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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aborat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sys-
tem (RIISS) is an important and urgent issue today. With dynamic, open, integrated and collaborative features, 
information ecological system (IES) provides an important evolutionary developing path for the collaborat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The research and devel-
oping status quo of the field are analyzed from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in this pa-
per, and the five main areas of academic problems are pointed out. Aiming at collaborat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ing pattern of RIIS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views and methodologies of information ecology, val-
ue-net, service science and meta-synthesis, this paper researches and discusses the concept, ecosystem cha-
racteristics and system model of IES of the RIISS as a value-net, and puts for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ecosystem developing pattern which is oriented to collaborat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IISS. From the aspects of formatting mechanism, sharing mechanism, coordinating mechanism and 
feedback mechanism, this paper portrays important organizing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of the information 
ecosystem. Finally, to promote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RIISS, some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are presented from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business models and social governance oriented to 
the significant need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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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RIISS)的协同创新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动态、开放、集

成和协同的信息生态系统(IES)为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演化发

展路径。文章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两个方面系统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现状，指出了存在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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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 

个主要领域学术问题；针对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问题，基于信息生态学、价

值网、服务科学、综合集成等系统观与方法论，研究与讨论了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这一价值网络

的信息生态系统观、生态系统特征与系统模型，提出了一个面向区域一体化的信息服务体系的协同创

新发展的信息生态系统发展模式的概念框架；从形成机制、共享机制、协同机制和反馈机制等方面刻

画了这一信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织模式与行为模式；最后面向创新与发展管理的重大需求，从技术、

商业模式与社会治理等层面或角度提出了推进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协同创新发展的策略与措

施。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信息生态系统；综合集成；运作机制；管理模式 

1. 引言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服务行业的变革和创新，

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信息服务业(Modem Infor-
mation Service Industry)[1]的发展面貌和商业模式

(business model)。在新的形势和发展环境下[2]，我国

现代信息服务业正面临区域一体化协同创新发展的

重大机遇和挑战，亟待建立满足区域一体化创新发展

需要的新一代信息服务体系——协同信息生态系统

(Collaborative Information Ecosystem)。因此，研究揭

示其科学发展规律，探寻其商业模式的发展演化与升

级路径，以及与其创新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管理模式，

是事关现代信息服务业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的重要而

紧迫的课题[3]。本文旨在围绕“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

体系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这一重要课题，综合运用

信息生态学(information ecology)、服务科学(Service 
Science, Service Management，and Engineering，SSME)、
综合集成(meta-synthesis)等系统观与方法论，系统探

讨与刻画这一信息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

这对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促进我国现代信息服务业的

区域一体化转型升级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与实践价值。 

2.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信息生态 
系统发展模式 

信息服务业是利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等现代科

学技术对信息进行生产、收集、处理、加工、存储、

传输、检索和利用，并以信息产品为社会提供服务，

为消费者提供独特的策略和内容帮助信息用户解决

问题，是一个涉及信息生产、信息传输、信息分发与

信息供给等众多领域的综合性行业，其产业价值链包 

括用户、运营商、设备制造商、软件开发商和内容提

供商等多个环节。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已证明，由

于现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的发展及其之间的交互

作用，使现代信息服务的技术基础、服务内容与范围、

服务的技术模式以及商业模式、管理范式等，都发生

了重大变化[4]。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的“转型期”，为了适应这些重要的变化与发展

需求，需要探寻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协同发展的

科学发展路径。本文的研究工作，首先基于信息生态

学、价值网、服务科学、综合集成等理论，对区域一

体化的信息服务体系的协同发展进行综合分析，以提

出一个信息生态系统发展模式的概念框架。区域一体

化信息服务体系，指在同一区域内的现代信息服务业

的参与者构成的一种信息服务价值网或产业集群的

模式，其通过信息服务的集成、协同和创新，提高区

域内现代信息服务业的竞争力。 

2.1.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协同发展的信息 
生态系统观 

作为把握与刻画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协

同发展模式的基础，需要从技术、组织、商业模式与

服务创新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的综合分析，进而研究

与描述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信息生态系统模

型。而信息生态学、价值网、服务科学、综合集成等

就是分析与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1) 信息生态系统：信息服务体系协同发展的生态

系统模式 
一般认为，1989 年德国学者拉斐尔·卡普罗论文

“信息生态学进展”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生态学

(information ecology)”这一概念的提出[5]。在该论文

中，作者提出与讨论了“信息污染”、“信息平衡”、“信

OPEN ACCESS 2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 

息富有社会”和“信息贫乏社会”之间的“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等重要社会议题。1997 年，美国学者

托马斯·达文波特和劳伦斯·普鲁萨克则研究了“信

息生态”的微观结构和系统特征，在其出版的著作《信

息生态学：掌握信息与知识环境》中，不仅在微观层

面对“信息生态”的内涵进行了系统阐释，而且结合

信息管理理论论述了信息环境中人与组织的互动关

系[6]。因此，“信息生态学”的核心思想是：人、信息

与信息环境三者之间有机联系、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

共同形成一个信息生态系统整体。 
2) 信息服务价值网：现代信息服务体系发展商业

模式的选择与再造 
随着顾客需求的增加、市场的高度竞争和电子商

务服务模式的渗透，其竞争模式随着技术和商业模式

(business model)的变化而变化，现代信息服务体系的

竞争正在向价值网(value-nets)[7]与价值网之间的竞争

转变，其竞争的本质就是商业模式的竞争。因此信息

服务价值网是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协同发展商

业模式的必然选择，这种商业模式体系的重组或再造，

集中表现在其价值体现、价值协同与价值优化，同时

也表现在跨组织、跨地区与跨行业的跨平台运营模式。 
3) 服务科学：面向服务研究和构建信息服务创新、

优化和质量管理的知识体系 
服务科学是一个包含服务科学、管理和工程的新

兴跨学科研究领域，是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8]。尽管

服务科学还处于初创阶段，但信息服务作为服务的一 

个重要范畴与领域，服务科学的系统观与方法论在现

代信息服务的协同发展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理论意

义与实践价值。 
4) 综合集成：创建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科学发

展新范式 
信息服务体系的构造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人们传

统的信息资源管理和信息服务的观念产生了挑战。集

成化正在深入地改变着现代信息服务体系的面貌，并

已渗透到信息服务的技术与设备、人员与组织、策略

与管理等各个方面，综合集成的概念也开始用于研究

解决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这个开放、动态、复杂、

协同与安全的信息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问题，这也正

是信息化发展和新一代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所要解决

的问题[9]。 

2.2. 一种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信息生态 
系统模型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既有赖

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驱动，同时又有赖于社会区域

一体化转型升级发展需求的拉动。现代信息服务体系

是一个由信息传输服务业、信息传输服务业与信息内

容业等若干关联信息服务子系统组成。基于信息生态

学的系统观，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信息生态系

统主要由信息人、信息和信息环境三部分组成，其概

念框架模型如图 1 所示[10]。 
下面结合价值网、服务科学的理论和模式，阐释 

 

 

Figure 1.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of ecosystem models 
图 1. 信息服务体系的生态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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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统模型的工作原理： 

1) 信息人 (information people) 。这里的“人

(people)”是个广义的概念，意指参加信息服务活动的

实体(entity)，包括人和各种组织，是整个信息生态系

统基础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信息分解者”为例，

其将整个生态系统中重复的、冗余的、过期的数据去

除，以保证整个信息系统中的信息的质量。值得注意

的是，第一，一个信息人在整个信息生态系统中可以

扮演一种或多种角色，承担多样的工作，它可以是信

息的生产者、传递者、消费者、管理者或分解者中的

一个或多个角色；第二，信息人之间构成竞争与合作

的关系，即竞合(co-opetition)关系。 
2) 信息(information)。信息的流转产生信息流，

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流转是双向的，

生产者通过分析生态系统中流动的信息来提供信息

产品和服务，再通过传播者将产品和服务传递给消费

者，这个过程通过“推(push)”方式促进整个信息服

务消费活动的进行；相反地，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来向生产者定制化自己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将

自己的要求通过传播者传递给生产者，这个过程则是

通过“(pull)”方式来促进了整个信息服务消费活动的

进行。值得注意的是，“面向服务”的模式重要体现

之一是“服务流(service flow)”的协同运作，即以信

息流为中心、带动信息服务价值网中其它流——资金

流、物流、商流的融合与协同，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

信息生态系统的服务质量。 
3) 信息环境(information environment)。一般而言，

信息环境由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组成，硬件环境主要

是由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技术支撑状况来判断，软

件环境主要是指整个生态系统的软实力，如整个信息

服务体系的结构状况、人才的素质、技术创新能力、

整个体系内的标准、服务能力和水平等。 
4) 服务平台(service platform)。在这个信息生态

系统中，具有各种各样的基础服务平台，对信息人的

信息和服务活动提供基础和支撑。 
5) 政府的角色与地位。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信

息人”，在整个信息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多个角色。首

先，政府承担着监管的任务，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

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来规范整个信息服务体系的服务

和产品的质量，以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其次，政府是

大量重要信息资源的拥有者，是重要的信息提供者；

第三，政府同时还是信息的消费者。 
6) 信息服务中人力资源的关键作用。现代信息服

务业对于工作人员和技术的要求都较高，需要高素质

的人才和不断创新的技术服务体系的支撑，因此实行

产学研用相结合，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转化，不但

可以解决技术创新机构资金支持问题，而且可以使企

业减少创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达到双赢的效

果；同时可以为企业提供满足行业需求的高素质的人

才，保证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的 
运作机制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信息生态系统的协同

运营与发展，在生态系统构建与运行过程中需要有适

合的措施、相应的手段、杠杆和激励方式来保证其生

态系统的协同运作。这涉及到系统的运作机制问题[11]，

其运作机制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促进和

确保生态系统中各企业、组织之间的互助和共享的合

作共享机制，确保生态系统中不同系统之间、各企业

与企业之间、系统和环境之间、企业和外界环境之间

协调合作发展的协同机制，使得生态系统内部之间、

用户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各组织之间的信息反馈能

够快速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的信息反馈机制。 

3.1. 信息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的形成是众

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与推动完成的，其维持运营和动态

良性循环，是自然、社会等参与成员(即“信息人”)
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 系统形成的直接动力：需要生态系统参与成员

尤其是组织自身实力的支撑，企业信息能力和竞争力

是生态系统形成机制的直接与重要动力； 
2) 系统形成的重要资源：各种专业化与集成化的

大型数据库、主题数据库、数据仓库、关联数据库等

的建立是信息服务企业提供其信息服务产品和服务

的重要资源，是形成机制的重要资源； 
3) 系统形成的协同创新：实行产学研一体化，进

行信息技术的协同创新，为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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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支撑体系，同时企业资金支持也推动生态系

统的形成； 
4) 系统形成中传递与交流作用：网络技术的进步

和网络基础设施的构建，为促进信息服务产品和服务

发展提供基础，对形成机制具有传递和交流作用。 
这一信息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如图 2 所示。 

3.2. 生态系统的合作共享机制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的合作共享

机制主要是通过信息服务体系的共享平台来保证其

信息、技术及知识的共享。信息、技术和知识是信息

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呈现以

及冗余信息的分解，新的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以

及有用知识的挖掘和发现，都是现代信息服务业发展

的重要基础和需求。因此，信息生态系统的合作共享

机制是保证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生态系统平

衡和信息服务业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现代信息体系中，基于信息技术、网络与数据

库构建的共享平台是提供信息产品和服务的重要的

支持与保证。这一信息生态系统的合作共享机制如图

3 所示。 
生态系统的合作共享机制能够更好的利用基础

设施降低成本，同时将企业的部分工作实现外包，企

业可以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服务和产品同时提高产

品质量，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区域一体

化的现代信息服务体系在进行信息服务和产品开发 
 

 

Figure 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ecosystem 
图 2. 信息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 

 

Figure 3.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sharing of information 
ecosystem 

图 3. 信息生态系统的合作共享机制 
 
时，需要以大量的信息与数据为基础，同时也会产生

大量的反馈数据，因此建立大型或细分数据库共享平

台对于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实现

资源和信息的优化，减轻企业在信息分析挖掘和信息

的存储分解等方面的工作量。现代信息服务业所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在不断增加，对于新信息技术的

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并且新技术的生命周期在缩短，单

独的某个信息服务企业进行自我技术创新所需投入

的成本、人力、物力和精力都太大，同时也不利于企

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上图 3 中所示的共享机制，是

通过几类共享平台实现的： 
1) 网络平台的建立能够解决服务和产品提供过

程中的交流障碍； 
2)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承担技术的创新职能，满足

企业和消费者的需求，实现技术的合作共享； 
3) 数据库共享平台支持生态系统中数据或信息

的有效流动，实现数据与信息的充分有效共享。 

3.3. 生态系统的协同机制 

协同机制是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生态系

统重要的运营机制，各个成员必须协同一致才能实现

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同发展[12]，在技术、产业开

放式协同创新发展模式日益重要的今天，显得尤为重

要。协同机制不仅仅是针对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还

包括整个生态系统中企业与环境、不同的应用系统之

间、不同的共享平台之间，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中全

方位的协同合作。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

包含众多的构成要素，涉及各种活动，整个生态系统

非常复杂，不同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对于信息需求和技

术需求存在着差异，这就需要各环节、各部分有机的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

企业自身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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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推动

动力

产学研一体化

促
进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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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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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协同运营的整体。 
生态系统的协同机制，强调的是整个生态系统的

整体性协调发展，要求各个参与成员要协调合作，这

样有利于组成要素的信息和技术的进步，对于外部环

境变化和用户需求的变化能够做出快速的调整和变

化；协同机制加强了企业之间的联系，保证了企业与

企业之间的资源的共享与结构优化。 

3.4. 生态系统的信息反馈机制 

区域一体化现代信息服务体系信息生态系统的

平衡是通过反馈机制来实现的，在电子商务环境与商

业模式下，表现为从快速有效地响应客户需求到客户

协同创新的实现[13]。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中的信息

反馈是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和方法，在整个生

态系统中，其成员可以从用户的使用反馈、企业之间

的信息反馈、企业内部的信息反馈等信息生态系统中

的信息反馈机制，为企业运行、决策，企业提供信息

产品和服务、以及企业间的合作、对技术的要求等进

行有效的调整和优化，从而使得整个生态系统能够有

序协调、平稳发展。信息生态系统的信息反馈机制工

作原理如图 4 所示。 
信息反馈机制能够使得企业更快速的从用户、生

态系统中的企业和企业内部各组织单元中得到相关

信息，并能够快速地根据这些信息对企业的各种决策

进行有效调整，或者改进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内容等。 

4.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发展 
的管理模式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的发展模式，

对现行的信息服务行业的治理结构、组织管理模式以 

及政府能力建设范式等都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探讨

适应这种协同创新发展模式的管理模式。在整个生态

系统中其所有参与成员共同创造信息服务的价值和

利益，同时也需要它们共同承担风险，没有任何一个

参与成员能够独立于整个系统之外。这就要求区域一

体化信息服务体系协同发展的管理模式，适应信息生

态系统发展的需要，在能够实现技术、基础设施、信

息、知识、人力资源与利益共享的同时，还要实现风

险共担，以确保整个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的平衡，

确保信息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传递和销售过程的正常

运行。下面从几个方面论述建立这种管理模式的对策

与建议。 

4.1. 技术、信息等资源的共享管理 

现代信息服务业是以信息为资源的产业，实现信

息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流动，确保成员能够得到及时

有效的信息，是信息服务业的基础；同时现代信息服

务业对技术的要求也非常高，技术更新频率、技术创

新与应用周期在快速；另外，现代 IT 与应用的综合

性与集成度越来越高。因此，依靠信息生态系统中的

某个企业来实现对海量信息的处理或独自完成技术

的更新，都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信息生态系统能够

实现信息和技术的共享管理。在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

体系的信息生态系统发展管理模式中，首先要建立信

息共享机制，其共享管理策略与模式如图 5 所示。 
为了确保成员之间对于自己责任的履行，应该做

到以下两点[14]： 
1) 建立信息技术供应责任分配制度 
首先应该明确成员的需求信息或需求技术，然后

通过分析需求信息或技术的来源途径或阶段，将信息 
 

 

Figure 4. The feedback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ecosystem 
图 4. 信息生态系统的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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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Information sharing management mode 
图 5. 信息共享管理模式 

 
或技术供应责任分配给适当的成员，让其在海量信息

中处理分析得到需求信息或开发出所需技术。这样解

决了企业信息收集和技术创新困难的问题，企业可以

减少自己在信息收集处理和技术创新方面对于基础

设施、高素质的相关人才等的投入，同时降低了信息

收集、处理、分析和挖掘的时间和成本，并实现技术

创新时间的缩短和成本的降低提高信息和技术的质

量。 
2) 建立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共享制度 
实现信息和技术共享的前提就是要有一套公平

的共享制度，来确保参与成员能够及时履行自己的责

任和获取自己的相关利益。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信息

共享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信息和技术的共享

提供了基础，但确保参与者之间信息和技术真正的流

动和正常的运作还需要通过共享协议或者共享联盟

的约束来实现信息的共享，在共享协议或共享联盟中

明确企业在享受使用信息的权利的同时需要履行的

责任和义务，以及需要承担的风险。信息共享制度的

建立就是为了协调系统中成员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

系，保证生态系统的平衡。  

4.2. 利益和风险的管理 

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统管理模式，其

追求的目标着眼于信息活动给信息服务体系带来整

体价值或收益，因此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

统中利益和风险的分配管理非常的重要。因为信息具

有非排他性，如果不能保证信息加工者得到的有效信

息在被使用的时候获得利益就会降低信息加工处理

者的动力，这样就非常不利于整个信息生态系统的平

衡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成员之间应该通过协商来确

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也要明确整个系统的利

益的分配情况，相应的奖惩办法，形成一个利益共享、

风险责任共担的管理模式，来提高成员的收益，达到

整个生态系统利益的最大化。 
整个利益与风险的分配要做到合理，同时生态系

统要确保整个协商结果的执行力，在利益和风险的分

配和执行阶段可以采用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督和执行，

以确保整个分配的公平、公正与合理性。 

4.3. 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管理者、服务者与消

费者角色的三位一体 

目前我国政府在现代信息服务体系发展中扮演

的角色是一个“经济人”，这样的角色也使得我国现

代信息服务体系的发展受到了资金和技术等多方面

的阻碍。政府应该理性的分析和认识自己在区域一体

化信息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调整自己的角色，

完成信息化与电子商务时代能力建设范式的转化与

升级，做到管理者、服务者和消费者多种角色的辩证

统一[15]。政府在保障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生态系

统发展中应该做到[16]： 

1) 现代信息服务业是一个高科技的产业，现在并

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很多企业没有办法进入现代信

息服务业，同时对于现代信息服务业的服务和产品也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判和衡量。因此，政府应该

加强在制定相关标准方面的进程，制定信息服务的行

业规范，来确保信息服务业的制度化和标准化的运行。 
2) 现代服务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这也使得

系统的利益和风险分配存在的问题增多。加快相关法

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来规范市场环境，营造一个公

平稳定的市场环境。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促进和帮

助现代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调动企业积极性。 
3) 加强对信息服务业的监督力度。信息服务业是

信息和技术

的共享管理

明确企业信息供应

任务

分析明确需求信息

和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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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技术的产业，准入门槛高，对技术和信息的依

赖性强，容易造成垄断。政府应该加强相关的监督力

度，打破行业垄断，对技术资源重组优化，建立有序

的行业秩序。 

4.4. 加强现代信息服务的创新管理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新形势下，协同创新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也是中国

信息服务业加快创新发展进程的重要途径。协同创新

主要产生与发展于科技创新领域，但新时期科技创新

的内涵和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科技创新也由研究开

发延伸到整个创新链，延伸到产业化全过程，延伸到

了更加广泛的经济社会领域[17,18]。科技管理的重心也

从研发管理转向创新管理 (Innovation Management, 
IM)，创新需要构造一个完整的生态链或生态圈。政

府支持自主创新，重要的是围绕完善创新链

(Innovation China, IC)来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这一

“创新链”提供研发、设计、科技咨询、信息服务、

生产力促进、金融服务、创业孵化、人才发现与培养、

软件及服务外包、现代物流、战略咨询等等不同类型

的服务。政府要通过投入和政策来疏通和支持整个信

息服务创新链的整合与激活，构建围绕创新链的多部

门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创新要素全面向经济活动的渗

透，以形成科技与经济水乳交融的良好局面。这正是

“创新型国家”或“创新型区域”的重要标志。 

4.5. 加强现代信息服务质量的评价与管理 

成功的现代信息服务业区域一体化的信息生态

系统发展的管理，还需要研究与建立满足发展管理需

要的信息服务的客户满意度、信息服务质量与发展水

平等评价体系，以实现对这一重要行业创新发展状态

的动态评估和战略管理。 

5. 结语 

现代信息技术的创新、信息服务商业模式的变革

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需求，正在深入改变现代信息服

务业的面貌和演变趋势，对现代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提

出了重大挑战，同时也为现代信息服务体系一体化协

同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为了满足现代信息

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服务经济的可持续和创新发

展，探求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协同发展路径与

成功模式，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拓展研究视野，

从体系的顶层设计到具体的系统技术集成与实现模

式进行综合研究。而近年兴起的一些新的技术、信息

构建与服务模式，如物联网、云服务(Cloud Services)、
移动互联网(mobile Internet)、关联数据(linked data)集、

社会化电子商务(social e-commerce)、大数据(big data)
分析、知识即服务(Knowledge as a Service，KaaS)等，

不仅正在成为新兴学科-服务科学的技术与系统实现

模式的重要研究对象或使能手段，而且正在改变信息

服务的技术模式、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以上一些新

兴的研究领域和学科方向、系统研究和开发成果为现

代信息服务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基本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基础，也为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协同

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本文的主

要研究工作，在于基于信息生态学、价值网、服务科

学以及综合集成的系统观与方法论，提出了一种区域

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的信息生态系统的协同创新发

展模式的概念框架，并刻画了区域一体化信息服务体

系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进而提出了相应管理模式的

对策与建议，有利于为破解“现代信息服务体系区域

一体化创新发展”这一重大时代命题提供理论支撑、

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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