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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内容企业是信息内容产业的基本单位。从这种新型企业的运作管理特征看 , 其产品平台、业务架构、生

产流程与一般的物质产品生产企业和传统的信息服务企业有很大差异。它的流程化、模块化组装生产和媒体式、广播式

授权销售代表了一种新型的企业生产和销售框架。从生产运作角度探讨了数字内容企业内部的运营和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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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内容企业的产品架构与生产流程

0 前言

自波拉特提出信息产业概念以来 , 信息

技术发展十分迅速。在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

中 , 信息产业的概念框架和结构层次一直处

于争论和动荡之中。特别是近几年来 , 随着

信 息 技 术 对 传 统 的 文 化 产 业 和 传 媒 产 业 的

颠 覆 性 改 造 、 全 球 产 业 管 制 的 放 松 和 3C

( Content、Computer、Communication) 产 业 的

发展 , 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通信产业和传媒

产业的融合趋势日益明显。数字化的信息内

容 产 业 成 长 迅 速 并 逐 渐 成 为 信 息 产 业 的 新

兴支柱产业。组成该产业的典型企业就是生

产 、传 播 、销 售 数 字 信 息 内 容 的 企 业———数

字内容企业( Digital Content Firm) 。

1 数字内容企业的概念

1.1 信息内容产业与数字内容企业

信息业正式成为统计单元始于 1997 年。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3 国联合制定的 1997

年版的《北美产业分类体系》( NAICS) 首次提

出了一个全新的产业概念 : 信息业 ( Informa-

tion Sector) , 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

门 与 制 造 业 、 运 输 业 等 并 列 为 一 级 产 业 部

门。按照 NAICS 的解释 , 信息业主要包含 3

种类型的组织机构 : 生产和分销信息与文化

产品的组织、为数据传输和通信提供服务的

组织、数据处理类组织。从这个解释可以看

出 , NAICS 对信息业的定义是围绕着信息资

源 的 核 心 ———信 息 内 容 ( Information Con-

tent) 展开的。从信息业的二级产业部门划分

可以看出 , 该分类体系突显了数字类和网络

类信息业务的社会地位 , 第一次在国家行业

类 标 准 中 真 正 实 现 了 信 息 产 业 部 门 的 独 立

化。目前 , 日本最新的产业分类标准( 2002 年

11 版) 中也设置了类似的类目———信息与通

讯业(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

欧 盟 Info2000 计 划 和 联 合 国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都 对 信 息 内 容 的 分 类 问 题 做 过

详 细 说 明 。 按 照 联 合 国 统 计 委 员 会 制 订 的

《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ISIC)

定义 , 信 息 内 容 包 括 : 出 版 、广 告 、电 影 和 音

像、广播电视、新闻、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准

备在 2007 年出版的 ISIC 第 4 版将考虑分类

的结构问题 , 即是否将信息产业作为一个独

立的产业。随着 2001 版 NAICS 的出版 , 信息

业成为 ISIC 中一个独立的产业类目的可 能

性十分显著。这种可能性也在体现在英国、

欧 盟 等 国 家 和 组 织 的 下 一 版 产 业 分 类 标 准

中。

1.2 数字内容企业概念的提出

信息内容产业的兴起是 3C 产业融合与

重组的结果。伴随着信息资源的数字化 , 知

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和宽带互联网的发展 , 数

字内容商品化十分迅速。3C 产业内部的子

产业围绕内容展开重组 , 逐渐形成了以数字

内容为中心的产业链。组成这个产业链的企

业就是数字内容企业 , 它是一类以产品形式

生产、存 储 、发 布 、传 播 、展 示 和 销 售 数 字 内

容的企业 , 如 道 琼 斯 、彭 博 社 、万 递 资 讯 、中

国资讯行、掌上万维等都是知名的数字内容

企业。

数 字 内 容 企 业 概 念 的 提 出 离 不 开 信 息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信 息 产 品 形 式 的 突 破 。 事 实

上 , 数字内容企业概念继承了 NAICS 对信息

业( Information Sector) 的定义 , 其对信息产品

定义和 NAICS 对信息与文化产品 的 定 义 是

一 致 的 , 均 指 以 信 息 内 容 为 核 心 价 值 的 产

品。数字内容企业的概念强调了传统的物质

生产模式与数字内容生产模式之间的区别。

2 数字内容企业的生产特征

数 字 内 容 企 业 既 不 同 于 一 般 的 物 质 生

产 企 业 , 也 不 同 于 一 般 的 服 务 企 业 , 它 兼 有

两者的特性。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形态 , 其

发 展 与 信 息 技 术 的 应 用 和 知 识 经 济 的 进 化

关 系 密 切 。 从 生 产 运 作 角 度 对 数 字 内 容 企

业、一般的工业企业和一般的服务业进行的

对比分析 , 可以发现数字内容企业既有工业

企业的标准化和模块化生产特征 , 又有服务

业的流程化、个性化服务特征。这种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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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正是信息技术带来的产业融合的结果 ,

它使数字内容企业既像传统的传媒企业 , 又

像现代的软件企业。

3 数字内容企业产品架构

一 般 的 制 造 型 企 业 生 产 的 是 物 质 型 产

品。在这样的企业内 , 信息资源作为一种管

理 性 资 源 存 在 , 主 要 用 于 辅 助 生 产 , 并 不 直

接作为生产原材料进入生产流水线。但在数

字 内 容 企 业 内 , 信 息 既 是 企 业 的 生 产 原 材

料 , 又 是 企 业 的 产 成 品 , 所 以 信 息 资 源 就 是

数字内容企业的核心资产。

信 息 本 身 的 天 然 特 性 决 定 了 信 息 产 品

的架构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最早研究信息产

品 架 构 问 题 的 是 美 国 东 北 大 学 的 Marc H.

Meyer 和 Michel H.Zack。 1996 年 , Marc H.

Meyer 和 Michel H.Zack 在 《斯隆管理评论》

杂 志 首 次 发 表 了 对 信 息 企 业 生 产 模 式 的 研

究报 告 。Marc H.Meyer 和 Michel H.Zack 认

为 , 信 息 产 品 既 有 可 组 装 性 , 又 有 不 可 组 装

性。和物质产品一样 , 信息产品也有产品系

列、产品加工平台和产品衍生物。Marc H.

Meyer 和 Michel H.Zack 通 过 观 察 生 产 信 息

产 品 的 企 业 给 出 了 一 个 信 息 产 品 的 生 产 框

架图 , 如图 1 所示。

Marc H.Meyer 和 Michel H.Zack 认 为 信

息产品的生产流程包括 5 个环节 , 分别是信

息 获 取 、信 息 加 工 、信 息 存 储/检 索 、信 息 分

发、信息展现。这 5 个环节中的前 3 个形成

了“前端 加 工 ”流 程 , 后 3 个 形 成 了“后 端 加

工 ”流 程 。 事 实 上 , 从 产 品 生 产 线 的 角 度 来

看 ,“前端加工”流程就是信息元库的开发流

程 ,“后 端 加 工 ” 流 程 就 是 信 息 产 品 开 发 流

程。它们以信息元库为纽带 , 由管理活动来

驱动 , 联合形成信息企业的资产和产品供应

链。

信 息 产 品 既 有 硬 件 产 品 的 可 组 装 性 特

点 , 又有流程性材料的管道传输性特点 , 还

有软件产品的无实体性特点。数字内容企业

的信息产品平台就是其信息元库 , 它包括信

息内容和信息结构。信息内容是信息产品的

本 质 基 础 , 它 以 信 息 单 元 ( Information Unit)

的形式存在于信息元库中。例如数据库中的

数 据 元 素 , 文 档 库 中 的 文 章 、图 表 等 都 是 信

息单元。信息结构就是信息单元在资产库中

的存在状态 , 它与信息内容的标引、索引、关

联 、参 照 架 构 相 关 , 决 定

着信 息 资 产 库 存 储 、获 取

和查找信息的能力。

作 为 信 息 产 品 的 生

产基 础 , 信 息 产 品 平 台 的

范围 、深 度 和 复 杂 性 决 定

了 信 息 产 品 的 生 产 灵 活

性。 信 息 资 产 库 的 粒 度 、

复杂 性 、关 联 关 系 则 限 制

了 信 息 企 业 的 产 品 开 发

能力。例如将新闻按单个文件存储与按照标

题、作者、正文等结构化存储 , 形成的信息资

产库的可开发能力是完全不同的。

在多数情况下 , 现代信息企业的信息元

库 都 是 以 关 系 型 数 据 库 系 统 为 基 础 的 , 如

Oracle、SQL Server 等大型 DBMS, 它们既可

以存储信息内容 , 又可以存储信息结构 ; 既

可 以 存 储 用 于 管 理 和 存 储 的 信 息 产 品 元 数

据 , 又可以存储信息产品本身。在 DBMS 中 ,

信 息 内 容 和 信 息 产 品 就 是 数 据 库 中 的 数 据

条 目 , 信 息 结 构 则 体 现 为 数 据 库 的 拓 扑 结

构 、表 结 构 、表 间 关 系 和 数 据 元 素 间 的 钩 稽

关系等。

4 数字内容企业生产流程

4.1 数字内容企业的核心业务流程

数 字 内 容 企 业 的 生 产 活 动 与 软 件 企 业

的生产活动十分类似 , 特别是随着模块化开

发 思 想 和 中 间 件 技 术 在 软 件 企 业 内 的 普 及

应用 , 越来越多的软件企业开始进行流水线

式作业 , 单个组件单元已经成为大规模软件

开发流程中的原材料。这种变化使得软件企

业具有了标准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特征。由于

生产原材料的不同 , 软件企业和数字内容企

业一样 , 还是具有不同于一般工业的生产特

征。根据数字内容企业的生产特征 , 可以将

其内部的生产活动分为 3 类 : 核心资产开发

活动、产品开发活动、技术和组织管理活动。

核 心 资 产 开 发 活 动 就 是 信 息 资 产 库 的 维 护

开发活动。产品开发活动就是信息产品生产

和信息产品研发活动。管理活动就是给核心

资 产 开 发 与 产 品 开 发 提 供 技 术 和 管 理 支 持

的活动。图 2 揭示了这 3 种基本活动的交互

作用机理。

图 2 信息企业基本活动

核心资产和产品之间存在反馈关系 , 资

产的价值可以通过产品体现 , 产品的开发又

可 以 充 实 资 产 。 管 理 活 动 则 是 这 两 者 的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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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duct Platform and Process of Digital Content Firms

Abstract:Digital Information Firm i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content industry. Regard-

ing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such new-style firm, it has great variations in product platform, oper-

ation architecture and production flow with the universal material products manufacturing firms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enterprises. Its streamline, blocking assembly production and the media-like,

broadcast-like sales represent a new conception of business. This paper does the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igital Information Firm with reference of manufacturing oper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Key words:information Content industry; digital content firm; enterprise management; operation management

础 , 它 提 供 了 平 台 和 环 境 , 使 得 核 心 资 产 的

开 发 和 产 品 的 开 发 能 够 交 互 影 响 并 产 生 正

反馈。数字内容企业的这种特征是工业企业

所不具有的 , 所以数字内容企业的生产线是

一种特殊的生产体系。

4.2 数字内容企业中的生产平台系统

数 字 内 容 企 业 的 生 产 平 台 系 统 包 括 3

个 模 块 : 信 息 元 库 、信 息 生 产 平 台 和 信 息 产

品系统。

( 1) 信息元库是存储原始信息和成品信

息 的 集 合 体 , 它 是 一 个 逻 辑 概 念 , 一 般 由 数

据库管理系统( DBMS) 和数据库应用系统组

成。数据库负责储存信息内容 , 应用系统负

责编辑、抽取、复制、同步、传输数据。数据库

体系可能是集中式的 , 也可能是分布式的。

( 2) 信息生产平台是指负责采集、处理、

加 工 、存 储 、传 输 、发 布 信 息 的 综 合 软 件 系

统。这类软件系统既是企业的管理平台 , 也

是企业的生产平台 , 可以完成信息产品的大

部分生产流程 , 其内部可以实现信息流、业

务流、工作流的统一。

( 3) 信息产品系统主要是信息展示系统,

它们处于数字内容企业信息流程的末端 , 用

于接受和展示信息。它们可以是信息终端 ,

也可以是 Web 网站或者 PDA。数字内容企

业 的 大 部 分 数 字 内 容 都 通 过 此 类 管 道 流 向

最终用户。

5 信息企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数 字 内 容 企 业 的 运 作 和 管 理 不 同 于 传

统的工业企业。随着信息技术和产业标准的

发展 , 新兴的数字内容企业正在向成熟的工

业学习 , 包括模块组装、柔性生产、大规模定

制等生产理念正在这些企业内得到应用。从

全球数字内容企业的发展来看 , 数字内容企

业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 1) 现行市场准入许可制度限制了信息

内容产业的发展。由于信息内容产业与文化

产 业 、传 媒 产 业 的 边 界 十 分 模 糊 , 受 传 统 产

业分类标准和管理思维的影响 , 各国政府对

多数信息内容市场采取准入许可制和“事先

审查”的监管模式。这两种市场管理制度严

重制约了数字内容企业的投资与发展。

( 2) 知识产权保护不足 , 产业链不完善。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 3C 的融合带来了许多意

想不到的知识产权问题。相关信息法律的缺

位 也 导 致 新 型 的 商 业 模 式 具 有 较 大 的 政 策

风险 , 抑制了数字内容企业创新业务的积极

性。

( 3) 企业规模小 , 员工知识结构不完善。

国信办 2004 年调查显示 , 中国信息内容产

业总产值 8 670 亿元 , 企业总数 50 万个 , 企

业平均年收入只有 150 万元 , 平均员工数为

6 人。数字内容企业规模过小 , 多数从业人员

缺 乏 信 息 专 业 技 能 是 制 约 数 字 内 容 企 业 成

长的关键因素。

尽管数字内容企业面临的问题众多 , 但

部 分 杰 出 的 信 息 企 业 仍 显 示 出 较 强 的 运 营

管理能力 , 如国内的盛大、掌上万维、万递资

讯等企业 , 这些企业的成功给数字内容企业

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 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

类企业的运营管理机理提供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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