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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实施协同发展方略是中国电信运营业创新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
转型突破的必然要求。本书主要从中国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的理论框架、内
容结构、应对策略 3 个方面进行了创新研究。主要研究结论有:

1. 中国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理论框架包括: 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的相关
支撑理论、基本范畴、模式选择、机理分析，以及电信运营业协同度评估指
标体系。

2. 中国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的内容有 4 个层面: 中国电信运营业企业内
部的协同发展、行业内部的协同发展、产业价值链的协同发展以及市场价值
网的协同发展。

3. 针对中国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存在的 7 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电信运营
业协同发展的策略体系包括 7 个方面的内容: 顺应协同发展趋势，破除电信
运营业传统路径依赖; 加强政策法制建设，营造公平、规范、开放的发展环
境;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建立充满创新活力的竞争机制; 优化产业生态环境，
营造整合、互动、共赢的创新氛围; 智能网络运营为本，做强智能、共享、
开放的通信网络; 服务平台建设为用，做优综合、友好、便捷的服务平台;
内容应用拓展为王，做实丰富、先进、灵活的内容应用。

关键词: 中国，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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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nergetic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scientific development，harmonious development，transforma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telecom operation businesses of China. This research does the in-
novative study mainl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content and
structure，coping strategi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Firstly，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elecom operation businesses of China in-
cludes: the correlative supporting theory，basic areas，mode selection，analysis of
mechanism of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upon the telecom operation businesses of Chi-
na，and the synergy degre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telecom operation businesses.

Secondly，the content of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the telecom operation
businesses of China mainly includes four levels: the internal synergetic develop-
ment，synergetic development within the industry，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value chain，as well as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valuation
net on the telecom operation businesses of China.

Thirdly，to solve the seven problems of the synergetic of the telecom operation
businesses of China，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strategy system of the telecom oper-
ation businesses of China includes seven aspects: conform to the synergetic trends，
ge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path dependence of the telecom operation businesses;
strengthen the policy and legal system，to create a fair，standardized and open de-
velopment environment; reduce market access barriers，construct a competition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and vitality; optimize the industry ecology environment，to
create an integrated， interactive，win-win atmosphere of innovation; intelligent
network operation oriented，make the intelligent，sharing and open communication
network strong; make service platform available，make excellent the comprehen-
sive，friendly and convenient service platform; focus on the content and applica-
tions expansion，consolidate the rich，advance and flexible applications.

Keywords: China，Telecom Operation businesses，synerget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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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从国际电信产业的发展环境与发展趋势看，四大因素正在全面、深刻地

改变着电信运营业的运营模式和竞争环境: 一是在监管政策方面，行业监管
机构致力于深化电信价值链上各个层面的竞争，完善的基础设施将不再是电
信运营商商业模式的必备要素。二是在技术融合方面，各层面的技术融合，
使原有网络被逐步淘汰，发展趋势将是高带宽的、开放的 API (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的缩写，应用编程接口) 集成与 IP 网络，以及不断丰富
的融合产品和服务。三是在社会需求方面，用户需求远远超出标准数据和通
信服务范畴，一站式、个性化、社区化、信息化的需求日益强烈。四是在经
济发展方面，经济发展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电信产业价值链各主体在价值
链上的独立性、合作性、竞争性关系形成，价值链三层结构 ( 网络 /支撑层、
产品 /创新层、营销 /服务层) 的竞争格局和 “网络中立”色彩日益明显。总
之，四大因素正在深刻影响着电信运营业的未来发展，在融合基础上的协同
发展成为电信运营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从电信运营业转型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看，为了顺应环境变化和发展趋势
的要求，国内外理论界对电信运营业的顺势转型进行了很多探索，归纳起来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由原来单纯运营商向业务内容方面的转变; 二是运营
商从网络、平台、客户这几个层面进行重新定位，运营商需要利用自身丰富
的网络资源和客户资源与市场价值网上各个环节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打造一
个信息生态体系。在实践中，国际上一些主要电信运营商从上世纪末已经开
始转型，他们主要从技术发展、网络融合以及市场开拓、产业价值链打造等
方面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

从中国电信运营业的发展现状与发展态势看，在收入利润实现方面，根
据中国电信运营业三大运营商公布的 2011 年和 2012 年上半年财报，2011 年
上半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实现平稳增长，收入分别
同比增长 11. 7%、8. 8%、13% ; 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10. 2%、6. 3%、 － 5. 5% ;
净增移动用户数分别为 1785 万、3277 万、1418 万。2012 年上半年，中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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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收入分别实现 1265. 8 亿元、2665 亿元、
1216. 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 2%、6. 6%、20%，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8. 3%、
1. 5%、31. 9%。在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型方面，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倒逼运营商从传统的话务量经营向数据流量经营转型。从三家财报看，
流量经营已步入正轨。2G用户向作为运营商流量经营重要承载的 3G 网迁移
趋势明显，2G向 3G迁移的大势方兴未艾，近 9 亿 2G 用户都已成为 3G 业务
的潜在用户群。联通、电信 3G高速增长，目前中国近 1. 8 亿的 3G用户总量，
三家运营商用户数占比基本实现 1∶ 1∶ 1，格局均衡;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
国联通 3G用户的 ARPU值分别为 74 元、67 元、91. 8 元; 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和中国联通移动数据业务收入占移动业务收入的比分别达到 45. 3%、
28. 5%、52. 3%。三大运营商业务结构正在进一步优化，3G 业务收入占比不
断提升，增值业务快速发展，数据流量的爆发性增长成为财报数据中最大的
亮点。

从中国电信运营业的发展定位与战略选择看，中国电信是国内第一个明确
提出“智能管道”概念的运营商，在 2010年年底的年度工作会议上，中国电信
总经理王晓初提出“要成为智能管道的主导者、综合平台的提供者、内容和应
用的参与者。”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也提出，要“积极向产业链资源渗透，集
中优势打造优质的、有服务的、增值的智能管道。”中国联通尽管尚未明确提出
“智能管道”概念，但在“创新服务”的大理念下，对于通信管道 “智能化”
建设也有所尝试，比如在 3G多媒体增值业务中引入的“M/T”无线上网计费单
位，对多媒体内容和文本内容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计费就是探索之一。

实现中国电信运营业自身持续健康发展以及与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全面了解中国电信运营业发
展大背景的基础上，大胆探探寻中国电信运营业自身以及与相关产业协同发
展的对策，以更好地实现中国电信运营业自身的创新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
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 二) 选题的意义
电信运营业作为信息服务业的重要网络通路和信息中枢，它上承信息设

备制造业，下启信息内容、IT 和软件服务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
化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理论界对中国电信运营业如何通过
协同发展的路径适应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的研究还不够深
入。从总体上看，分析不够透彻，研究的系统性、理论上的指导性和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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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操作性尚显不足。本研究以中国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作为选题，则是基
于研究内容的重要性与研究视角的创新性双重因素之考量。本研究旨在构建
中国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的理论和实现途径的框架，为中国电信运营业协同
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操作的基本方略，同时，通过实证研究，为中国电
信运营业如何实现协同发展提供实证分析。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信息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产业的渗透、创新和协同发展。信息化的发展

打破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分立状态，出现了以融合和协同为主要特征的技
术演进和市场演进范式，协同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的产业发展趋势。协同发
展拓宽了产业发展空间，推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不同产业的互动、
融合与协同发展，给企业治理和政府管制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急需对产业
协同发展的机理进行探讨。相对于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协同论与耗散
结构论、突变论一起，被哲学界称为新三论。这些理论描述了一些客观规律。
在经济界，从社会分工的产生起，协同也伴之出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分
工的细化，协同愈见之重要。

( 一) 国外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相关研究和电信运营业发展现状
1. 国外关于企业创新要素协同模式研究
( 1)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模式。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

R. Nelson和 G. Winter在生物进化理论的启示和借鉴下，通过对创新过程机理
的深入研究，创立了创新进化论，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① 此
后，如 Freeman、Lundvall、Nelson 等许多学者，在国家、区域等更广的范围
开展了技术与制度创新等综合性研究，② 并推动了企业创新协同的相关讨论。
如单从 R＆D活动已很难解释企业创新发展，Slavo Radosevic 认为必须从技术
体系和制度结构互动演化，理解企业的创新系统，并认为技术变革主要依赖
于组织的学习过程，而组织学习过程深受规范竞争与合作行为的制度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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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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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① Alchian认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着高度依赖性，在二之间
连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可以考察分析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之间的相对优势，
从而为企业进行创新决策提供导向。②

( 2) 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协同模式。在基于集成化的技术创新方面，En-
sign 指出优化和利用存在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个人或团体的科技知识是至关重要
的，资源共享对实现企业发展和生存是一个主要贡献。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研
发团队内的制约因素 ( 费用和时间) 可通过与跨国公司或其他研发集团的协作，
结成动态联盟等灵活的组织形式，进而降低成本和缩短完成研发任务的时间，
通过技术知识共享的各研发团体应建立研发网络，有效利用或平衡资产 ( 资源
分散) 。对于国内 ( 跨国) 企业技术知识的共享，重点是在建立一个组织的情况
下，鼓励协作研发团体之间的合作。强调优化或更多地利用资源，特别是那些
有形的和特有的竞争优势。在组织框架下，研发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
依存关系，并通过规模经济实现协同作用。在策略方面，协调和彼此协作是确
保研发绩效最大化的前提。③ 企业资源获取与技术创新能力密切相关，技术创
新的成功与企业内各部门之间或不同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密切相关。④

( 3) 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协同模式。在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协同研究
方面，Griffin研究了研发和营销职能间的整合。如大多数学者从企业生命周
期发展阶段出发提出，随着组织规模的增长，研发和营销职能必然向更加专
门化的方向发展，久而久之两个部门只关注自己部门内部的问题，从而造成
部门分离的状况，组织内部职能整合变得越来越难。因此，要求加大研发和
营销间的整合，从而提高企业新产品推出的效率。⑤ 针对研发和营销职能分割

5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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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关注研发和营销整合的学者大多是从新产品发展的角度对两者的整
合进行研究，并指出单纯从职能上对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进行整合是难以实
现的，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协同创新实现短期竞争利润并形成长
期竞争优势，促进其价值增加和适应环境灵活性反应的提高。① 实际上研发和
市场营销的整合是创新、新产品开发、一般管理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②

Michael Song等以飞利浦公司为例，指出信息化条件下市场部门与技术部门的
协同有利于知识的沟通与共享，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准确获得使该公司的研
发活动更趋于国际化。所以，大多数管理者都承认研发部门和营销部门之间
的交流使技术开发的成功率得到提高。③

( 4) 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协同模式。Thorn herry 指出创新文化能够激励
和鼓励科技工作者及企业各类人员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并在企业中形成
鼓励探索、激发个性、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④ Perrioux. F 认为各
种文化价值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
速技术创新的基础，并且决定着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⑤ 美国哈佛
商学院 JohnP. Kotter和 James L. Heskett经过长达 11 年的研究考察，发现具有
高绩效文化的公司与没有高绩效文化的公司相比，前者技术创新收入及总收
入平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后者，股票价格上涨明显高于后者，净收入增长也明
显高于后者。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协同促进了技术创新绩效的明显提升，⑥

John. K认为协同规范从全身心的参与变为 “即时的知识共享”，企业员工对
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案、分析方法达到共识，成员间频繁的交流
意见使快速分析、筛选技术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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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onough，E. F. III. Investigation of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 of cross-functional teams
［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0 ( 17) : 221 ～ 235; Sherman，J. D. ，Souder，W.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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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nherry，D. M. . Fostering a Culture of Innovation ［J］ .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
stitute，2003，129 ( 4) : 44 ～ 48

［法］ 配鲁·新发展观 ［M］ . 张宁，丰子义，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
［美］ 约翰·科特，詹姆斯·赫思克特 . 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 ［M］ . 李晓涛，译 . 北京: 中

国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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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t Boeing-Rocketdyne ［J］ . MIS Quarterty，25 ( 2) : 229 ～ 249



( 5) 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协同模式。Amour 等认为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
彼此协同、相辅相成，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管理进步，而管理的变革也势必与
技术变革相适应。技术创新引发了管理思想、理念、方法、体制、流程、组
织模式变革等一系列创新，推动了深层次组织结构变革，管理创新必须与技
术创新相匹配，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取得竞争优势，先进的技术也
为实现科学管理提供了科学、高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随着信息技术与产品
技术的融合，产品工艺设计、业务流程、生产控制等，趋于向模拟、仿真、
集成方向发展，新的生产方式也促使管理实现集成化变革，并与技术创新相
匹配，同时，技术创新也为管理变革提供了支撑作用。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
的动态协同发展，促使二者的整合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态势。①

( 6) 创新要素整合模式。Damanpour. F 在研究了以往的创新观点之后提
出: 尽管以前的创新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包括创新结果论、过程论、创新
的理性观点、自组织观点、政治观点、制度观点、解释观点等多方面的研究
观点和研究内容，② 为整合创新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大多创新研究
都没有从创新的根本问题出发，未能解决创新的本质问题。同时，由于研究
的分散性，各种理论成果之间缺少统一的分析框架。在创新研究理论比较分
散、创新结果难以整合的现状下，大多创新管理研究只关注了创新系统中的
有限要素，而忽视了复杂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根本逻辑。值得注
意的是 Roy Rothwell的研究，他在总结评述企业创新模式发展演变的基础上，
提出了系统整合创新管理模式。系统整合创新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组织
全系统范围内更大的整合，扁平化和灵活性的组织结构，促进快速决策和完
善内部数据库建设，实现有效的外部联系。③ 另外，Tom Peters 提出创新与组
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联系。④ Joe Tide等人提出企业创新必须同市场、
组织等变革相互整合，⑤ 实现创新要素全面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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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电信运营业协同发展相关范畴的研究
协同学是由原西德科学家赫尔曼·哈肯在上世纪 70 年代创立的一门跨学

科理论，通过分析由完全不同性质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研究这
些子系统是通过怎样的合作才在宏观尺度上产生空间、时间或功能结构的协
同，其中狭义的协同是指与竞争对立的合作、协同、互助等，广义的协同既
包括合作，也包括竞争，即认为竞争是实现协同的前提和必然步骤，竞争的
存在和结果将会带来系统内和系统间更大的差异、不平衡性。从开放系统的
演化角度看，这种竞争为系统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演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
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也为企业创新要素协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简
单说来，它是探讨合作的科学。所谓经济协同发展，就是指系统内各经济单
元和经济成分之间协和共生，自成一体，形成高效和高度有序化的整合，实
现系统内的“一体化”运作与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

Ono and Aoki ( 1998) ① 对电信、广播、出版三个产业的融合进行了单独
分析，并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阐述媒体信息服务融合的实质。Greenstein
Shane和 Khanna Tarun ( 1997) ②、Choi D. 和 Valikangas L. ( 2001) ③、Geradin
D. ( 2001) ④ 认为，从产业边界的变化来看，产业融合是以数字融合为基础，
为适应产业发展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波特 ( 1997 ) ⑤ 提出融合
的“合一论”，并认为新经济的本身是使用新技术的旧经济。日本产业经济学
家植草益 ( 2001) ⑥ 认为，“产业融合就是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
行业间的壁垒，加强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或者当两个或两个以上以
前处于不同产业中的企业成为直接竞争者时，就意味着融合。Ames 和 Rosen-
berg ( 1997) ⑦ 指出，在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早的融合表现为技术的融
合，技术融合可以从生产过程和通用技术两个角度来考察。从生产过程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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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技术融合是指广义类似的新型生产过程被其他众多产业所采用; 从
通用技术的角度来看，通用技术通过融合到其他产业，提高了它们的生产效
率。信息时代，产业融合以信息技术之间的相互融合和信息技术与其他产业
技术之间的广泛渗透和融合为特征。Sahal ( 1985) ① 和 Dosi ( 1988 ) ② 指出，
某些技术在一系列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与扩散，并导致创新活动发生的过程，
可被视为技术融合。Mueller ( 1997 ) ③ 把 “信息转换成数字后，将照片、音
乐、文件、图像和对话透过同一种终端和网络传送及显示”的现象称为 “数
字融合”。Lei ( 2000) ④ 认为，产业融合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产业之间具有共同
的技术基础，能够首先发生技术的融合。Bally ( 2005 ) ⑤ 认为，技术融合不
仅仅发生在信息传输业，技术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各独立产业或市场部
门的边界。

技术融合发生后，要求在创新技术基础上，对原有技术生产路线、业务
流程、管理和组织等进行全面协调和整合，以实现资源共享，改善成本结构，
增强核心技术和提高业务能力等。Taschdjian ( 2003) ⑥ 认为，融合的过程是:
首先是技术变革 ( 如传输、转换和存储技术等) ，然后技术变革导致成本收益
变化 ( 如成本水平降低、市场进一步细分等) ，成本收益变化导致市场行为变
化 ( 如竞争取代垄断、特色与功能比价格重要、客户服务愈显重要等) 。他还
指出产业融合有四个维度: 技术、市场、法规和应用。Alfonso 和 Salvatore
( 1998) ⑦ 以电子行业 1984 年 ～ 1992 年的数据证实了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的
关系，产业融合应以市场融合为导向，技术融合并不必然带来产品和市场的
融合，因而并不必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融合。Christensen 和 Rosen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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