数据可以是会议

记录，也可以是外卖软件下单记录，更可以是平时的成绩情况等等。数据往往是

一些连续的值，比如文本、音频、视频；也可能是零散的值，比如数字、符号、

文字等。企业和组织对这部分数据并未进行处理与分类管理，当组织或企业对原

始数据进行收集，分类加工后，使其成为一项数据资源，数据资源可以为企业提

供相应的价值。但并非所有的数据资源都是数据资产，还需进一步识别与确认，

即只有符合数据资产的确认条件，才可以将其却认为数据资产。对海量的原始数

据进行处理，得到可以为企业提供价值的数据资源，再对数据资源进行识别与鉴

定，使其成为一项数据资产，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操作流程，这也是企业对数

据进行治理的全过程。 

如图 2.1所示，企业可以对内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数据进行收集与整合，也

可以直接从第三方购买所需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均不能被企业所直接利用。企业

将这些原始数据存储在数据库，根据特定的目的进行筛选、提取、加工和二次挖

掘，可以产生企业经营相关的数据资源。在此基础上，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对数据

资源进行辨别，当数据资源满足数据资产的确认条件时，可划分为企业的数据资

产，存储在企业内部，为相关利益者提供决策依据。 

 

图 2.1  数据资产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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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数据资产的定义 

目前，数据资产还是学术界较为前沿的研究对象，相关部门还未制订明确的

准则来对其进行定义。通常情况下，数据资产的界定分为两个方面，数据是以多

种形式存在的原始数据，没有经过人为的加工与处理。资产是会计要素之一，结

合数据与资产的概念，可得出数据资产的内涵。 

（1）数据资产由企业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 

数据资产的形成，需要经过数据到数据资源，数据资源到数据资产的一系列

转化，实际上是对数据的处理过程，即对公司内部数据的处理与加工、对数据资

源进行识别与辨认，该过程是对已经发生的事项产生的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这些步骤都是过去实际发生的，所以从这一角度出发，数据资产符合资产确认条

件。 

（2）数据资产能够被企业拥有或控制 

企业获取数据资产的途径通常分为两种，可以通过对企业内部产生的数据进

行整理、加工和挖掘而获得，也可以通过大数据交易所等第三方交易平台购买获

得。企业一旦获取这些数据资源，便取得了该项数据资源的拥有权和使用权，结

合特定的目的对数据资源进行加工，使其成为数据资产，为企业所支配和利用，

这时企业便拥有该数据资产的控制权。所以从这一角度出发，数据资产能被企业

拥有或控制，符合数据资产的确认条件。 

（3）数据资产预期能够带来经济利益。 

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体现在两个层面，直接带来经济利益或者通过

改变决策来实现收入。企业在应用某项数据资产进行业务决策时，未必会带来直

接的经济利益流入，但是会通过改变企业内部资源利用情况，优化企业结构来降

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给企业带来间接的利益流入。基于此，数据资产的定

义应为“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加工处理后能

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数据资源”。  

2.1.3数据资产的特征 

数据资产与无形资产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但数据资产又具有独特的、无

形资产不具备的特征，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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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附着性  

数据是伴随着业务活动而产生的，各业务环节都会产生相应的数据资产，从

这个角度出发，数据是原始经济业务的衍生品。企业对各业务环节产生的数据进

行加工、处理，形成对企业经营和管理有用的数据资产。数据资产作为一项新型

资产，并不具备单独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还需要依附于一定的业务活动，通

过为业务活动提供决策依据来提高效率，或者优化业务流程降低成本，从而为企

业创造价值。 

（2）技术依赖性  

数据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多个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数据资产的加工程度、整

理的质量。企业内部蕴含着海量的数据资源，并非所有的数据资源都可以转化为

数据资产，数据资产的形成需要经过专业化的处理和分析，这需要耗费一定的人

力、物力、技术能力。因此数据资产的质量更多地取决于技术的好坏，即使是相

同的数据资源，不同的技术加工处理之后，便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数据资产，这些

数据资产的价值自然也各不相同。 

（3）可复制性  

与其他资产不同的是，数据资产极其容易被复制，并且复制的成本很低。当

数据资产被复制后，不会因为复制的次数而降低数据资产的质量，数据资产也不

会像传统资产那样发生磨损等自然消耗现象。但是数据资产价值可能会随着时间

流逝而降低，因为数据资产具有时效性，当前的数据资产已经不再适用于企业的

未来经济决策。 

（4）非排他性  

作为特殊的新型资产，数据资产具有实物资产不具备的非排他性，即同一项

数据资产可以被多个主体所应用，也可以被同一主体使用多次，更可以被多个主

体同时使用。因而，数据资产可以被使用者多次重复利用，也可以实现不同业务

环节、不同企业之间的流通与共享，进而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与价值流入。 

（5）时效性  

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同的是，数据资产的价值更容易被时间所影响。当

企业花费人力、物力对数据资源进行加工、挖掘，若没有在一定的时机之前产生

结果，数据资产便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当数据资产被公开，企业便无法再对这些

数据资产加以利用，数据资产便失去了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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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价值不确定性  

企业在加工和整理数据资产的过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价值不确定性。数据

资源并非都能加工成数据资产被利用，也并非都因为二次加工增值，有些数据资

源经过简单的加工，可能产生巨大的价值，有些数据资源耗费大量的成本，最后

得到的价值却入不敷出，甚至同一项数据资产用于不同的场景，价值都是各不相

同的。 

2.1.4非结构化信息 

通常情况下，会计信息包括定量化信息（结构化信息）和非定量化信息（非

结构化信息），两者相互补充和验证，共同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投资决策方面的价

值问题。然而由于会计界一直以来都更倾向于研究结构化信息，导致更多的非结

构化信息被“埋没”，很少有关于非结构化信息的研究。在当前的信息架构中，非

结构化信息所占比例高达 90%以上。 

大数据技术发展初期，非结构化信息是指大量碎片化的数据信息，很难直接

被加以利用，如文本信息、视频信息、图片信息等，非结构化信息主要包括与公

司经营、投资和筹资业务有关的各类文本信息。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

会计信息系统中逐渐纳入这些非结构化、碎片化信息。研究发现，与结构化信息

相比，非结构化信息更易于非专业人士理解与应用，可以更好地帮助外部使用者

识别和了解企业的整体运营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就信息取得的难易程度而言，非结构化信息要比定量描述的会计信息更难获

得；就信息取得的成本而言，定量描述的会计信息要比非结构化信息成本低很多；

就信息的有效性而言，在整合非结构化信息时，可能存在较多的无效数据；从数

据分析的难易程度来看，非结构化的信息要更难处理，但也更容易让人掌握和理

解。因此，大数据时代的会计信息是以定量描述性信息为主，非结构化会计信息

为辅，但非结构化信息的地位也是不容小觑的。 

2.1.5 REAL会计模型 

美国密切根州大学教授 W.E.McCarthy 于 1982首次提出了 REA 会计模式，该

模式主要是对企业内部的资源（resource）、事件（event）、参与者（agent）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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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研究，将企业的财务与非财务内容按照实际语义记录，并不是进行简单的

借贷处理。后来有学者在 REA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为 Real模型。Real模

型可以把企业内部的数据进行收集、存储到数据库中，这种记录是全过程、多维

度的，使用者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完成特定的目的或者要求。 

Real 模型是把全部的事项数据集中归纳在数据库中，并非像传统会计那样

零散、重复地存储在不同的系统，打破了信息割裂的局面。他将财务信息与非财

务信息高度融合，大幅度提高使用者的应用效率，为使用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会

计信息。运用 Real 模型，首先要对涉及的业务流程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找出对

其产生价值的环节，从而进行业务流程的最优化重组。运用 Real 模型构建会计

信息系统，信息使用者能够查询想要了解的业务信息，也能够按照自身需求提取

需要的信息。 

2.2 理论基础 

2.2.1事项法会计理论 

事项法这个会计理念是由美国会计学家乔治·索特提出的。事项法会计通过

提供全面的原始信息，由信息使用者自行提取，根据目的进行判断或参与决策模

型，从而获得想要的结果。传统的会计仅仅提供价值方面的信息，它是从价值这

个维度来记录该公司所发生的经纪业务，而事项法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多个维度的，

类似于对经济活动的再次呈现。其次，事项法提供的会计信息是未经过二次加工

的，由于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不同，事项法恰好能满足这点，让信息使用者根据目

的和喜好自行加工原始数据。利用事项法的核心思想构建信息系统，可以实现对

事项信息的采集和汇总，并将海量的信息进行归集与整合，在这个过程中收集的

事项信息都是原始信息，能够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与此同时，能够对发生的经

济事项进行核对，从而降低错误信息出现的频率，将平台生成的会计信息变得更

加真实、可靠，有效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 

2.2.2会计管理活动理论 

会计管理活动论是 80 年代初，由杨纪琬和阎达五学者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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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此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对会计内容进行相关的管理，也就是对企业价值

活动进行管理。目前为止，会计管理活动论被广泛认可为有意识的价值管理活动，

而会计的基本职能就是对整个价值运动进行控制。在会计管理活动理论下，会计

工作从传统的记账转变为预测和决策。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成为了一种新

型生产要素，理应对数据进行相应的管理，使数据发挥应有的价值，为企业和社

会带来更大的应用价值。会计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活动，其本质实际上是会计数据

信息的管理，互联网、传感技术、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使非结构化、碎片化数

据急剧增加，大数据时代，对会计数据信息进行良好的管理，已然成为企业必不

可少的日常活动。 

2.2.3企业价值最大化理论 

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会发生投资、并购等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最关心的往往

是企业的价值，公司的价值也是指企业各种资产的总和。当前背景下，行业竞争

愈来愈激烈，企业如何发挥现有资源最大效用，获取更高的利益就显得尤为重要。

企业可以结合外部环境和自身情况，考虑风险报酬和资金使用情况，在促进企业

稳定、长远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价值最大化。企业拥有海量的数据，若是加以合

理利用和挖掘，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合理管理和运营，就会为企业创造巨大的价值。

数据的价值不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而降低，但当它失去时效性，就会出现贬值

现象。依据企业价值最大化理论，对数据进行恰当管理和充分使用，使其优化企

业结构或提高资源利用率，最终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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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企业数据资产及运营介绍 

3.1 互联网企业数据资产概述 

3.1.1 互联网企业数据资产形成及价值 

 

图 3.1 全球数据规模 

如图 3.1 所示，根据 IDC 发布《数据时代 2025》的报告可见，近几年数据

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升，到 2025 年全球的数据量将会突破 175ZB。这海量的数

据是伴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产生的，一些数据被互联网公司加以利用，形成

了具有价值的数据资产，但是这庞大的数据中，并不是数据都能转化成数据资产。 

在大数据背景下，随着数据的流通、共享和数字化服务的发展，数据正在逐

渐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要充分发挥数据资产的价值，就必须对其进行收集与管

理。互联网企业在对数据进行收集的同时，进一步将其资产化，促进数据向着良

好的方向发展。数据资产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资产

相比较，数据资产具有共享性和重复利用性。互联网行业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通

过数据挖掘、云计算等手段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为企业提供可利用的数据资产。 

互联网企业通常是建立自己特有的网站，在线上通过多种方式为客户提供各

种产品和服务，比如提取网页内容、提供软件下载、提供数字产品等服务。数字

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反作用于业务决策，参

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如何衡量数据资产的价值，主要

取决于数据资产能否影响或者改变企业的经营决策，降低成本或提高经济效益，

能否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换句话说，数据资源是否为企业带来经济流入，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据资产的非结构化信息整合研究 

17 
 

创造更高的价值。 

通常情况下，企业的运营决策都需要数据的佐证和支撑，也就是说，企业在

做相关决定的时候，必须有数据的参与，有了数据的支撑，决策才有参照性，从

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数据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才能为企业提供决策依据。

在互联网行业中，首先收集和整理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数据，不侵犯个人隐私

的前提下将数据存储在企业内部，数据往往包含用户的偏好、网络行为、交易情

况和个人属性等。其次是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阶段，运用先进的技术和专业人才，

对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加工提取。最后是数据的应用阶段，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对

数据进行脱敏处理，让数据参与企业的实际运营，实现数据资源化。在此过程中，

可以发现数据不论参与哪个生产环节，为哪个生产经营提供决策，都体现了数据

资产的应用价值。因此，互联网行业应该充分应用数据资产，使其为企业提供决

策依据，带来更高的利益流入。 

3.1.2互联网企业数据资产运营模式 

在互联网企业中，数据资产的形成通常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对数据进行收

集，企业将内部产生的运行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进行整合，用户行为数据包含了

用户实际操作情况，也包含了用户对数据的反馈。紧接着是数据的存储与管理阶

段，该阶段中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对数据进行妥善保管，使其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最后是应用阶段，企业在挖掘数据蕴含价值的同时，不得泄露个人隐私信息，企

业所使用的数据必须合乎法律规范，这就需要借助云计算等技术手段，进而帮助

信息使用者做出合理、有据可循的决策。互联网企业中数据资产的运营模式如下： 

（1）提供数据信息服务 

互联网企业将前期收集到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对其进行资产化，再通

过标准进行分类整理，当数据使用者需要数据时，便能快速高效地找出数据。整

个过程实现了从数据收集到数据信息服务，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是企业数据资

源最为常见、使用最广泛的服务模式。 

（2）实现精准营销业务 

与传统企业不同的是，互联网企业内部蕴含海量的数据资产，并且以用户数

据为核心，对拥有的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整合和脱敏处理后，便可以利用

此类数据对用户的喜好进行分析，根据其行为规律进行预测，企业可以利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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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去进行精准营销，提高订单的成功率，增强用户粘性，甚至可以根据不同的

偏好为客户提供第三方服务。 

（3）数据资产保障服务模式 

互联网企业以用户数据为出发点，分析用户数据与用户的反馈，运用这些数

据，可以对自身产品进行优化与更新，甚至可以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设计出

新型产品，为用户带来高端体验。由于不同用户的需求不同，企业也可以为用户

提供个性化服务，充分利用这些数据，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与生产力。 

（4）数据资产技术服务模式 

互联网企业凭借拥有的数据资产搭建数据平台，运用数字化或智能化技术，

结合使用者需求对数据资源进行分类处理、加工，同时也为用户提供数据支持服

务，可以对数据处理，满足用户需求，赚取技术服务费用，互联网企业便实现了

智能化与应用型技术的高度结合。 

3.2 美团概述及业务类型 

3.2.1美团简介 

2010 年 3 月，美团公司的创始人王兴将其带到了公众的视线中。美团刚成

立的时候，它的经营范围有限，主要是做团购业务，随着团购业务越来越受欢迎，

美团在 2010-2015 这短短的 5 年内便获得大量融资，凭借着对用户的疯狂补贴，

从无人知晓的小公司成为团购行业的龙头企业。 随后三年，美团又推出电影、

外卖餐饮、酒店、旅游等业务，满足了人们的“吃”“喝”“玩”“乐”等主要生

活日常需求。美团平台业务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由于它的高性价比，再加上有平

台的支持，美团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稳定的用户，这也让它

的外卖和酒店业务突飞猛进，一举超过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在市场中具有较大的

竞争优势。 

2015 年，美团本着降低外部竞争的目的，决定与大众点评达成一项战略合

作协议，用户可以在大众点评对商家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可以被其他用户所查看，

而用户可以直接在美团上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相应的服务，从而实现了更高质量的

到店餐饮和生活服务。如此一来，美团主要负责与供应商协商，争取到较低的价

格，通过自身流量向外界宣传，当使用者通过平台反馈时，美团便会把使用者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据资产的非结构化信息整合研究 

19 
 

反馈，传递到供货商那里，从而实现双赢的效果。2017 年，美团开拓了出行业

务，当年交易量超过 58亿笔，年度交易金额超 23570亿元人民币。2018年美团

以 27亿美金收购摩拜，并于同年 9月份成功登陆香港股票市场。2020 年 9月 11

日，美团集团宣布将名字简化为“美团”，以实现多元化经营。2020 年，受新冠

疫情的冲击，美团将线下服务快速转化成线上服务，推出全新的业务，即“美团

优选”，并充分发挥其在团购、配送等方面的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占据较大

份额。 

美团自成立以来的这 10年，已经成为行业内占领主导地位的在线生活平台。

当前，美团拥有多个高热度的软件，涵盖了出行、酒店旅游、餐饮外卖、休闲娱

乐等多种服务。此外，美团还具有非常庞大的用户生成数据库，可以为平台的用

户挑选出真实、可信的消费信息。美团的服务范围多达 2890 多个城市，服务范

围超过 200种，2021 年美团活跃商家数量约为 880万家，年度交易用户高达 6.91

亿，相当于每人每年消费 35.8次。 

当前，美团以餐饮业务为中心，多个业务同时发展的多元化战略，旨在建立

全方面、多层次的综合服务平台。同时，美团还用实际行动来积极履行自己的社

会职责，与政府机关、高效、环保组织、公益组织等进行广泛的合作，树立了良

好的企业形象，致力于把自己塑造成合格的社会企业。 

（1）发展阶段 

自美团成立以来的 12年，美团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美团找准突破口，从团购业务出发，在万千市场中找到了立足之

地，紧接着以餐饮外卖为抓手，迅速在同行业中脱颖而出，找到了流量的入口。

美团在成本降低的二、三线城市建立分店，获取大量的资金，再加上外部投资的

增多，很快就超过了饿了么和百度外卖。 

第二阶段是美团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经营战略，发展到酒店、旅游、出行

等多个行业，并根据当地居民的主要诉求，抢占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到 2019年，

美团的酒店订单量甚至超过了携程。这些业务的盈利方式是收取佣金和广告费用，

在过去的这几年，美团的酒店业务收入占据总业务收入的 20%，成为美团的明星

业务之一，而且美团酒店、旅游等低成本、高利润率业务，为美团其他业务的正

常开展提供了支撑与保障。 

第三阶段则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启发，借助团购向社区下沉的契机，快速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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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优选，也就是面向社区居民的预定、上门取货服务，该项服务从发布之初就

吸引了大量的用户，火速占据了极大的市场份额。究其原因，与美团的战略相符，

以较低的价格吸引客户，加上美团外卖带来的巨大物流优势，成功抢占了市场份

额，为用户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总的来说，美团从创立到至今，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且

拥有着较为稳定的核心业务，不断地完善和开拓本地生活服务，其中技术的支持、

较低的成本和良好的推广能力都为美团开拓市场奠定了基础，并逐步形成涵盖更

多行业的生态圈，让其拥有更高的客户粘性，更加稳定的流量。 

（2）美团经营状况  

 

图 3.2  美团近 14个季度总体营收、分业务营收及同比增速 

美团 2019-2022 年中 14 个季度的总体营业收入和分业务收入见图 3.2，由

于美团从 2022 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团年报对披露的范围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

外卖、酒店和旅游业务整合到一起，将外卖业务和酒店旅游业务的收入合并，无

从得知分业务的收入具体值，所以本文将外卖、酒店旅游业务的收入也进行合并。

从图 3.2可以看出，美团 2022年第三季度总营业收入 626亿，同比增长 28.2%，

而 28.2%的同比增速是目前已公布财报的主流互联网公司的最高记录，实际上美

团总体营业收入，自 2020年以来一直大幅度提升，尤其 2021年第三季度的基数

也相当高。本地核心业务同比增速为 24.6%，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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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美团近 14个季度分业务利润及利润率数据 

如图 3.3所示，尽管美团的总体业务收入在大幅度增长，但是利润却呈现亏

损。从上图可知，美团外卖和到店、酒店旅游都是盈利的，与 2020 年的利润相

比较，有了很大的提高，究其原因，是新业务导致整体利润出现亏损。因为美团

优选、美团买菜等全新的商业模式，需要建立前置仓，前置仓的租赁费用和用户

补贴会耗费大量的资金，所以在财报上，美团会出现亏损，这就与美团年报所描

述的“为支持零售业务供应链的发展和用户激烈方面投入导致整体营业收入呈

现亏损”相符合。同时，美团从 2022年第二季度开始，便恢复了经营利润盈利，

这离不开数据资源的作用，当美团合理利用数据资源，可合理安排建设前置仓的

个数和位置，优化配送路线，尽可能降低在新业务中投入的巨大成本。 

 

图 3.4  美团近 14个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美团是以用户数据为核心的企业，营业收入与用户数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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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4 可知，2019—2022 年美团年度活跃买家数稳步增长，尤其是在行业竞

争激烈的互联网环境中，增加用户数量，提高用户粘性是十分重要的。这些业务

环节中吸引的用户，是美团的数据资产，为美团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决策依据。

同时，美团年度活跃商户数也不断增长，在 2023年将突破 1000万规模，过去几

年，许多中小型企业因为疫情而倒闭，但是美团给陷入困境的商家提供了一个新

的平台，为那些捉襟见肘的商户提供了一扇窗，照进一缕光亮。 

3.2.2美团业务类型 

 

图 3.5  美团业务类型 

如图 3.5所示，美团将自身业务划分为基础业务、新型业务、其他业务三大

板块，参考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可以进一步划分。餐饮外卖业务在 2021 年的

总体收入是 142亿元，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 60%，已然是美团最核心的业务。到

店、酒店及旅游业务可以说是公司的现金牛产品；而新业务以及其他业务由于市

场所占份额较小，增长速度较慢，称得上公司的瘦狗业务。 

从整体上看，公司发展的新业务和其他业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用户提

供更方便、更高品质生活的服务，比如美团买菜、跑腿代购等业务；另一种是围

绕当地的交通展开的服务，比如网约车、共享单车，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完善美

团的生态圈，增加用户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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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价值理念与模式创新 

（1）美团价值理念 

自美团成立以来，就在不断向电商靠拢，乘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东风进行线

上营销，美团也通过在线消费，线下体验，更好地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目前

为止，美团已经拥有了大量的核心资源，在市场中建立起强大的竞争力，主要有

四个因素：品牌、用户、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美团的品牌具有较高的声誉和市

场价值，用户数量每年高速增长，美团充分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建立完善的网络

效应，用户粘性很高，如今已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规模效应。 

美团始终以客户为中心，一切的业务活动都是围绕客户展开的。美团的客户

人群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即用户和商家。美团最早的时候，团购等业务仅仅针对

用户，后来开始拓展到商家端，吸引商家入驻平台，收取佣金和广告收入。美团

为建立良好的用户管理体系，提供优质服务满足顾客需要，美团还成立了专门的

客服团队，通过电话回访、在线沟通等途径来咨询用户的意见，对这些意见提出

合理的解决办法，从而完善平台的产品和服务质量。 

（2）美团商业模式创新 

美团商业模式实现了由“平台”向“生态”的转变，通过利用互联网思想对

当地生活服务业进行改造，改变了传统生活服务业的消费习惯，构建出符合互联

网的环境，此环境涵盖了所有人的饮食、住宿、旅游等方面，形成了一种产业链，

进而形成完善的生态系统。 

如图 3.6 所示，商家的经营包含 5 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采购、营销、支付、

服务、员工招聘等，美团正是抓住这一点，利用自己的平台，帮助商家来营销产

品，为他们提供完整的食材供应链，利用美团对订单进行配送。此外，美团还成

立了“美团大学”，为商家培养所需员工，也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最终

实现了为商家提供食材、帮助商家营销、销售的闭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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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美团闭环销售商业模式 

如图 3.7所示，美团以高频的团购为突破口，吸引大量的商家和用户，紧接

着将流量转移到酒店、旅游等业务，从旅游、到店等业务获取较高的利润，为公

司带来了更多的现金流，利用这些利润较高的明星业务去支撑新业务。而新业务

则是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知名度和经营效率，提升了客户的粘性，也为美团找到

了新的流量入口，通过为各业务注入流量推动经济增长，是美团稳定、高速发展

的基础。 

美团外卖业务发展到成熟期，就会把用户数据从客户端引导到商家端，寻找

新的流量入口对美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美团的生态圈是从用户平台出发，将用

户从 C端转移到 B 端，从而寻找利润增长的新来源。  

 

图 3.7  美团用户流量创造价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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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美团数字运营平台 

 

图 3.8  美团前、中、后台架构 

如图 3.8所示，美团的组织模式是“赋能平台+分布式经营体”。我们可以将

美团的生产流程，进一步划分为前、中、后台三部分。美团中台是一个以业务中

台和数据中台为基础的运作系统，它实现了数据的闭环运行。业务中台主要负责

美团业务和有关技术的构建，侧重于发展业务能力；数据中台主要负责对美团数

据资源的收集，让数据资源为决策赋能。 

美团数据中台内蕴含着大量的数据资产，数据资产产生于业务流程，通过影

响业务决策，又反映到业务流程中，从而为美团创造更高的价值。构建数据中台，

能够帮助美团对业务资源进行高效的管理，有利于对数据资源的分类，实现数据

资源的流通与共享，提升美团的核心竞争力。数据中台的主要目的是：“一切业

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通过对各业务环节产生的数据资源，对其进行整

合、分析和应用，为业务决策提供思路，同时利用数据资源优化业务环节中效率

较低的部分，实现业务与数据的相互转化和高效整合。  

前台是美团负责直接接触、为用户服务的业务团队，前台主要负责关注消费

者的需求变化，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特殊化服务，为顾客提供长效、高质量、

有价值的服务。 

后台是保障美团前、中台平稳运作的基础，只有后台足够强大，前台和中台

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后台可以与中台合并建设，也可以独立出来，后台两个最

重要的职责是：监督与管理、赋能与支持。监管的重点是对制度、风险、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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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而赋能与支持指的是对资源和技术的支持，提高效率。后台需要协助美团

提高整体的运营效率，通过创新或优化结构来避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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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团数据资产的应用 

4.1 美团数据资产的形成 

（1）餐饮外卖业务  

 

图 4.1  美团外卖下单流程图 

美团 2013 年进入外卖市场，当时的外卖行业正处于混乱之中，大部分企业

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美团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进军外卖行业，并且长久生存

下来，成为行业的领先者，除了有足够的资金支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团

平台内部拥有庞大的用户数据和行为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资源，可以实现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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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内部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情况。更重要的是，美团外卖能在短时间内，占据

较大的市场份额，也离不开它的稳定发展。美团对内部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给

商家提出准确的整改建议，使商家能够有针对地进行销售，也可以提高商家对平

台的依赖度和忠诚度，为美团内部各个环节的协调运行奠定基础。 

如图 4.1所示，用户登录美团外卖首页，根据需求进行关键词搜索，选好商

品后进行下单，订单信息包含住址、电话号码、支付方式等。下单成功后平台将

信息同步到商家端，提醒商家接单，商家接单后开始按订单信息备餐，平台根据

数据与算法，匹配骑手和最佳路线，当商家备餐完成后通过平台提醒骑手取餐。

骑手成功取餐后平台信息也随之改变，用户可以实时关注配送情况和预计送达时

间，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送，用户可在平台对商家、餐品、骑手进行评价，若未在

规定时间内送达，则平台会给予用户一定的补偿，对骑手或商家做出相应的监督

整改与处罚。 

（2）酒店旅游业务 

 

图 4.2  美团酒店下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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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美团旅游业务流程图 

如图 4.2所示，当用户登录美团官网或美团 APP时，进入“酒店民宿”入口，

输入地理位置、入住信息、酒店名等关键词获取周围酒店信息，可以根据自身需

求对位置距离、价格、星级进行筛选，当有符合需求的房型，进入详情页查看酒

店信息，美团会提供剩余房间量，酒店供应商实时更新库存量。若目标房型有余

量，用户提交订单并填写信息，支付成功后便是预定成功。当用户到店消费时，

酒店预定信息和本人信息核对是否一致，准确无误时安排入住，提供服务。用户

次日按时退房，若体验感较好可以填写好评，为商家增加口碑，吸引更多的流量，

若是有不满的地方，也可在美团平台进行反馈，美团会督促商家进行整改，并将

信息同步到平台。 

如图 4.3 所示，美团旅游业务是运营人员提前做好产品和路线的分类管理，

将信息发布在平台，当用户登录平台，可以根据兴趣或者目的地选择产品和路线，

进入详情页查看旅游路线包含的内容。当选好旅游路线时，提交订单并填写信息，

支付成功后可在未出行路线中查看，与客服联系确定时间和具体详情，若在服务

后满意此路线或产品，可进行点评，平台会根据用户点评对旅游路线进行改进与

管理，增加口碑好的旅游路线条数，减少口碑较低的那部分旅游路线。 

（3）新业务及其他 

美团在不断打造企业生态圈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 B2B 快驴的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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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了企业的应用范围，并在此基础上优化了企业的产品结构和运作过程。总的

来说，它所发展的新业务和其他业务可以被划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美团买菜

和美团跑腿，这些都是基于餐饮和外卖的，它们的目标是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方

便和高品质的生活；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围绕着当地的交通服务，比如网约车的试

点，美团自行车的加入，这些都是为了让公司的“食住行游购娱”的生态圈得到

更好的发展，从而增加平台上的用户粘性。 

互联网的本质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流，因此，在对互联网进行有

效利用的过程中，必须要思考怎样才能实现其转化。从实质上来说，美团的经营

方式属于“流量消费”，它必须不断开发新的、廉价的、新的流量，才能支撑其

在餐饮、外卖、酒旅等方面的盈利。而美团的打车和共享单车等交通业务，则为

其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稳定的、有生命力的、有活力的用户流，与其他主要的商

业活动产生了很好的协作关系，从而使当地生活的“超级”生态系统得以更加完

整。在这当中，共享自行车是一个更频繁的场景，它可以让更多的顾客接触到更

多的顾客，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交易次数，也能提高用户粘性。 

综上所述，美团通过技术将商户和客户联系起来，通过到店团购的服务来积

累更多的客户，通过餐饮外卖、美团自行车等高频率的服务来吸引更多的顾客，

同时，到店、到家、出行和新零售等各个不同的服务，组成了不同的服务体系，

从而让客户的使用体验变得更加丰富，提高用户粘性。此外，各个不同的服务体

系之间可以互相合作，突出了协作的效果，从而降低费用，提高了公司的利润，

促进了公司的长期发展。 

通过上述对美团各业务流程的分析可知，各业务环节产生海量的数据资源，

如图 4.4，尽管各业务流程有所差别，但数据资产的产生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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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4 美团业务流程中数据资产的应用 

（1）注册登录阶段: 用户可以通过登陆官网或下载美团 APP，根据基本信

息进行填写，注册自己的专属账号。在注册账号的时候，必须绑定手机号，并进

行实名制认证，具体包括了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当注

册成功后，就可以返回主页，根据注册时的账号和密码，登陆美团官网或美团

APP。 

（2）搜索浏览阶段:登录美团 APP后，当用户没有具体需求时，就会按照大

众偏好推送商品，当用户有需要的具体商品时，就会在搜索框输入关键字来进行

购买。当用户进行关键字搜索的时候，各个商家可以利用线上竞价系统，努力让

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出现在与该关键字相匹配的用户搜索页面上，从而提升产品的

交易量。使用者可以进入到商品详细页面，在这个页面中，会呈现出一段以图片

和短视频的方式对产品进行描述，并且还会有购买者的真实评价，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要不要购买。同时，商店和商家还会将与所购买的东西相匹配

的产品推荐给用户，从而提高在同一个店铺中对互补物或类似产品的消费。 

（3）支付阶段：用户选好商品，确定需要购买时，在平台提交订单后便会

将订单信息同步到商家界面，当选择付款途径时，可以选择美团支付、微信支付、

支付宝支付；还可以邀请好友代付，将支付界面分享给好友。在下单支付的过程

中，美团便能得到用户的详细信息，比如：收货地址、电话、支付方式等。当支

付完成时，美团便会进行商品配送或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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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阶段: 对那些需要配送的物品，美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接收到

顾客的付款提醒，及时给商户提供相关的交易信息；在确定了商品的真实性后，

商家才会将商品送出，而物流平台则会根据算法和大数据等，计算出最快的运输

路线，当顾客收到商品时，如果对商品感到满意，就会按下“确认收货”按钮。

如果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可以和商家协商退货，当退回商品或者服务申请退款

后，会原路返回用户支付的金额。对于到店服务，当用户到店后，可提供下单信

息或者身份信息，商家进行核对后，为用户提供预定的服务，当服务完成后，用

户可在平台提交订单完成信息，平台将信息同步至系统。 

（5）评价阶段：订单完成，若用户对商家服务或者产品质量满意，可提交

五星好评，综合评分排名较前的商家，便可收获更多的人气和流量。此外，消费

者对产品质量、服务质量高度满意的情况下，便会将产品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提高商品的订单率，增加收入。若是对服务或者产品不满意，可根据实际情况填

写评价，美团会联系商家给予一定的补偿，并督促商家进行整改，更好地为用户

服务。 

4.2 美团数据资产的确认 

尽管从目前的实践中看，国际会计准则和中国的会计准则都未明确数据资产

的确认，但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定义。本文赞同的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所发布的《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中的观点，即“数据资产是由企业拥有

或者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以物理或电子方式记录的数据资

源，如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等”。 

依据数据资产的定义，对美团在经营和并购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资源判断如下:

首先，美团数据资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类是从美团内部运作中得到的。比如，

用户的点击率、浏览记录、下单次数、客户下单时的住址信息、手机号码等等。

二是美团并购摩拜单车获取的，美团得到了大量的本地用户行为网络数据。美团

的数据是从公司的内部运营、并购等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所有的数据都有一个明

确的来源、流向，并且全部为美团所拥有、控制，因此，这些数据具有明确的所

有权。美团生成的数据，都是依附于平台、以电子方式记录的，符合数据资产定

义里“以电子或物理”方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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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按照数据资产认定标准，对美团的数据资源判断如下:美团将平台的

中收集到的各类数据（包括基本信息、消费水平和个人喜好）进行整理和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对这些数据进行二次开发，使其最大限度的发挥价值。例如，美

团可以根据用户经常下单商品、多次购买同一物品的记录，判断该用户对此商品

较为满意，具有依赖性。美团便会在原来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价格，利用差价赚取

更高的经济收入，而美团杀熟恰恰是应用了这一现象。除此之外，当美团用户为

领取优惠券将商品分享给好友，便会提高订单的转化率，美团可利用该现象提高

订单成功率，获得新的价值流入。而美团也能利用现有的数据资源实况，更好的

精准定位消费人群，推送个人喜爱度高的产品，及时对各类业务信息做出调整。

基于以上阐述，美团内部所拥有的数据资源，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故美

团的数据资源满足数据资产的确认条件，可将其确认为一项数据资产。 

从整体上来看，美团付出劳动、资金、人力等方式，对数据资源进行了合理

的管理，并对其进行了有效的应用，从而为美团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例如，

将数据资源应用于广告业务，建立了一个客户的画像，从而达到了精确的市场营

销，提升了交易成功率；将数据资产与电子商务融合，扩展电子商务生态圈；并

将数据资产应用到物流服务，对配送路线进行了优化，从而提升了配送的效率。

另外，美团还以高价并购的方式，得到了摩拜单车关于本地用户的行为数据，将

其与当地服务结合起来，以扩大当地服务的市场份额，推动美团零售业务的发展。 

4.3 美团数据资产的应用 

4.3.1数据资产的应用途径 

在以上所述的整个业务过程中，美团日常经营中会获取大量的用户浏览记录、

店铺停留时间、支付信息、用户地址信息等数据，同时，并购过程中获取到被收

购方的行为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对这些数据进行再次利用，从而实现

二次价值： 

（1）注册登陆阶段，通过收集用户的基本信息，可根据年龄段、性别、向

用户推荐大众喜好商品。 

（2）搜索浏览阶段，根据用户输入的关键词、访问商品次数以及页面停留

时间，推测用户的喜好，大数据计算出用户可能喜欢的商品，并推送给用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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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便能提高订单的成功率，实现精准营销，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3）用户支付阶段，美团为用户提供多种支付方式，可供用户根据自身情

况选择，美团提供的付款方式和数字化理财的方式相结合，为双方的合作打下了

良好的商业根基，从而形成“互补”的有利条件。 

（4）在服务阶段，利用数据资产，可了解各业务环节的业务量，实现有效

调配，合理利用资源，同时可以对配送的多个路径进行优化，提高配送效率。 

（5）在评价阶段，若用户对商品或服务满意，可给予好评，通过用户评价、

好友分享可提高订单转化率，为美团增加用户数量，扩大口碑，抢占市场，为美

团带来更多的利益流入。 

此外，伴随技术的更新与进步，商业平台技术、专有技术及相关的技术可以

为当地的商户们在网络上进行数字化的运作，并借助在零售端的使用者基数，对

当地的服务进行更深层次的营销。同时，美团的快递服务与数字化经济紧密结合，

为新零售带来了巨大的帮助，推动了美团新零售的发展，为新零售的发展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便利。 

4.3.2数据资产的应用价值 

美团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收集到的数据，往往是碎片化的，无法共享与流通，

不能体现应有的价值。但是对数据资源进行分类处理、深度分析、二次挖掘，便

能实现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的高度融合，实现业务信息和数据信息的高度统一，

从而为美团的高效生产、合理管理提供依据。美团数据资产的价值创造如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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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美团数据资源价值创造 

（1）运用数据资产精准定位客户价值  

美团可以对目前拥有的用户数据进行分析，也可以预测潜在的用户。通过收

集和分析各种数据，可以了解顾客的基本情况，消费能力，行为偏好，购买意愿

等相关信息。以数据分析为基础，公司可以将顾客及潜在顾客分为不同的消费群

体，对用户提供个性化、特殊化的服务，对于一般需求的用户精准营销，提高顾

客的满意度和忠诚，为美团带来更多的经济流入。 

（2）运用数据资产降低运营成本 

美团利用数据资产来辅助公司的运营决策，同时也能够很容易地识别出用户

的特点，并且将用户群分成几个部分，这样才能更好地对不同人群进行有效的管

理。美团在高效率、精细化操作的同时，也可以有效的降低操作的费用，从而提

升经济效益。在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之后，生产和营销人员就可以利用数据资源

来进行高效的交流，可以制作出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而且还可以对顾客的要求

做出合理的反馈，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开支。 

（3）提高品牌影响力和创收 

美团通过经营与数据资产有关的产品或业务，为公司吸引新的投资，从而产

生一些派生收益。美团收集自身拥有的数据信息之后，对其用户群体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为口碑较好的商家或产品投放广告，为与其有业务关系

的商户们进行了精确的推广。因此，美团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数据资源的作用，

有效地降低了公司在其业务运作中的成本，增加了公司的利润，增强自身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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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名度，为其带来了更大的收益。 

4.4 美团数据资产应用的困境 

美团的数据资产能够实现多项经营活动的可视化，并对经营决策进行分析。

然而，从美团的数据资源种类及利用前景来看，当前美团的数据资源更多的是在

企业内部使用，且内部使用时没有完整的整合体系。 

于企业而言，数据资产的内容完整、质量较高、具有前沿性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数据资产能否发挥价值的衡量条件。在目前的情况下，无法将数据资产的

确认、计量体现出来，传统的财务方法“重静态结果，轻动态过程”，这不适用

于数据资产的记录，也不利于信息使用者了解每个业务环节的增值活动。数据资

产的产生是动态变化的过程，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展示。在这种情况

下，仅仅用传统报表是难以对数据资产进行整合的，就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出发，

探讨数据资产的整合方法，释放数据资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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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团数据资产非结构化信息整合 

5.1 整合目的 

互联网时代，数据资产在美团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但是由于数据资产的非结

构化特征，无法发挥数据资产应有的真实价值，将数据资产的非结构化、碎片化

信息进行整合，能够将更多的信息纳入到美团的会计信息中，美团能够对这些信

息进行归纳分析，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促进和改善内部的生产经营行为。同时，

有效整合数据资产的非结构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内外部投资者对美团

数据资产的信息需求，改善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程度，提高数据资产的应用价值。 

通过第 3、4 章的分析可知，美团日常经营活动可获取大量的数据资产，整

合数据资产、释放数据资产价值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对美团而言，整理巨大的数

据资产是极其困难的，数据资产的整合不仅面临诸多困境，且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特别是受限于数据资产的非结构化信息特点，导致没有完善的方法对其进行整合。

针对数据资产非结构化信息蕴藏的巨大价值，究竟哪些思想和整合方法更为适用

呢？本文提出借鉴事项法的核心思想对美团数据资产进行归集与整合，将业务与

事项对应起来，通过事项法整合数据资产，建立数据资产数据库，为美团创造价

值，更好地为美团“有所作为”。 

5.2 整合思想 

事项法对原始的经济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因此可以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

供更加全面、丰富的会计信息。基于事项法理论对数据资产进行整合，建立数据

资产整合新模式，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会计信息整合，实现了数据资源的流通与共

享，最终实现业务活动和财务活动达到统一的目标。结合目前信息技术手段和美

团的现状，在“数据资产”与“业务内容”之间建立一个多层次、多视角的整合

模型，是一种较为切合实际的方法。 

利用事项法核心思想对美团数据资产非结构化信息进行整合，按整合步骤可

分为：事件整合、流程整合、数据整合、和功能整合。 

（1）事件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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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整合是指企业将发生的业务活动视为基础事件，在各项业务事件之间建

立起逻辑，将各业务的共同流程整合起来，实现业务环节的全面、一体化管理。

在美团中，根据业务活动的特点，可划分为基础业务（餐饮外卖、酒店、旅行）、

新型业务、其他业务，从基础业务出发，按照业务活动的逻辑关系，建立各业务

流程图，形成完整的美团事件循环体系。 

（2）流程整合 

流程整合是建立在事件整合基础之上的，将企业内部某一业务事项包含的流

程进行具体分析，当存在多个流程时，可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个阶段。美团内部流

程整合可划分为：登陆注册阶段、搜索浏览阶段、支付阶段、服务阶段、评价阶

段。流程整合的目的是将业务流程直观地呈现给信息使用者，汇总各业务信息，

实现流程管理的一体化。 

（3）数据整合 

数据整合是建立事项数据的逻辑关系，对事项整合和业务整合过程中产生的

数据资源，对其是否能成为一项数据资产进行判断，结合中国信息通信院发布的

数据资产判断标准，构建数据资源标准体系，实现数据资源的汇总。而美团内部

通过数据整合可得到的数据资产有：商品浏览时长、店铺停留时长、下单次数、

用户下单信息、派单地址„„ 

（4）功能整合 

功能整合是在数据整合的基础上，对可确认、有可利用价值的数据资产进行

评估，分析数据资产可在哪些方面投入使用，哪些方面可进一步提高使用效率，

利用数据资产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美团利用用户的搜索记录和浏览记录，可

进行精准推销，提高订单的转化率；利用用户的下单次数和下单商品，可适当提

高商品价格，这也是“美团杀熟”的应用体现。即对数据资产的可利用性进行多

元化分析，使其为美团吸引更多的用户或广告流量，创造更大的价值。 

5.3 美团数据资产的整合流程 

5.3.1数据资产的记录 

利用事项法对数据资产非结构化信息进行归集与整合，数据资产新的整合模

式应该是构建于业务事项基础之上，事项法的核心是要把“事件”当作最小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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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单位。因此，事项应用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事项的定义，这也是对事项记录的

基本标准，事件的描述着重于对事件进行真实的“摄录”，提供事件的各个角度、

各个方面的特点，以将事件的实质呈现给用户。 

通过事项法对事项的多个维度进行全面描述，这个过程可以利用集合的元素

来定义。事项的描述应该符合企业内部的通用化要求，根据事项的定义再赋予灵

活处理。例如，基本事项 A可以描述为 A={a1，a2，a3，„，an，an+1，an+2，„}，

其中，a1，a2，a3是标准化元素，恰好描述了该项交易活动活动某方面的特征。

而 an+1，an+2 为自定义元素，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对有关事项进行详细记录，

或者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在美团中，用集合的概念来描述事项，例如，A={a1，a2，a3，„，an，an+1，

an+2，„}，A 表示每一个业务类型，a1，a2，a3 等代表该业务类型产生的数据

资源。见表 5.1，对于标准的数据资源特征描述，可以用 REAL 概念模型，将数

据资源的特征描述为 A={Resources（资源），Events（事件），Agents（主体），

Location（地点）}。 

其中，资源代表每一项具体的数据资产，资源={资源的增减，资源的类别，

资源的单位„}；事项代表数据资源产生于哪一项业务事件，事项={日期，业务

环节，„}；主体即与该数据资产有关的参与者，主体={用户名，用户编号，人

名„}，地点={省份，城市，街道，„}。 

用户通过美团 APP进行外卖点餐，搜索、浏览、支付阶段可获取的数据资产

有多种，就此项活动，根据 REAL模型可描述为：外卖点餐={{地址信息，浏览时

长，消费金额„}，{2023 年 1 月 1 日，支付环节„}{用户 0123，177***„}{甘

肃，兰州，„}} 

表 5.1  REAL模型描述数据资产 

业务 

类型 

Resources

（资源） 

Events 

（事件） 

Agents 

（主体） 

Location

（地点） 

 

A 

a1    

a2    

a3    

 

B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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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C 

c1    

c2    

c3    

...... 

 

美团内部专门负责数据资产描述业务的工作人员，当发生新的业务事项时，

按照对事项的标准定义进行描述，存储在联机的事项库中，以供后续的处理。 

5.3.2数据资产的分类存储 

当明确数据资产应该如何记录后，数据资源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进行分类。

根据不同的划分准则，可以得出多种类型的划分结果。可根据数据资产种类进行

分类存储，也可根据不同业务类型产生的数据资产进行分类，本文认为根据业务

类型对数据资产分类存储效率更高。因为不同的业务类型有重合的业务环节，会

产生相同类型的数据资产，如果按照数据资源的种类进行分类，将会耗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时间。而按业务类型进行分类，则既能避免无谓的开支，又能将会

计人员的关注点转移到业务流程中来。 

将数据资产按业务类别划分，会计人员既要搜集完整的数据资产，又要对每

个业务过程有一定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各种业务原则的制定，从而将关

注点由“会计问题”转向“业务问题”。以业务类型为依据，对数据资源进行分

类，将数据资产信息按照业务类型分类标准，存储在件数据库中，这样不仅可以

方便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综合汇总，还可以方便信息用户根据需要进行提

取和加工，这也是事件会计模式的核心。 

美团的业务类型根据前文提到的，可分为：餐饮外卖业务、酒店旅游业务、

出行类业务、生鲜类业务、金融类业务，美团负责数据资产存储的工作人员需要

熟悉每项业务流程，时刻关注业务环节产生的每项数据资产。将每项数据资产做

好分类，按照业务类型存储在联机事项库中，方便数据资产使用者提取信息。 

5.3.3数据资产的信息传递 

利用事项法对数据资源进行整合，要为用户提供多层次、多需求的数据信息，

以符合用户的个人需要。通过对不同的数据资源进行一般化和个性化的处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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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各个层面上的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这正实现了会计中以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有用观”需求为起点的目的。 

基础事项可以进行查询是最本质的要求，它可以为用户带来“原汁原味”的

未经处理的数据资源，可以让用户了解事项最原始的状况，了解数据资源产生的

具体环节和出处，对数据资产的来龙去脉掌握的一清二楚。这类数据资源适用于

从事基础业务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利用有关数据进行人员的调度，资源的分配，

使其整个体系更加合理。 

对于较高需求的信息使用者，就需要对存储在联机系统中的数据资源进行二

次处理，利用数字技术筛选、加工，提取有用的信息，挖掘二次价值。利用此类

数据资源，可以对美团某一特定业务进行分析，分析其使用者偏好和业务的创收

比，这个过程虽然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但是能给决策带来有用的信息，使得带

来更高的收入。 

基于此，要实现美团内部数据资产的归集、整合，需要构建数据资产信息系

统，该系统为用户提供两种检索方式：按需检索和一站式检索，需要注意的是，

在该过程需要设置用户权限，保障用户的隐私和数据的安全。利用数据信息的有

效流通，将信息传递给需求方，帮助会计人员做好每一项决策。 

5.4 美团数据资产整合的实现 

5.4.1总体框架 

数据资源无法像传统资产那样以结构化报表进行整合、披露，针对数据资产

的非结构化信息特征，只有把各种数据资产按一定原则记录、分类存储、形成一

个数据资产信息系统，数据资产信息才能实现传递，数据资产的价值才能得到真

正的体现。 

数据资产信息系统，可以将各种数据资源整合到该系统中，随时满足会计人

的管理要求：（1）信息呈现：实现“数据资源——数据资源整合中心——信息使

用者”的转化，将数据信息与业务决策联系起来。（2）检索方式：一站式检索和

按需索取，为满足不同需求的信息使用者，提供一般化与特殊化服务。（3）信息

实时化，由于数据资产是动态变化的，通过数据资产系统实现了实时变化情况，

打破了会计信息的局限性。（4）非结构化特征，由于数据资产的特殊性，无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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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传统报表来呈现，构建数据资产信息库，为美团数据资产整合、管理提供统一

的平台。（5）信息流与业务流共享。将业务信息与会计信息结合在一起，共同为

企业决策提供依据，实现“一切数据业务化，一切业务数据化”。 

5.4.2架构设计 

针对前文所述事项法思想和业务活动特点，美团中建立数据资产信息系统其

总体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基础数据库：和业务端相连接的数据库，主要收集和存储日常经营活动中产

生的数据资源，以供后续使用者的提取。  

数据资源处理系统：在基础数据库的基础上，利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技

术，对数据资源进一步处理，使数据资产发挥应有的价值。  

报告系统：在基础事项库和数据资源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对数据资产的变动、

内容的调整做出呈现，为不同需求的信息使用者，提供相应的服务。  

在数据资产信息系统运行中，业务活动的会引起数据资源的增加或减少，而

数据资产的增减应该通过事项凭证予以记录，最后根据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提供可

视化的报告。数据资产信息系统架构及运行流程如图 5.1所示： 

 

  图 5.1  事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系统流程图 

（1）构建基础数据库 

基础事项库是美团内部与业务相联系的一层，它存储了美团内部产生的和从

外部获取的数据资源，而基础事项库包含两部分内容，即资源数据库和事项数据

库。 

①建立资源数据库  

资源数据库是用来统计美团内部，数据资源增减变化情况的数据库，通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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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产的属性，可设置多种计量属性，也可以用数量的形式直观反映数据资源的

耗费情况。美团数据资产数据库见表 5.2。 

表 5.2  美团数据资源数据库 

类别 名称 衡量指标 上期 本期 单位 

 

用户 

 

用户规模 用户数量    

用户质量 活跃度、人均单日访问时长、 

访问次数 

   

用户类别 用户性别比、年龄层次、    

 用户数据类别 浏览记录、支付数据、地址、 

电话号码 

   

 用户数据投入 数据分析、挖掘、应用等    

 用户数据收益 用户带来经济利益    

„„ 

 

产品 

产品规模 商家店铺数量、入驻品牌数量    

产品类别 入驻品牌、批发商家、零售商家    

产品投入 营销成本    

产品数据投入 产品数据分、挖掘、应用    

产品数据收益 产品数据带来的经济利益    

„„ 

 

 

渠道 

渠道结构 数量、层次、密度等    

渠道质量 人均单日交易数量、交易金额    

渠道可用性 月活跃用户数、累计登录次数    

渠道投入 品牌引入成本、物流成本    

渠道数据投入 渠道数据分析、挖掘、应用    

渠道数据收益 渠道带来的经济流入    

„„ 

 

②建立事项数据库  

事项数据库的建立，旨在将美团中各业务事项进行记录，并对其进行标准化

确认，这种记录是全过程的。对美团内部业务事项的记录，可以清晰反映各业务

环节产生数据资产，也可以反映该业务环节耗费多少数据资源，建立事项数据库，

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全面性，也为外部使用者了解美团的真实价值提

供依据。 

（2）构建处理系统 

数据处理系统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利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技术对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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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进行处理，使其具有更高的利用价值，可以为美团带来更高的利益流入，该流

程将会生成事项凭证，记录业务变化情况。在美团的经营活动中，采用事项法进

行会计处理，能够反映出更多的事项和维度。  

如表 5.3所示，根据美团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在数据资产信息系统中应用的

事项凭证模板，应该至少包括以下七个要素：业务、事项、时间、地点、参与者、

资源变化情况、编号，每一个要素都应该从其自身的视角来描绘美团业务的特点。 

表 5.3  事项凭证要素 

要素 特征 

业务类型 到店餐饮、外卖、酒店、旅游、美团优选…… 

事项 即业务过程中的每一项活动 

时间 数据资产发生的时间，可由系统自动确认 

地点 数据资产发生的地点 

参与者 数据资产的主要参与者 

资源变动情况 包括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已经每一项资源的名

称、编号、单位、数量 

 

 

编号 

美团的编号是实施信息化管理的依据，其编号

方法多种多样。也就是产生一笔业务，就给它

一个号码。因为商业流程中的每个问题都是事

先定义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简单的

总结。 

 

最终设计的事项凭证模板如表 5.4所示： 

表 5.4  事项凭证模板 

业务  业务编号  

事项  事项代码  

时间  地点  

参与者  

 

（3）构建报告系统 

从信息内容的全面性来看，资源库、事项库、事项凭证都是由业务部门生成

的，不需要财务人员进行处理，所以可以很直观地体现出业务活动，和所消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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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美团管理层可以通过对资源库的查询来了解自己的资源管理情况，也

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记录来了解自己正在进行的各种项目，还可以根据项目的记

录来知道每个项目所需要的数据和资源，并且，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标准，这样

管理者就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每个项目所需要消耗的数据和资源具体数量。 

在信息表现形式多样的情况下，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可以使系统得到的信

息更加直观、清楚地表现出来。比如说，按照时间序列，对各个数据资产变化的

动态图景进行展现，让每一种数据资源的变化情况都跃然于屏幕上，让人看起来

非常清楚，也非常生动形象。这种可视化的、实时的数据资产信息体系的构建，

使美团管理人员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数据，了解当前的市场情况，

从而快速找到新的经济突破口，这不但能提升美团内部的工作效率，减少运营风

险，而且还能让管理人员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实现对资源的最优分配，

提升数据资产的使用效率。 

5.4.3实施保障 

系统实现则是将前文所描述的数据资产信息系统，通过数字技术和程序转为

实际可以运作的信息系统。系统的实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建立物理系统，设

计程序，培训人员，系统测试，系统验收。 

（1）物理系统 

物理系统的构建主要是指购买、安装、调试电脑及通讯网络设备等。考虑到

美团已经拥有相当完备的计算机与通信网络设施，接下来只需要对现有的系统进

行改造，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从物理系统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可行的。 

（2）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指的是利用程序设计语言来实现系统的正常运行，其中每个模块需

要编写程序代码，进行物理编程。美团应该在已有的会计信息系统上，按照数据

资产信息系统建设的需要，运用面向对象的程式设计方式，建立基本资料库，并

在处理系统与报告系统做一些调整，来达成建设数据资产信息系统的目标。 

（3）人员培训 

为确保美团数据资产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有必要根据内部的实际情况，对

其各类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针对操作人员，包括会计与金融工作人员，对每个

模块的操作方法，操作技巧等进行培训。对操作和维护人员的培训，包括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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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体系结构，信息技术等。针对管理者，开展有关运用系统进行分析，协助决

策等方面的管理技巧的训练。 

（4）系统测试 

所谓系统测试，就是把计算机放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利用多种数据来对同

一个程式进行测试，以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并加以修正，以保证它始终能够达

到设计的要求。对该系统进行硬件、网络和软件的测试，通过了完整的测试，标

志着系统搭建的初步完成。 

（5）系统验收 

系统验收是对已经完工的体系进行检验，并将其交付应用，是体系实现的最

终一步。在验收时，必须保证所有的系统性能都达到了设计的要求，并且可以正

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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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6.1 研究结论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数据资源在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活动中随处可

见，作为互联网电商企业的典型代表，美团在日常的运营过程中，会生成数量庞

大的数据资源。伴随着对数据治理能力的进一步强化，会计这种行之有效的管理

手段，将持续地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个方面进行干预。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对企业数据资产进行确认，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

的充分条件，更符合会计实务的要求。然而，在确认数据资产的时候，不能背离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只有符合数据资产的确认条件，才能将数据确认为一项数据

资产。 

本文在分析美团各业务环节产生的数据资源，将其划分为共有的几个阶段：

即注册登陆阶段、搜索浏览阶段、支付阶段、服务阶段、评价阶段，将每一阶段

产生的数据资源进行判断，判断是否满足数据资产的确认条件。利用事项法的

REAL 模型对其进行标准化描述，将存储在联机数据库中，为美团后续经营活动

提供价值信息。紧接着利用事项法设计数据资源信息系统，数据资源信息系统的

架构应该包含三个模块：基础数据库的构建、数据处理系统的构建、报告系统的

构建，而数据资源信息系统的实施需要物理系统、程序设计、人员培训、系统测

试、系统验收等环节。 

6.2 不足与展望 

6.2.1 不足之处 

虽然本文对美团各业务环节产生的数据资产进行确认、归集与整合，并分析

企业将如何应用数据资产，实现价值最大化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由于数据资产

的整合还在理论阶段，各学者尚未得到统一、高效的整合方法，且相关的参考文

献有限，所以本文在研究时较为表面，没有深入探讨企业内部完成情况，这是本

文的不足之处。 

数据资产作为一项新型资产，理应对其进行完整的会计处理，即会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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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报告，但由于数据资产的独特属性以及会计准则的滞后性，目前还未有统

一的计量方法，有学者提出应该在“无形资产”科目下设置二级科目“数据资产”，

尽管数据资产与无形资产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如数据资产

一般是企业内部经营过程产生的，很难用历史成本去计量，且价值是不确定的。

无形资产在后续计量过程中按使用年限进行摊销，但数据资产的使用寿命是不确

定的，有可能随着时间地推移而增值，所以将数据资产笼统的纳入“无形资产”

来计量是有待商榷的，也有学者提出应该新设“数据资产”一级科目，对数据资

产进行核算，由于会计科目尚未统一，所以本文没有加入数据资产计量部分，这

也是后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关键所在。 

6.2.2 未来展望 

针对以上不足，需要结合当下对数据资产的研究，结合数据资产在企业中的

使用与应用情况提出更为合理有效的处理方法与建议。在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中，

如何有效地利用数据资源，提高其利用效率，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由于

数据资产的特殊性质，数据资产的信息披露、定价、会计处理、价值评价等都有

很大的差距。所以，要想充分利用数据资产，就必须在以下几个领域取得突破： 

（1）完善会计准则，明确权属关系。美团作为平台企业，它收集、整理、

分析了用户生成的数据，当内部使用和出售给第三方公司时，数据资产的所有权

掌握在谁手里，是否应该对这种数据资产进行身份认证，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

题。而要使数据在市场中流通和交易，首先就必须确定其所有权。所以，我国应

该吸取国际上数据确权的实践经验，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数据所有权、使用

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2）合理进行披露，探索适当的披露方法。企业应该对数据资产予以确认

并合理披露。一方面，它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

完整性，防止因会计信息的不完备而引起的企业虚假会计信息的误导性；另一方

面，要将数据资产有关的信息进行充分地公开，以满足投资者对诸如企业数据资

产之类的各类资产的信息需要，从而提升数据资产的使用价值。而目前缺少统一、

合理、有效的数据资产披露方法，所以应对数据资产披露方法、披露形式、以及

披露内容进行探索，同时还应对数据资产相支撑的数字技术进行情况说明，保证

披露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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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定价机制，促进数据交易市场蓬勃发展。尽管目前数据资产的价

值、定价、交易等已有很多切实可行的模式和方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和上

海数据交易所也先后建立，但总体来说，我们对数据的定价和交易模式还处在摸

索中。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价格体系和数据交易市场，造成了数据资产难以定价，

交易信任难以建立，数据交易的质量难以保障，虚假数据交易时有发生。因此，

要完善数据资产交易市场的相关规定，确保数据资产的质量，交易的真实性，促

进数据资产的流通与共享。 

（4）完善法律法规，保护数据和个人隐私。大数据背景下，数据资产中价

值较高且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的，就是企业和个人信息，他们通过非法渠道获得

企业和个人的详细信息，根据其特征进行精准诈骗，这也是大数据时代带来的隐

患。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应该明令禁止对含有个人隐私的数据资产进行交易，或

者剔除敏感信息，脱敏化处理后再进行交易。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健全切实

可行的法律条文和指引，保护企业和个人的隐私，同时行业应该形成自律体系，

形成规范、安全、高效的数据资产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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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三年一瞬，聚散有时，回首在学校的日子，我的心智和知识都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在这里，我想要感谢一路相伴的朋友们，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才让我这段

旅程充满了惊喜和快乐。 

感谢我的导师朱泽钢教授，他善其所学，自律勤勉，让我看到一个人可以对

学术如此的热爱与痴迷。让我想起钱钟书先生说的“每个爱书的人，都拥有着闪

闪发光的灵魂”。他对学术的钻研以及知识的探索，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追求都深

深影响了我，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无微不至，予我安心，他们一直默默无闻，用心呵护，

不求回报，只为我能健康成长。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唯有不断努力才不辜负期盼，

希望以后可以带他们去看未曾看过的世界。 

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真诚善良，温暖大方，感谢一路的陪伴与理解，每当

我陷入泥泞的时候，都会拉我一把，让我看清眼前的路，觉得这世间还有很多美

好的事情。 

感谢自己三年来偶尔摇摆却始终没有放弃，感谢坚持来时的路未曾迷失，祝

愿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兼顾理性与感性，成为温柔而强大的人。 

言辞有尽但情谊绵长，共祝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