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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造成信息服务滞后的主要原因不是信息资源缺乏 ,而是信息生产资料的不合理利用。

采用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信息服务模式 ,会利于改善信息服务。从系统思想、共同目标思想、协同

工作思想来看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信息服务模式是有价值的。从供应源、需求源和供求通道的

角度讲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信息服务模式是可以实现的。图 1。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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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 ,造成我国信息服务滞后的最主要原因不

是信息资源的缺乏 ,而是对信息生产资料的不合理

利用。从宏观指导意义上看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

设一个实现信息资源整合的统一平台 ,对现有的信

息在共享的基础上 ,进行再分配 ,达到充分利用。这

个统一的平台可在信息服务提供商和信息用户之间

建立起具有实际效用的供求通道 ,并在所有参与此

平台运作的信息提供商之间建立互相协作式的信息

服务网络 ,实现资源共享。为此 ,笔者认为 ,采用基

于供应链管理的信息服务模式来设计解决方案 ,具

留存 ,采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的私藏书目进行计

量上的描述和分析 ,可以较为直观而准确地说明某

种思潮或者文化风气的流变 ,比如 ,运用这一模式便

可以尝试说明清末西学东渐的具体过程。又如 ,我

国古代学者、藏书家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读书方式和

方法 ,孔子讲究“博学慎思”,陶渊明却“读书不求甚

解”。有时在同一个人身上 ,读书也有不同场合的不

同方法 ,陆游好藏书 ,而且讲究读书因场合而异趣 ,

他的《闭门诗》曰 :“研朱点《周易》,饮酒读《离骚》。”

《六言杂兴诗》也曰 :“病里正须《周易》,醉中却要《离

骚》。”[15 ]这些现象与内涵 ,都值得作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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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现实意义。

1 　供应链管理思想价值分析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供应链管理 (SCM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的热点 ,

其应用也不再限于传统制造业。供应链管理将企业

各个业务环节的信息化孤岛连接在一起 ,使得各种

业务和信息资源能够实现集成和共享 ,解决了企业

在追求规模经济时所显示出的缺陷 ,即能够对复杂

多变的市场需求作出敏捷的响应 ;将分散在众多经

营领域中的有限资源集中 ,形成突出的核心竞争力。

将供应链思想引入信息服务领域有助于理清信息服

务的业务流程 ,实现其价值增值。

111 　系统的思想

在整个信息服务业中 ,不再孤立看待各个主体

(包括信息服务生产资料提供商、信息服务产品提供

商、信息服务产品销售渠道、用户) ,而是考虑所相关

的内外部联系 ,把整个供应链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

整体。在国家已有的信息资源的基础上 ,搭建信息

资源集成的桥梁 ,形成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伙伴关

系和服务集成模式 ,把单个企业的分散活动纳入继

承的信息服务供应链中 ,使分散的存量资源得以充

分利用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系统思想的实现需要一个“造市者”(Market mak2
er) 。这样的造市者 ,可以是其中的某个环节 (主体) ,

也可以是进行资源整合的新构建的“第三方”,在整个

供应链管理中扮演着“核心企业”角色。就供应链的

结构而言 ,由一个主导企业充当企业群体的“原子核”,

即核心企业 ,其他企业相应的为卫星企业 ,卫星企业

被吸引在核心企业的周围 ,构成一个网链结构。在这

个结构中 ,各个主体具有独立的地位 ,互相之间是一

种契约关系 ,是通过共同目标所产生的凝聚力而形成

的战略伙伴关系。整个体系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核心企业的影响力和战略资源整合能力。

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体系中的定位可从两个方面

加以说明 : ①供应链的信息交换中心 :来自最终用户

的需求信息通过不同渠道传递到核心企业 ,核心企

业经过处理 ,再把分解的需求信息发送给一定的信

息服务产品提供商。完成后再按照相反的方向从提

供商将信息反馈给核心企业 ,经核心企业处理后 ,再

反馈给需求者。供求信息在此交互 ,经处理生成各

类信息传送到供应链的各个主体。②供应链上物流

集散的调度中心 :在这个体系中 ,物流的标的物是信

息服务产品。从产品和服务流程来看 ,首先是信息

生产资料从原料提供商经由不同渠道流向产品提供

商 ;形成产品后 ,再经销售渠道送达最终用户。核心

企业扮演了对物流的集散、配送进行调度的角色。

112 　共同目标的思想

参与供应链的所有主体应该基于对整个体系价

值的认同 ,对最终产品的成本、质量、收益有共同的

目标。按照价值链的观点 ,任何一个体系都是由一

系列相关的基本行为组成。业务流程的优化可以为

企业和客户带来价值增值 ,改进企业的效率。实施

供应链管理 ,就是构筑体系中的组织协作关系 ,对内

部和各主体间的事业流程进行整合 ,建立相互信任

的信赖机制 ,消除主体内部环节重复、无效的劳动 ,

使得资源在每个过程中流动时都实现增值 ,以达到

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目标。

113 　协同工作的思想

在新构建的信息服务体系中 ,每个主体的活动

融合在整个供应链的活动之中 ,各个主体主动加强

彼此之间的协作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接体现为一

种协同工作的关系。协同工作打破了单个企业的绩

效界线 ,通过相互协调和统一 ,达到资源的优化组

合 ,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用户对产品的个性化、多样性发展 ,要求提供商

在产品生产、经营和配送上必须充分对应需求不断

变化的趋势 ,在恰当的时间、地点 ,以恰当的价格将

产品传递到恰当的用户手中 ,无疑推动了多品种、少

批量、多频度的配送 ;相对的 ,由于成本的制约 ,信息

服务产品提供商难以适应多频度、少批量配送的要

求 ,往往要等到配送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够开

展。协同工作的思想是各主体间合作 ,对产品物流

活动协同行动 ,降低成本 ,对用户的需求做出快速响

应。具体实施有横向协作、纵向协作和第三方参与

协作三种方式。

114 　核心竞争力的思想

体系中的主体合作是建立在各个主体不同的核

心能力的基础上。核心企业的核心能力定位于知识

导航 ,建设一个通畅的供应通道 ,使供求双方的交易

成本下降 ;其他的卫星企业 ,即协同信息提供商 ,其

核心竞争力体现在隐性知识服务产品的生产与供应

上 ,不仅帮助用户在海量信息中获得所需的信息 ,即

所谓的显性知识 ,而且还根据用户的要求 ,将隐性知

识做成产品满足用户。

2 　供应链管理思想下的信息服务新模式

为进一步分析将供应链管理思想引入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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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价值 ,根据以上对供应链管理思想的论述 ,笔者

对信息服务实现模式进行重新构建。新模式如图 1。

图 1 　信息服务流程和模式

新模式实际上是构建一个集成服务系统 ,将相

互协作的智能模块形成网络 ,每个业务模块实现体

系的一项或几项功能 ,每个模块又与其他模块协调

运作 ,形成战略伙伴关系的信息服务集成模式。为

方便叙述 ,就以我国科技信息资源整合服务为例 ,对

模式各模块实现功能进行分析。

211 　供应源分析

在整个信息服务体系里供应源就是产品生产商

的集合 ,包括信息生产资料提供商、信息产品提供

商 ,按照供应链思想指的是卫星企业。按经营性质

分 ,分为公益型、赢利型或两者兼而有之者。他们做

着各自的工作 ,进行自有优势资源建设、网络平台建

设、信息发布、咨询评估以及教育培训。同时 ,作为

信息产品生产商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信息产品种类

的开发和新资源的采购上 ,并且考虑节约成本和降

低市场风险。而在信息资源共享的实现、信息产品

销售渠道的建立和拓展、用户需求的实时调查方面

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

212 　需求源分析

需求源不仅包括最终信息产品的消费者 ,还包

括中间产品的需求者。需求源要求信息服务个性

化、及时性、准确性 ,要求与供应源之间有互动。

213 　供求通道分析

这是本体系功能实现的核心部分 ,按照供应链思

想 ,在整个体系中是核心企业。物理实现形式就是科技

信息开发与服务网络平台 ,供应源与需求源围绕它实现

信息产品的供求。通过对信息/ 服务流、资金流的控制 ,

从采购原始资源开始 ,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 ,最

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给消费者 ,将信息提供商 ,直到

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它不仅

实现信息的采购、处理、传递 ,而且实现了信息价值的增

值 ,同时保障了整个信息服务的价值链。

信息服务提供商与信息服务提供商之间、信息服

务提供商与平台之间通过一种协商机制 ,谋求双赢目

标。服务平台管理强调信息服务提供商如何凝造自

己的核心能力 ,从而与其他提供商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 ,而每一个提供商都集中精力去巩固和发展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业务 ,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 ,通过

业务流程的快速重组 ,创造出比竞争对手更擅长的、

高附加值关键业务 ,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价值。

总之 ,供求通道的建立解决了供求双方的问题 ,

能够降低其交易成本 ,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科技信息

服务业协同一体化得到体现。它集成了所有参与体

系的信息提供商的资源 ,发展模式将成为信息的配

送中心和咨询中心。供求通道成为供应源的良好战

略合作伙伴 ,是需求源所信赖的“第三方”。

将供应链管理思想应用于信息服务业 ,是对解

决信息服务滞后和信息资源建设不足问题的探索。

在具体实施中 ,还存在不少问题 ,如信息安全问题、

信息产品定价问题 ,以及服务体系合作战略、合作伙

伴的选择问题等 ,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马费成. 信息经济学.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2 　邓小清. 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发展大公司和企业集团. 宏

观经济研究 ,2001 (7)

3 　覃征. 网络企业管理.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1

4　李纲. 我国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与展望. 图书情报知识.

2000 (4)

5 　李纲 ,陈颖. 论信息服务业产权重组与机制转换. 中国图

书馆学报. 2000 (3)

6 　宋华. 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案例.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

社 ,2001

7 　马士华. 供应链管理.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8 　童国飙. 信息产品的特质及其定价策略分析. 外国经济与

管理 ,2001 (4)

李　纲　博士 ,副教授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研

究员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科学系主任。通讯地址 :武汉大

学。邮编 430072。

林　翔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通讯地

址同上。 (来稿时间 :2002205216)

—53—

李　纲　林　翔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信息服务模式探讨

Li Gang , Lin Xiang :On Information Service Patterns Based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