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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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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生态学与信息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以网络平台构建要素及模型分析为基础，构建网络平台构建要素
的信息功能生态位模型。结合突变级数分析，提出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的测度方法及评价模型，并采用

纯语言多属性群决策方法采集构建要素的专家评估数据。最后以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为应用算例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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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平台是当前环境下难以替代的信息工具，然
而网络平台构建中存在信息超载、信息垄断、信息污染

和信息综合症等问题，制约了网络平台功能和效用的

实现。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测度能够

定量分析各要素在信息生态链中所具有的功能，有利

于明确各要素间的位势关系，掌握现有网络平台的信

息生态现状，进而对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功能进行调

整，使其具有应备的信息功能生态位特性，在此基础上

构建一个具有信息生态特征的网络平台。

１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及模型

１．１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划分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可依据平台架构划分为数据
层、服务层、业务逻辑层、表示层［１］，主要体现了客户机

与服务器间的通信模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网络平台架构

　　也可依据网络平台的参与者如管理员、用户及其

群体划分的不同需求，将网络平台的构建要素划分为

功能模块，如管理员模块、互动模块、通信模块、用户模

块等。这种划分模式主要体现了网络平台的运行模式

及功能实现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网络平台内部微观信息生态环境中

各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及在信息生态链上所处的位

势，因此在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划分上以要素所具有

的信息功能如检索、存储等为依据，体现了网络平台内

部信息流转的模式。

１．２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表现特征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互相作用、互相依赖、共同发

展，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其特征表现如下：

１．２．１　动态演化性　 信息生态环境的有机性说明信

息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是具有自主演进特性的，是

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中的。网络平台随环境的变化不

断做出适应性调整，因此网络平台的构成要素是与其

信息活动密不可分的，对要素的分析要以其活动模式

为根本依据。

１．２．２　开放性　网络平台信息生产、组织、传递、消

费、分解等环节处于高度开放的信息生态环境中，其有

机性决定了网络平台与外界环境的融合深度，网络平

台的开放性由此得到了深化。

１．２．３　相关性　 网络平台各构建要素间通过协同等

方式产生了极高的相关性：两要素间会产生拮抗作用，

即一种要素能抑制或影响另一种要素；多要素同时工

作时会产生增效作用，即多要素共同作用的强度大于

单要素作用强度的总和。

１．３　网络平台的构建要素模型

　　直接承担网络平台信息流转功能并构成信息生态
链的网络平台构建要素，是信息功能生态位研究的主

体。此类要素在网络平台非信息流转功能要素上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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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的能力或水平，也就是其信息生态环境属性的

属性值，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平台信息生态平衡

水平。各构建要素间由双向信息流连接，代表了信息

的传递与反馈，其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结构

　　图２可以描述出网络平台中信息在各构建要素中
流转的途径，并体现各构建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其中

信息业务连接要素与其他各要素均有信息流连接，是

网络平台信息流转的中心。各构建要素的功能特性及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结构图所示的信息流转关系中体现

的位势关系，可为后续构建要素信息功能生态位位势

分析提供参考依据。

１．３．１　信息输出要素　通过邮件、论坛、新闻等辅助
手段发布信息资源。在传输线上将消息从发源地传送

到目的地，以达到在地理上分散的机构之间正确、迅速

地交换情报的目的。

１．３．２　信息使用要素　根据信息主体的查询、检索要
求，检索出有关的数据，回答在信息生态网络平台上可

得到的信息资源的类型、数量和代价，感知在邻元平台

上可得到的信息资源的类型、数量和代价等，并为信息

主体提供可靠链接以获得所需信息资源。

１．３．３　信息关系管理要素　响应信息主体进行信息
或资源交换的要求，在信息主体之间建立、监察、更新

和消除关系。关系管理要素用于发现其他主体，聚集

后形成一组具有协同关系的信息主体，当某一信息或

资源完成后，关系就消除了。

１．３．４　信息用户管理要素　管理网络平台信息生态
系统内信息主体的生命周期循环，并提供初始化、激活

或撤消激活、复制、变异、交叉、销毁、释放等操作。

１．３．５　信息存储要素　信息生态环境中的网络平台
是依靠一系列具有逻辑关系的数据库构成的。数据库

群通过信息采集、信息加工、电子数据交换等基础功能

模块或程序，达成各子数据库间的协同作用，因此数据

库群的整体作用强度超过各子数据库单独作用强度的

总和。

１．３．６　信息业务连接要素［２］　提供底层操作来维持信
息实体和服务在信息生态网络平台上运行，形成信息存

储要素与网络平台各项服务间的逻辑链接。它主要完

成ＣＰＵ时间、内存空间、有线程和传输连接等物理资源、
逻辑资源的分配和管理，对信息服务请求或事件进行分

解等工作。

２　生态位与信息功能生态位
２．１　生态位与信息功能生态位界定
　　生态位理论是生态学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生态
是指生物在自然界的生存状态，包括适应进化的历史

和协调存在的现状格局［３］。生态位定义经过长时间的

演变，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 Ｃ．Ｅｌｔｏｎ下的定义：“一个
动物的生态位表明它在生物环境中的地位及其与食物

和天敌的关系”，即所谓的营养生态位（ｔｒｏｐｈｉｃｎｉｃｈｅ）
或叫功能生态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ｉｃｈｅ）［４］。
　　有文献指出［５］，信息生态位是指信息人在信息生

态环境中所占据的特定位置。具体地说，信息生态位

是指具有信息需求且参与信息活动的个人和社会组织

在由其他信息人、信息内容、信息技术、信息时空、信息

制度等信息环境因子构成的信息生态环境中所占据的

特定位置。信息生态位由信息功能生态位、信息资源

生态位、信息时空生态位三个维度构建。信息功能生

态位是指信息人或组织，在特定时空与特定信息环境

中所充当的信息生产者、信息传递者、信息消费者、信

息分解者角色及其所承担的环境职能。

２．２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模型与
测度

　　本文认为，在网络平台内部信息生态系统中，排除
网络平台外部环境和网络平台管理者、使用者及其所

带来的干扰，网络平台构建要素扮演了网络平台微观

信息环境内信息人的角色。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

功能生态位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是其自身

发展及其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而逐步形成的。网络平

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是指网络平台内部微观

信息环境中，各构建要素在信息生态链上所占据的特

定位置及其充当的信息角色和担负的相应环境职能。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模型包括信
息生态功能生态位、信息传递功能生态位、信息分解功

能生态位、信息消费功能生态位，４种信息功能生态位
通过信息流链接，形成了一个双向闭合的链式结构，并

且根据信息资源的占有比重和信息资源特点分为基

位、中位、顶位三个位势。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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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模型

　　信息生产功能生态位是指网络平台信息生态链中
的信息搜集、存储及加工功能。信息生产功能生态位

处于基位，占有信息资源比重较大，同时信息资源加工

精度较低。信息传递功能生态位是指网络平台信息生

态链中的信息传输、交换及推广功能。信息分解功能

生态位是指网络平台信息生态链中的信息需求分解及

问题响应功能。信息传递功能生态位与信息分解功能

生态位处于中位，其信息功能生态位推动了信息资源

的流转，但在信息资源流转过程中产生了损耗，也对信

息资源进行了再加工。信息消费功能生态位是指网络

平台信息生态链中的信息使用、转化及应用功能。信

息消费功能生态位处于顶位，占有信息资源比重较小，

同时信息资源加工精度较高。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与信息功能生态位之间不存在
一一对应的关系，某一信息功能可由多个构建要素共

同实现；同样地，某一构建要素可处于多个信息功能生

态位之间，承担不同的信息功能。本文将通过评价分

析模型，直观反映网络平台各构建要素在信息功能上

的表现，从而对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

进行测度与分析，最终将网络平台构建要素在网络平

台信息功能生态位模型上的位置关系直观呈现出来。

３　基于突变级数的网络平台构建要素
的信息功能生态位测度

　　突变级数法是一种基于突变理论的多指标集成技
术，该方法运用简单，又较为客观。网络平台构建要素

模型具有内部机理复杂、系统庞大的特点，突变级数法

在解决此类多目标决策问题的过程中降低了评价的主

观性，得到更能体现评价指标主次关系的结果。根据

突变系统特征，突变理论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以生态学为例，生态系统健康具有动态性、相

关性、脆弱累积性，故突变理论适用于生态学的相关研

究［６］。本文认为信息生态环境下的网络平台拥有与生

态系统相似的动态性、相关性以及脆弱积累性，各网络

平台构建要素受到周围环境变化、生态位间的相互作

用等影响，其状态可能会出现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

的跃变，其构成的信息生态链也会通过“平衡状态———

非平衡状态———动态平衡状态”的过程实现成长，故适

用突变理论。

３．１　突变级数理论与应用步骤
　　突变理论（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ｔｈｅｏｒｙ）由法国数学家 Ｒ．
Ｔｈｏｍ于１９７２年在《结构稳定性和形态发生学》中首次
提出并创立，是一门研究跃迁、不连续和突然质变的科

学。突变级数法的主要步骤包括［７］：

３．１．１　构建突变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评价系统的目
的和评价系统的内在作用机理，将系统分解为由若干

评价指标构成的多层系统，排列成倒立树状目标层次

结构，依据评价目的将评价总指标逐层分解到可计量

的子指标。常见突变系统的状态变量的控制变量不超

过４个，因此子指标分解数不超过４个。
３．１．２　确定体系中各层次的突变系统模型　根据突
变理论，当状态变量为１维时，共有４种突变模型，其
势函数分别如下：

　　折叠型突变模型（控制变量为１）：Ｖ（ｘ）＝ｘ３＋αｘ
　　尖点型突变模型（控制变量为２）：Ｖ（ｘ）＝ｘ４＋αｘ２

＋αｘ＋ｂｘ

　　燕尾型突变模型（控制变量为３）：Ｖ（ｘ）＝１５ｘ
５＋

１
３αｘ

３＋１２αｘ
２＋ｃｘ

　　蝴蝶型突变模型（控制变量为４）：Ｖ（ｘ）＝１６ｘ
５＋

１
４αｘ

３＋１３αｘ
２＋１２ｃ

２ｘ＋ｄｘ

　　其中，Ｖ（ｘ）表示状态变量的势函数；ｘ为突变系统
中的一个状态量；ａ、ｂ、ｃ、ｄ为状态变量的控制变量，其
排列的先后顺序与变量的重要程度由大到小排序相

吻合。

３．１．３　由突变系统的分歧方程导出归一公式，并利用
归一公式进行综合评价　按归一公式求系统状态变量
ｘ的值当突变系统的诸控制变量非互补时，采取“大中
取小”法；当系统的各个控制变量互补时，取平均值作

为整个系统的 ｘ值。根据初始隶属函数值，按归一公
式逐层计算出各级评价指标的突变级数值，直至得到

最高层的总突变隶属函数值。

３．２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突变级数
分析模型

３．２．１　建立网络平台构建要素信息功能生态位测度
指标体系　本文依据信息功能生态位的定义，借鉴信
息生态链中信息人的４种角色职能，用信息生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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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１）、信息传递功能（Ｘ２）、信息消费功能（Ｘ３）、信息
分解功能（Ｘ４）４个一级指标来测度系统要素的信息能
力及在信息生态链上的相对地位。并参考信息人角色

在信息生态链信息流转过程中的作用和分工，将一级

指标分解为９个二级指标，最终分解为１８个三级指
标，且各指标均属于“极大型指标”。最后采用专家调

查法，就各层指标的筛选及排序进行咨询，得出最终的

指标体系。遵循科学性、系统性、无冗余性、可操作性、

数据可采集性等原则和步骤，建立网络平台构建信息

功能生态位评价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信息功能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信

息

功

能

生

态

位

Ｘ

Ｘ１：信息生产功能

Ｘ２：信息传递功能

Ｘ３：信息消费功能

Ｘ４：信息分解功能

Ｘ１１：信息存储能力

Ｘ１２：信息加工能力

Ｘ１３：信息净化能力

Ｘ２１：信息输出能力

Ｘ２２：信息交换能力

Ｘ３１：信息摄入能力

Ｘ３２：信息转化能力

Ｘ４１：事件分解能力

Ｘ４２：请求响应能力

Ｘ１１１：信息搜集效率

Ｘ１１２：信息存储技术水平

Ｘ１２１：信息摄入产出比

Ｘ１２２：信息加工深度

Ｘ１３１：错误信息识别能力

Ｘ１３２：错误信息删除能力

Ｘ２１１：信息传递速度

Ｘ２１２：信息传递广度

Ｘ２１３：信息流转保有率

Ｘ２２１：通信技术水平

Ｘ３１１：信息检索能力

Ｘ３１２：信息摄入量

Ｘ３２１：信息有效性敏感度

Ｘ３２２：信息应用能力

Ｘ４１１：冗余信息释放率

Ｘ４１２：需求偏好分析水平

Ｘ４２１：请求响应效率

Ｘ４２２：反馈信息响应效率

３．２．２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突变模
型　根据突变模型种类，结合表１的指标体系，可得出
技术生态位各层次的突变模型，见图４。根据评价指
标的内涵和“互补”、“非互补”原则，网络平台信息功

能生态位递级突变模型中各级、各层控制变量的类型

均为非互补性。

３．３　测度数据收集与纯语言多属性群决策方法的
使用

　　由于网络平台构建要素信息功能生态位评价指标
体系中二级子指标的量化计算受网络信息的海量性、

即时性、复杂性影响，难以进行数值计算，这些子指标

更多地是对信息能力、水平的评价，人们更倾向于使用

一般、好、较好等纯语言模糊信息进行评价。基于此，

本文采用纯语言多属性群决策方法［８］，使用 ＰＬＷＡＡ
（纯语言加权算术平均）算子计算网络平台信息功能

图４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信息功能生态位的

递级突变模型

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相对于传统的模糊

多属性决策方法，采用纯语言多属性群决策方法在评

估对象的属性值计算中，充分考虑了属性权重的影响，

结果更加客观可信。

　　 对于要素Ａｉ按属性μｊ进行测度，得到 Ａｉ关于

μｊ的属性值 ｒ
（ｋ）
ｉｊ ∈Ｓ，从而构成语言评价矩阵 Ｒｋ＝

（ｒ（ｋ）ｉｊ ）ｎｍ，ｋ∈Ｋ。

　　 利用 ＰＬＷＡＡ算子对语言评价矩阵 Ｒｋ中第 ｉ

行的属性值进行集结，得到评价专家ｅｋ对要素Ａｉ的综

合评价值：

　　τ（ｋ）ｉ ＝ＰＬＷＡＡｗ（ｒ
（ｋ）
ｉ１ ，ｒ

（ｋ）
ｉ２ ，ｒ

（ｋ）
ｉ３ ，ｒ

（ｋ）
ｉ４ ）＝

　　（ｗ（ｋ）１ ←ｒ
（ｋ）
ｉ１ ）·（ｗ

（ｋ）
２ ←ｒ

（ｋ）
ｉ２ ）·（ｗ

（ｋ）
３ ←ｒ

（ｋ）
ｉ３ ）·（ｗ

（ｋ）
４

←ｒ（ｋ）ｉ４ ），ｋ∈Ｋ

　　 利用 ＰＬＡＨＡ算子对１０位评价专家给出的要

素Ａｉ的综合属性值τ
（ｋ）
ｉ ，ｋ∈Ｋ进行集结，得到要素 Ａｉ

的群体综合属性值：

　　τｉ＝ＰＬＡＨＡｖ，ｗ（τ
（１）
ｉ ，τ

（２）
ｉ ，…，τ

（１０）
ｉ ）＝

　　（ω１←ｇ
（１）
ｉ ）·（ω←２

ｇ（２）
ｉ ）·…·（ω１０←ｇ

（１０）
ｉ ），ｉ∈Ｎ

　　其中：ω＝（ω１，ω２，…，ω１０）
Ｔ是与ＰＬＡＨＡ相关联的

加权向量；ω∈Ｓ，且 ｇ（ｋ）是加权数据组（ｖ１←τｉ
（１），ｖ２←

τ（２）ｉ ，…，ｖ１０←τｉ
（１０））中第 ｋ个最大的元素，这里 ｖ＝

（ｖ１，ｖ２，…，ｖ１０）
Ｔ为评估专家的权重向量。因此，先计

算ｇ（ｋ）的值，再求解要素Ａｉ的群体综合属性值。

　　 利用τｉ（ｉ∈Ｎ）对要素进行排序。

４　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作为网络平台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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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实证分析的对象，考虑其拥

有以下两点特征：首先，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集信息

发布、电子政务等多信息功能于一体，是具有一定代表

性的网络平台。其次，本文所邀请的专家均来自吉林

大学，是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的长期用户，对平台的

各项功能有极高的熟知度，在评价过程中能更多地体

现实际应用感受。

表３　专家二语言评价矩阵

４．１　数据收集
　　本文邀请信息生态研究领域的专家就吉林大学
综合网络平台的现有情况进行评估，经过算法淘汰

及去主观化运算，最终采用三位评估专家的评估意

见（专家数已达到算法要求），并利用模糊语言评估

标度 Ｓ给出专家权
重为 ｖｋ∈Ｓ。设定模
糊语言评估标度为 Ｓ
＝｛ｓ０（无），ｓ１（较
低），ｓ２（一 般），ｓ３
（较高），ｓ４（高）｝。
评价主要考量的属

性如下：

　　运行表现（μ１），
指在实际网络平台

运行过程中该项指

标的应用水平；

　　安全控制（μ２），
指该项指标网络安

全、信息安全方面的

控制水平；

　　拮抗作用（μ３），
指该项指标对其他

因素及网络平台整

体 的 抑 制 或 影 响

作用；

　　增效作用（μ４），
指该项指标对其他

因素及网络平台整

体的效果增强作用；

　　免疫能力（μ５），
指该项指标对抗外

界干扰的能力。

　　利用模糊语言
评估标度 Ｓ给出属
性权重为 ｗ（ｋ）ｊ ∈Ｓ。

三位专家给出的要素属性权重如表２所示：
表２　要素属性权重

属性

专家
μ１运行表现 μ２安全控制 μ３拮抗作用 μ４增效作用 μ５免疫能力

专家一 ４ ２ ２ １ １

专家二 ４ ３ ３ ４ ３

专家三 ４ １ ２ ２ １

４．１．１　构建语言评价矩阵　要素综合分析是对评估
对象的各要素属性综合评价后。设定对要素 Ａ＝
｛Ｘ１１，Ｘ１２，…Ｘ４３｝，按属性 μｊ进行测度，从而构成语言

评价矩阵Ｒｋ＝（ｒ
（ｋ）
ｉｊ ）ｎｍ，ｋ∈Ｋ。专家二的语言评价

矩阵如表３所示（专家一、专家三语言评价矩阵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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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计算要素综合评价值及群体综合属性值　以
信息输出要素的信息搜集效率指标为例，计算其综合

评价值及群体综合属性值。利用 ＰＬＷＡＡ算子对语言
评价矩阵Ｒｋ中第１行的属性值进行集结，得到专家一
的信息输出要素综合评价值。

　　再利用 ＰＬＡＨＡ算子对三位评价专家给出的信息

输出要素的综合属性值进行集结，先求出 ｇ１
（１）＝Ｓ３１，

ｇ１
（２）＝Ｓ１０４，ｇ１

（３）＝Ｓ８１。根据以上公式得出专家一、专

家二、专家三（其权重向量为 ｖ＝（Ｓ１，Ｓ２，Ｓ３，）Ｔ）对评
估对象各评估指标的综合评价值及综合评价值的集

结，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要素综合评价值

　　设ω＝（１，３，１）Ｔ，因此求解要素Ａｉ的群体综合属
性值表即为突变级数分析的原始数据，见表５。
４．２　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
态位测度指标体系突变级数运算

　　根据突变级数法的要求，状态变量应在［０，１］之
间进行取值，因此需要对各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其标准化公式为：

　　ｙｉｊ＝
Ｐｉｊ－ｍｉｎＰｉｊ

１ｊｎ

ｍａｘＰｉｊ
１ｊｎ

－ｍｉｎＰｉｊ
１ｊｎ

（ｉ＝１，…，ｍ）

　　式中：ｙｉｊ表示第ｊ个被评估单位某个目标体系第 ｉ
个，指标控制变量数值，Ｐｉｊ表示第 ｊ个被评估单位某个
目标体系第ｉ个指标数值，ｎ表示被评价单位个数。

表５　评估指标的群体综合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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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公式得出网络平台构建要素信息功能生
态位突变级数计算的标准化数据，如表６所示：

表６　标准化数据

　　结合网络平台构建要素信息生态功能位的递级突
变模型和上文的计步骤，利用归一公式由下向上逐步

综合，直到得出最高层的总突变隶属函数值的评价结

果，并算出各级突变级数，结果见表７。
４．３　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
态位突变级数分析结论

４．３．１　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
生态位图绘制　信息功能生态位图体现了吉林大学综
合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相对于信息功能生态位理论模型

的位置，直观地表现出各要素所承担的功能及要素间

的位势关系。信息生态链上各信息功能生态位具有相

同的权重，因此在二维坐标上设定信息消费功能生态

位、信息分解功能生态位、信息生产功能生态位、信息

传递功能生态位分别为坐标轴的４个方向。信息功能
表７　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生态功能位突变级数

生态位理论位置相对于原点的距离绝对值为１，而本

文对各构建要素测度计算的数据来源于专家对要素在

各信息功能现实表现的评价，因此经过突变级数运算

所获得的最终数据可以理解为要素对信息功能生态位

对应功能的实现比例，也就是该要素在某一信息功能

生态位方向上的绝对值。网络平台构建要素表现为二

维平面上的一个点，按照构建要素在某一信息功能生

态位理论值的完成比例，将这个点沿该方向迁移，经过

４次迁移后该点所处的位置即为该构建要素的信息功
能生态位。根据表７的一级指标数据，绘制出吉林大
学综合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图，如图

５所示：

图５　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

信息功能生态位

４．３．２　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构建要素的信息功能
生态位位势分析　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构建要素在
位图中的位置标示说明，吉林大学综合网络平台信息

生态链上信息功能生态位均未获得完全表现，信息生

产功能生态位和信息消费功能生态位上网络平台构建

要素的信息功能相对薄弱。各构建要素的位置与其之

间联系的信息流构成若干

双向闭合链式结构，基本

符合信息生态链的形态要

求，但位置间隔不均匀，有

较为明显的偏移情况，由

此可见吉林大学综合网络

平台的信息生态处于不平

衡状态。

　　根据表７可以得出各
信息功能生态位上的构建

要素实现比例排序（无功

能表现的要素不计入排序）。根据图５可以得出各构
建要素与信息功能生态位位置由近至远的排序，以方

向坐标轴为划分界限，位置在坐标轴上或越过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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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素不计入排序。如表８所示：
表８　网络平台构建要素排序

排

序

信息生产功能生态位信息传递功能生态位信息消费功能生态位信息分解功能生态位

比例排序 位置排序 比例排序 位置排序 比例排序 位置排序 比例排序 位置排序

１ 信息业务
连接要素

信息业务

连接要素

信息使用

要素

信息用户

管理要素

信息存储

要素

信息使用

要素

信息存储

要素

信息存储

要素

２ 信息存储
要素

信息输出

要素

信息用户

管理要素
－ 信息使用

要素

信息关系

管理要素

信息业务

连接要素

信息业务

连接要素

３ 信息输出
要素

－ 信息业务

连接要素
－ 信息关系

管理要素

信息存储

要素

信息使用

要素
－

　　基位包括信息输出要素与信息业务连接要素。信
息输出要素仅在信息生产功能生态位上有表现，在位

图中较为靠近信息生产功能生态位，然而其完成程度

排序第三，信息生产功能较弱。信息输出要素从其设

计功能角度出发应处于中位，且靠近信息传递信息生

态功能位，现信息输出要素的信息功能生态位发生偏

移，未能承担既定功能，不利于网络平台的信息生态平

衡和运行效率实现。信息业务连接要素在位图中最为

靠近信息生产功能生态位，且同时承担信息传递功能

与信息分解功能，位置上更加靠近信息分解功能，基本

符合其功能设定。

　　中位包括信息存储要素与信息用户管理要素。信
息存储要素在位图中最为靠近信息分解功能生态位，

且同时承担信息生产功能与信息消费功能，位置上更

加靠近信息消费功能生态位。信息存储要素在信息生

产功能生态位上的实现程度最高，但与信息消费功能

生态位上的实现程度值比稍低，因为位置更靠近与信

息消费功能生态位。信息存储要素从其设计角度出发

应处于基位，且其信息生产功能应强于信息消费功能

才能保证网络平台信息生态系统内的信息资源流转。

信息用户管理要素仅在信息传递功能生态位上有表

现，在位图中较为靠近信息传递功能生态位，然而其实

现程度排序第二，信息传递功能较弱。信息用户管理

要素根据其功能设定不直接承担信息流转功能，因此

在位图中应靠近原点位置，现发生偏移，也证明吉林大

学综合网络平台信息生态链中的信息传递功能生态位

有明显缺陷。

　　顶位包括信息使用要素与信息关系管理要素。信
息使用要素在位图中最为靠近信息分解功能生态位，

且同时承担信息传递功能与信息分解功能，位置上基

本居于坐标轴上，其位置关系基本符合要素功能设定。

信息关系管理要素仅在信息生产功能生态位上有表

现，在位图中较为靠近信息生产功能生态位，其实现程

度及位图中的位置与其要素功能设定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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