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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将信息作为信息产业的核心要素 , 从信息价值提升的角度研究信息产业的核心能力 , 认为多媒体

技术推动了信息产业核心能力的演变。在多媒体技术出现前 , 各种信息在表现形式上不能互通 , 所采用的

技术和处理设备也各不相同 , 信息产业核心能力主要体现为核心技术能力。当多媒体技术消除了信息形式

互融的障碍时, 核心能力则是基于信息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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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 , 我国理论界开始接触、认识和探

讨信息产业理论 , 经过20多年的思考与探索 , 对有关信息

产业主题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阶段性

成果 , 主要有 : 信息产业的定义与范围 ; 信息产业的测度

方法 ; 中外信息产业的比较 ; 信息产业发展规律 ; 信息产

业实证考察; 信息产业与信息市场的关系 , 信息产业结构

等。而有关信息产业核心能力方面的研究却较少, 其中有

的学者从信息产业与文化关系层面研究信息产业核心能

力 [1] , 但研究不够深入。以往的研究也较少涉及到信息产

业核心能力的具体内容以及在不同的技术背景下产业的

核心能力有无变化等问题。

核心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来源 , 对于产业的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曾指出 : “信

息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是发展的隐患”。信息产业是21世

纪的主导产业 , 对国民经济有着重大的贡献 , 并且已成为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志 , 因此

研究其核心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信息

作为信息产业的核心要素 , 从信息价值提升的角度研究

信息产业的核心能力。

1 信息产业的核心能力及其演变阶段分析

1.1 信息产业的核心能力

1990年 , C.K.Prahalad和Gary Hamel在 《哈 佛 商 业 评

论》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重要文献 《公司的核心能力》之

后 , 核心能力研究就成为工业界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

现在 , 核心能力被公认为是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难以被别

人模仿的能力 , 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能力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 , 包括多个层面 : 核心技术能力( 也是核心能力

的核心要素) 、应变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企业影响力 [2]。

对于信息产业来讲 , 研究它的核心能力还要从信息产

业的核心要素 , 即信息入手。人们之所以开发与利用信息,

是因为信息具有价值 , 而信息价值是沿着信息的创造、存

储、传输、处理与使用这条逻辑线路产生的。因此 , 信息产

业的核心能力要基于信息价值的提升。

1.2 信息产业核心能力的演变阶段

信息产业的各个组成部分起初是独立、分散、不均衡

地发展起来的 , 而后又与信息技术一体化和产业发展的内

在规律逐步趋向综合集成 , 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变得

越来越紧密 [3]。依据信息技术的发展, 可把信息产业划分为

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是以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为界

限的。

( 1) 第一阶段( 20世纪60～80年代末) 。信息的价值是沿

着信 息 创 造 、存 储 、传 输 、处 理 与 使 用 这 条 逻 辑 线 路 产 生

的。此外, 信息又具有5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 即文本信息、图

形图像信息、语音信息、音频视频信息和数字信息。信息企

业沿着信息价值提升的路径 , 并依据信息不同的表现形式

形成不同的企业群。如沿着这条路径 , 文本信息就形成了

新闻出版业 ; 图形图像信息形成了摄影业( 包括相机、复印

机、工业与医疗用的胶片) , 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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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信息形式的信息产业结构

核心能力的核心是核心技术能力。在这个阶段 , 各种

信息在表现形式上是互不相通的 , 采用的技术和处理方

法也各不相同 , 各种企业群体依据其核心技术形成自己

的核心能力 , 表现为核心技术能力。如出版业使用的出版

打印技术是其它产业群不能模仿和使用的。信息产业5个

部分的核心技术见表1。

表1 信息产业核心技术能力

信息产业 核心技术

出版业 机械和机电技术

摄影业 化工技术

电信业 电子信号的传输和转换

娱乐业 模拟电路

计算机业 电子 /数字技术

信息产业的核心要素是信息。如果信息的价值得不

到提升 , 信息产业只能称作局部的发展。影响信息价值的

两个关键因素是信息的丰富性和广泛性。信息内容越丰

富 , 人们关注的时间就越长 , 关注的强度也越大 , 信息的

价值就更高。信息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关注信息的人的

数量上 , 关注的人越多 , 说明信息更具有价值。在这个阶

段 , 信息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 , 主要从两个方面

体现出来 : ①信息内容丰富性不够。就出版业来讲 , 信息

主要是通过文本的形式以纸张作为媒介来传播 , 偶尔也

会添加一些图片来丰富信息的内容。即使计算机的出现

带来了电子文本 , 但是声音、视频等还没有融入进去 , 只

是一些简单的文字和数据处理。②信息使用的广泛性不

足。信息的价值与能够获取、分析该信息的用户人数的平

方成正比 , 也与用户所属商业领域的数量成正比 , 信息的

价 值 会 随 着 用 户 人 数 和 使 用 部 门 的 增 加 而 呈 指 数 级 增

长 , 但是由于受网络技术、计算机未普及等因素的影响 ,

能获取这些信息的人还是很有限的。此外 , 语音和视频技

术即模拟电路网络是不含计算技术的 , 仅增加了信息的

量而已。这时候的信息处理技术不含网络信息传播的计

算技术, 只是简单地提高了信息的质。而信息价值的一个

关键要素是信息内容量与质的统一。由此可见, 信息的价

值还有待提升。

( 2) 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信息产业关

键技术的突破和发展 , 信息产业结构随之调整 , 产业的核

心能力也发生了改变。这项关键技术就是多媒体技术 , 包

括数字技术和宽带技术。多媒体技术使计算机脱离单调的

文字和数字显示方式, 进入声、画一体的全新时代。计算机

不仅可以用来进行文字处理及编制程序 , 还可以用来听音

乐、看VCD、唱卡拉OK, 甚至可以看电视、编辑录像等。与此

同时 , 多媒体技术大容量、高速度传递信息 , 也使得计算机

的计算、数据处理和存储的功能被弱化了。信息价值提升

的 线 路 变 得 更短 , 由 信 息 创 造 、信 息 传 输 ( 通 讯 和 信 息 处

理) 和信息应用( 信息存储、处理和使用) 3部分构成。另外 ,

在多媒体技术这个统一的核心技术背景下 , 各种形式的信

息之间相互融合的障碍已不复存在了。企业依据信息价值

的提升形成了不同的产业群。信息产业主要由信息内容、

传输及应用产业和信息设备制造产业两大部分构成 , 调整

后的信息产业结构见图2。

图2 基于信息价值的信息产业结构

在信息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 , 原有的核心能力不同程

度地失去了作用 , 企业制胜的关键就是发展独特的核心能

力 , 而这种能力是要基于信息价值提升的 , 而不再仅仅依

赖核心技术能力。按照与信息联系的紧密程度 , 可将与提

升信息价值联系最紧密的企业群称为第一层次产业 , 包括

信息内容、信息传输和信息应用产业。将给信息创造、传输

和应用提供基础设施的信息设备制造企业群称为第二层

次产业。第一层次中的信息内容产业由原来的出版、娱乐

等产业组成 , 即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企业构成 ; 信

息传输产业由有线 /无线网络、电视业、软件业构成 ; 信息

设备制造产业由消费电子和PC、多媒体设备、通讯器材、印

刷电路板和电器元器件等制造企业组成。信息内容产业主

要是利用信息资源和其它相关资源创作、开发、分发、销售

与消费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产业 , 负责提供信息内容 , 并把

内容作为商品。因此 , 对于信息内容产业所需要的核心能

力主要体现在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和数据库

技术等方面。信息传输产业负责传输信息内容 , 把传输作

为商品。它的核心能力则强调网络管理、交互式通讯能力、

网络性能与安全等。信息应用产业主要从服务质量、编程

技能、电子商务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来培养和形成其核心能

力。信息设备制造产业主要是为信息的显示、存储、传输和

使用提供载体 , 方便用户获得和使用信息的产业 , 它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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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能力主要体现在战略资源的获取、设计和制造的专业

技能、并行工程和产品个性化程度等多方面( 见表2) 。

2 结 语

本文将信息作为信息产业的核心要素 , 以信息为基

点 , 从提升信息价值的角度研究了信息产业的核心能力。

依据信息技术的发展 , 以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为界限 , 提出

信息产业两个阶段的划分思想。认为信息产业在多媒体

技术的推动下 , 结构发生了改变 , 产业核心能力也随之变

化; 多媒体技术出现前 , 信息的5种表现形式互不相通 , 所

采用的技术和处理设备也各不相同 , 核心能力主要体现在

核心技术能力方面。而当多媒体技术消除了信息形式互融

的障碍时 , 即信息产业处在了统一的核心技术背景下 , 这

时的企业就要发展自己独特的核心能力 ; 这种能力不再是

基于技术的, 而是基于信息价值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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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信息产业的核心能力

信息产业 核心能力

第一

层次

产业

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信息收集; 数据库技术

服务质量; 编程技能; 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

第二

产业

层次

信息设

备制造

获取战略资源 ; 全球化经营 ; 并行工程 ; 设计

和制造的专业技能 ; 电池存储容量 ; 产品个性

化程度

网络管理; 相互式通讯 ; 网络的协议及标准网

络性能与安全

信息内容

信息应用

信息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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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优势下的制造业信息化技术服务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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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制造业信息化技术服务体系是制造业信息化重大工程的三大要素之一 , 是沟通关键技术和企业应

用的桥梁,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十五”以来 , 我国制造业信息化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全

国各省市区纷纷建立了一大批中介服务机构, 为推进制造业信息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制造业信息化技

术服务中还存在政企不分、服务能力薄弱、市场不规范、标准缺乏等问题 , 结合我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的后发优势 , 借鉴国外经验 , 提出了改进我国制造业信息化技术服务体系的思路 , 并就几个关键问题提出

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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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后发优势的理论源于李嘉图的国际分工、比较生产

费用理论和李斯特的动态比较费用学说 , 后起国家由于

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 , 其技术成本要比

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 [1]。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 为

加快工业化进程 , “十五”初期 , 我国政府提出了“以信息化

带动工业化 , 发挥后发优势 , 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的国家战略。国家科技部也启动了总投资为 100 亿元的制

造业信息化重大专项工程 , 大力推进制造业信息化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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