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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近年来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

开始关注价值链的信息组织问题，但是对于充分体现信息

技术特征的模块化与价值链信息组织的关系却没有深入

研究，这使价值链理论滞后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发展。

哈佛商学院两位院长 Baldwin 和 Clark 通过对硅谷高科技

风险企业模块化集群的分析，认为模块化从本质上改变着

模块化背景下价值链的信息组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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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模块化所内含的价值创造与信息流动方式的变革对价值链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模块化为基础

研究网络状价值链信息组织问题，通过划分通用信息与专用信息，以价值模块为载体阐释价值链的信息结

构与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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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产业和产业结构，重塑着社会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基本

结构，得出新经济时代就是模块化时代的结论[1]。模块化改

变了价值创造的规则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对价值链

的信息组织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以信息技术为背

景，研究模块化背景下的价值链信息流动、信息结构、运行

机制等信息组织问题。

1 模块化的兴起背景与基本特征

1.1 模块化的兴起背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越来越丰富，产品的构

造也越来越复杂，单个企业不可能完成整个产品的所有价

值环节，于是在价值链上形成了分工，每个企业专注于核

心能力的价值模块，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人们不断追求

个性化的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了产品创新，这种变化

必然导致生产方式的转变，如敏捷制造、柔性化生产、精益

生产等模块化生产方式成为现实的选择。分工与专业化是

推动模块化发展的基础，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则是模块

化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模块化生产在 IT、汽车、飞机制造

等行业得到了极大的应用，未来的产业组织也必然呈现模

块式的发展。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取胜，就

需要在价值链环节中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价值模块进行

价值创造。

1.2 模块和模块化的基本特征

模块是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和其它同样的子系统按

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2]。把

复杂的系统分拆成不同模块，并使模块之间通过标准化接

口进行信息沟通的动态整合过程就叫做模块化[3]。作为具

有一定独立性的单元，模块具有自身的特点，而模块化则

是模块的一种具体运用，是将模块分解或集中的过程。童

时中[4]指出了模块和模块化的基本特征：①是系统的组成

部分；②是具有确定功能的单元；③是一种标准单元；④具

有能构成系统的接口。模块化事物的基本特征是系统呈现

（多级）层次性结构，系统由模块通过接口组合而成，模块

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独立性。这里所说的独立性是相对的，

主要是指各个功能子模块之间呈现较强的独立性，而各子

模块和核心模块之间具有特定的兼容性。模块化从根本上

揭示了社会进入群体性竞争时代，同时意味着信息规则制

定成为竞争胜败的关键。

1.3 模块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模块化时代要求企业对市场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必须

将传统的对企业全方位的管理变成对价值模块的管理，使

价值模块服务于企业整体价值。企业管理的各个组成部分

必须适应模块化的需要，通过模块化分解成管理子模块，

通过共同界面的集成进行整合组成完整的管理结构。具体

到每个管理子系统，其本身也必须适应模块化的需要，在

组织整体模块化的框架内进行自身的模块化。模块化引起

信息系统变革，进而对以信息模块整合为基础的管理决策

信息系统产生影响。

2 模块化对价值链的影响

2.1 从线性价值链到网络状价值链

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

程由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增值活动所组成，这

些活动又分为基本职能，如内部后勤、生产、外部后勤、市

场销售、售后服务和辅助职能，如财务、人力资源管理、采

购、技术研发等；只有将这些职能组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

条完整的价值链[5]。其实，这些不同的职能就是以模块形式

存在的。模块化对价值链的主要影响表现在价值链由传统

的线性结构发展为网络结构。“纵向一体产业价值链是线

性的，每一个环节按照线性趋势创造价值同时增加成本。

网络状产业价值链存在产品的互补性、消费的外部性以及

呈现闭环的价值网络”[6]。模块化使传统的以产品工艺分工

为基础的价值链演变为以产品功能分工为基础的价值链。

2.2 价值模块成为价值链的基本单元

模块化价值链是由不同的价值模块通过一定的规则

联系起来的，通过模块间的分工与协作，价值得以创造。

“价值模块是价值链中一组可以为企业带来特定产出的能

力要素集合，是构成价值链的价值元素，这些价值元素基

于一定的资源基础，如知识、资产或流程”[7]。核心企业根据

价值链整体价值增值要求，在满足顾客价值增值的条件

下，将价值链分解成若干价值模块，价值模块在配套企业

成为主要的价值增值载体。价值模块通过层级分解与整合

过程最终实现价值增值，而价值模块也成为价值链利益的

分配基础。在模块化条件下，价值模块成为价值链的基本

运行单位与活动单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核心企业与配套

企业的联盟关系。

2.3 系统规则设计师成为价值链标准的制定者

模块化不仅改变了生产结构的基础，使企业之间竞争

的基础也发生了转变，集中表现为设计规则的标准竞争和

模块供应商之间激烈的“背对背”竞争。系统规则设计师在

设定总体系统要求的条件下，各个子系统模块被多个不同

的企业生产，彼此之间在给定的范围内展开充分的竞争，

使系统集成商可以选择最优的子系统模块进行整合，从而

保证整体系统最优。各个子系统是在统一的设计规则下进

行内部的创造性工作，经过整合能够产生最优化，而不会

影响系统整体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价值链中的核

心企业已经成为整体价值链或局部价值链的标准制定者，

形成一环扣一环的价值链。以 PC 产业为例，微软与英特

尔构筑的温特联盟制定了整个价值链的标准，而局部的系

统集成商又在制定局部的标准，从而完成对整个价值链的

控制。

2.4 价值链中的利润转移

模块化根据价值创新的需要对价值链进行分解与整

合，使价值链中的利润发生转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利润流向标准制造商。一方面，因为产品网络的外

部性会产生锁定效应，这会导致众多模块制造商和系统集

程宏伟，李想，张永海：模块化背景下价值链的信息组织研究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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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商采用同一标准的模块化构件；另一方

面，因为快鱼吃慢鱼的规则和市场知识产权

保护的加强也导致了赢者通吃的局面，所以

市场上往往是标准制定者占支配地位[3]。

（2）利润流向模块系统集成商。有竞争

优势的模块系统集成商能与优质的模块供

应商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创意转化为产品；

而模块供应商也会选择有品牌优势的模块

系统集成商进行合作。于是在品牌竞争中

获胜的模块系统集成商就可以形成较高的

产业组织利润[8]。

3 模块化条件下价值链的信息流

动与价值创造

模块化背景下价值链的信息组织，体

现了以价值模块为核心操作单元的信息系

统的分解与整合的模块化过程，价值模块本身成为子系统

信息的集成与分解单元。适应模块化设计的价值链信息组

织是以价值模块为载体，以信息模块为具体处理对象的信

息系统。围绕价值模块分解与组合的收益比较提供企业进

行决策的信息。

模块化背景下的信息流动与价值创造过程如图 1 所

示。价值模块中的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价值模块特征发出

信息，同时接收信息，并根据反馈过来的信息进行相应的

决策。价值链中的核心企业首先扮演价值信息发送者的角

色，然后根据反馈信息进行相应的调整，再发出信息；价值

链中的配套企业首先扮演接受者的角色，并反馈信息到核

心企业。同时，各模块企业之间为了竞争的需要也会收集

竞争对手的信息，并根据相关信息调整自己的战略。

4 模块化背景下价值链的信息结构与信息

运行机制

4.1 模块化背景下价值链的信息结构

模块化价值链中的信息特性是“看得见的信息”与“看

不见的信息”共存。这种信息特性决定了价值链中的核心

企业与外围企业的共生与独立的关系。“看得见的信息”在

企业之间形成了共同的信息界面，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建

立彼此的信息交流渠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企业之间合作

的共同规则与共同行动。而“看不见的信息”又要求企业之

间保持适度的独立性，根据价值链价值模块的分解与自身

的资源禀赋参与价值链分工，并在共同信息界面的基础上

体现自己的独立信息系统。与以往不同

的是，价值链中的企业信息系统在保持

自身独立性的条件下拥有与外部交流

的良好的界面，以共享信息平台为基础

建立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通道。

共享信息平台为信息兼容提供了

标准接口，为深入揭示价值链中的信息

运行机制，我们将信息划分为通用信息

与专用信息。通用信息是企业与价值链

中其它企业交流的基础，是企业融入价

值链联盟的基本条件。因为衡量整体中

个体共性的主要特征就是看其是否具

有共同的交流语言。而专用信息则是企

业内部特有的信息，不便于对外进行交流，确保了企业的

独立性。专用信息、通用信息在企业内部信息系统中可以

根据企业的政策调整而相互转化，即两种信息的边界模

糊。信息共享在模糊企业边界的同时，使企业可以充分整

合价值链的资源，拓展了企业价值增值空间。如图 2 中的

A、B、C、D 4 类企业都构建了自己的价值链信息系统，每个

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通用信息子系统，其二是专用

信息子系统。每类企业的通用信息子系统通过标准接口与

价值链联盟系统连接，从而构成价值链联盟信息系统。建

立在共同界面上的价值链联盟信息系统增加了各类企业

信息的透明化、通用化、共享化，从而降低了联盟中企业的

交易效率。各企业间又通过价值桥传递有利于整个价值联

盟的信息，将非标准化接口的信息通过信息过渡价值模块

进行转化，形成联盟中统一标准的数据模式，循环于信息

26· ·



第 6 期

价值链上。而针对各类企业的专用信息子系统是企业专属

信息，不对外公布，并根据自身的专用信息加强企业在联

盟中的优势地位。

4.2 模块化背景下价值链的信息运行机制

价值链联盟中的核心企业属于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是

规则的制定者，重要信息的发布者，在发出信息的同时，接

受其配套企业的反馈信息，进行资源的整合，在增强企业

自身价值创造能力的同时带动整个价值链的价值增值，使

个体竞争优势与群体竞争优势有机结合。模块企业之间的

信息交流与传递的主要通道是价值桥，它是连接各个企业

形成共同信息界面的基础。通过价值桥传递信息的过程就

是价值链联盟的价值创造与利益分享过程。价值链信息的

运行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价值链信息系统中的企业一般包括：系统规则设

计企业、通用模块企业、专用模块企业、系统集成企业。系

统规则设计企业和系统集成企业处于核心地位。每一类企

业中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以它们为中

心又形成一系列的层级关系。

（2）价值链信息组织主体包括实体主体（核心企业、配

套企业）与虚拟主体（价值链联盟）。价值链中的 4 类企业

都构建自己的价值链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属于实体信息系

统，每个系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通用信息子系统；二是专

用信息子系统。每类企业的通用信息子系统通过标准接口

与价值链联盟系统连接一起，从而构成价值链联盟信息系

统，这个系统构成价值链的虚拟信息系统。

（3）每类企业都由多个独立的企业组成，其数量由该

价值模块的价值容量决定。每个企业通过与价值链联盟系

统相连，从而与价值链中其它企业发生联系。这些独立价

值模块企业在统一的价值链联盟信息系统界面下相互展

开竞争，它们拥有的资源优势以及专用信息决定它们在竞

争中的地位，“而一旦某个模块胜出，它将获得全部模块价

值，具有白热化的淘汰赛效果，从而激励各价值模块企业

开发出符合界面标准和绩效标准的模块产品”[10]。

（4）基于共享的通用信息系统由“看得见的信息”组

成，如企业财务报告中的各种信息一般都属于这类信息；

专用信息由“看不见的信息”组成，这类信息如企业的核心

技术信息等。这两类信息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一定条件下

“看得见的信息”与“看不见的信息”可以互相转化。同时可

以规定加入联盟的企业必须披露某些信息，非必须信息披

露项目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披露。通过签订信息披露契

约，可以减少联盟中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5 结语

本文从模块化角度研究价值链的信息组织问题，将模

块化思想、价值链理论、信息系统集成思想进行有机融合，

解释企业管理实践在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下发生的深层次

变革，以推进价值链理论在模块化条件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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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of Value Chai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Modular ity

Abstract：It is factual influence to value chain management that modularity contains the model- reform of value- creating and in-

formation organization. It constitutes the network- system to research on the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of value chain based on

modularity. The mechanism is constructed through categorizing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It is useful

to explain the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system in modularity time.

Key Words：Modularity；Value Chain；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程宏伟，李想，张永海：模块化背景下价值链的信息组织研究 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