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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

概念模型及机制研究

陈欣美

（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北京 100871）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软件为国家信息产业发展以及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属于知识密集型产品，

知识活动贯穿软件开发全过程。目前针对软件企业以开放式创新视角引入知识协同理论进行研究者仍少且深

度不足，笔者构建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概念模型及机制，增强中国软件企业活力、降低知识

创新成本，实现多方共赢，达到“1+1>2”的协同效应。[方法 /过程]以文献分析法及概念模型法在现有理论

基础上针对软件企业构建知识协同概念模型及机制。[结果 / 结论]探讨软件企业与外部利益关系者等各参与

主体，通过知识资源共享、识别、转移、应用与创新等知识协同过程，促进知识资源最优化利用，并提出开

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机制，包括异质性协调机制、信任及沟通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以及产权保

护机制，以丰富知识协同研究领域研究，并为软件企业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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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Softwar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Software products are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s and knowl-

edge activities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knowl-

edge collaboration in software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n innovation.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the con-

cept model and mechanism of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in software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n in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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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科技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袁
云计算尧 大数据尧 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袁
使得软件成为国家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重要

基础和支撑袁 驱动了数字经济发展及智能社会演进袁
加速了软件向各行业各领域的渗透与应用 [1]遥 根据工

信部公布袁 中国软件产业 2019 年全年度业务收入达

71 768 亿元袁 较前一年同比增长 15.4%[2]曰 行业重点企

业研发投入强度为 10.1%袁 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缩

小[3]袁 显示中国软件产业正朝向高质量方向快速发展袁
软件贯穿各产业包括研发尧 制造尧 产品尧 服务以及生

态等全价值链袁 推进中国社会尧 生活信息技术尧 民生

消费及治理结构等发生了变化袁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

升级袁 带动中国经济发展遥
目前中国软件企业除了面临升级与重构的压力和

挑战外袁 还面临知识和经验积累不足袁 无法满足用户

跨行业渗透和融合的交叉需求曰 此外袁 软件核心技术

及应用的创新能力较弱袁 使得软件同质化现象严重遥
由于软件属于知识密集型产品袁 知识活动贯穿软件开

发全过程袁 回归知识面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遥 知

识协同能使软件企业在与外部利益关系者等各参与主

体袁 在开发过程中的知识资源共享尧 识别尧 转移尧 应

用与创新等过程进行协同袁 以弥补知识缺口尧 降低知

识创新成本袁 实现多方共赢袁 促进知识资源最优化利

用袁 达到 野1+1>2冶 的协同效应遥 目前针对软件企业以

开放式创新视角引入知识协同理论进行研究者仍少且

深度不足袁 故笔者试图以开放式创新为视角袁 构建软

件企业知识协同概念模型及机制袁 以丰富知识协同研

究领域研究袁 并为软件企业提供指导遥

2 文献回顾

2.1 软件企业知识协同的特点

知识协同是以知识创新为目的袁 参与主体与利益

关系者在知识协同作用下进行知识资源共享尧 识别尧
转移尧 应用与创新袁 以弥补知识缺口尧 降低知识创新

成本袁 实现多方共赢袁 促进知识资源最优化利用袁 达

到 野1+1>2冶 的协同效应[4]袁 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动态整

合内外部系统尧 商业过程尧 技术和关系以达到组织绩

效最大化的组织战略方法[5]曰 从协同的角度看袁 知识协

同是各参与主体按角色尧 工作任务尧 流程相互配合协

同工作袁 强调知识资源的共享尧 识别尧 转移尧 应用与

创新[6]曰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袁 知识协同是为了解决

知识管理中错综复杂的问题袁 以实现知识管理的最大

效益[7]遥
软件企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组织袁 产品或服务

的质量依赖于软件开发过程袁 从开发过程一开始即被

赋予目标袁 以用户需求为开始进行输入袁 并要求在规

定时间尧 人力和预算下袁 开发人员使用给定的开发工

tion, helps software enterprises in China to reduce the cost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achieve win-win results

and achieve the synergy effect of "1 +1>2". [Methods/Process] 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ies, the paper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model of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and related mechanism for software enterprises. [Results/Conclu-

sions] We discuss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sharing, identification, transfer,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between

software enterprises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to promote the optimal use of knowledge resources. We put forward

the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of software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n innovation, including

heterogeneous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enrich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and pro-

vide guidance for software enterprises.

open innovation; software enterprises;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bi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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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尧 知识资源尧 资料库等袁 将用户需求转化为可执行

的软件工程活动后袁 输出软件产品或提供服务袁 其中

包括软件维护尧 技术支持等袁 最后在产品或服务验收

后进入维护尧 版本迭代或终止遥 由于软件开发是基于

用户需求及要求来进行袁 无法完全参照过往开发内容

及模式袁 加上软件研发的知识更新需求及淘汰速度快袁
使得软件企业对知识创新的需求迫切袁 软件企业及其

员工需不断更新知识袁 才能掌握所需要的知识资源袁
并在开发过程中创造出新的知识袁 将新知识应用到新

技术或新产品中袁 并使之商业化袁 以构建未来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遥
综上所述袁 软件企业知识协同具有下列几个特点院

①软件企业知识协同的目的在于完成创新性任务袁 最

终达到知识创新目标的过程曰 ②软件企业知识协同的

过程为各参与主体将各自所拥有的知识袁 透过知识协

同使知识资源获得共享尧 识别尧 转移尧 应用与创新袁
强化各参与主体知识的内在联系袁 弥补各参与个体的

知识缺口袁 实现知识和能力的优势互补袁 减少学习和

吸收知识资源所需付出的成本曰 ③软件企业知识协同

的最终结果在于使各参与主体在协同作用下相互合作袁
减少知识创新成本袁 弥补知识缺口袁 实现多方共赢以

及知识资源最优化利用袁 达到 野1+1>2冶 的协同效应遥
2.2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

随着全球化发展袁 客户需求变得更加复杂袁 加上

技术日趋复杂袁 使得软件产品无法满足客户需求袁 使

得软件企业必须开放原本封闭的线性系统袁 与外部利

益关系者合作袁 利用内外部技术知识和创意进行创新

活动 [8]袁 让创新资源在组织之间的流动与重新组合 [9]袁
加快内部创新袁 同时扩大外部市场的创新及使用 [10]袁
方能组织使获得成本更低尧 速度更快以使收益报酬更

多袁 强化组织竞争能力遥
2.2.1 开放式创新范式

开放式创新主要是通过获取外部市场的信息资源

和技术资源袁 以弥补组织内部创新资源不足袁 进而提

升组织的创新绩效[11]遥 常见以开放式创新漏斗图 渊图
1冤 [12]直观解释开放式创新袁 在组织进行创新活动时袁

除了通过内部资源投入外袁 亦通过不同路径与外部利

益关系者针对所需要的创新要素进行共享尧 识别尧 转

移袁 通过组织内部应用与创新遥 知识密集的软件企业

为提供满足市场多变需求的产品或服务袁 必须追踪技

术发展最新趋势袁 即时调整技术发展方向[13]袁 使得软

件企业于开放式创新环境下进行知识协同成为创新活

动能否成功的核心关键遥

2.2.2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的特点

软件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袁 首先确认用户需求

概念袁 其次在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进行相关知识集

成袁 从用户尧 供应商尧 合作伙伴尧 外部开源软件尧 竞

争对手尧 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吸收大量外部知识和技术

投入产品研发过程中袁 通过知识协同开发出满足用户

多样化需求的产品或服务袁 最终实现软件产品或服务

的交付与使用遥 从开放式创新范式来看袁 软件企业进

行创新活动时袁 不仅使用了内部资源袁 同时整合外部

技术知识和创意来进行创新活动袁 以强化创新和协同

的意愿袁 进而加快软件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袁 增加知

识存量袁 进而实现知识创新[14]袁 这使得开放式创新视

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具有下列 5 个特点院 ①参与主

体包括软件企业以及外部各利益关系者如用户尧 供应

商尧 合作伙伴尧 竞争对手尧 技术中介机构尧 知识产权

机构尧 大学及科研机构尧 风险投资及金融机构尧 政府

等曰 ②参与客体为软件企业内外部的知识资源袁 包括

内外部技术知识尧 经验及创意等隐性知识袁 以及语言

文字尧 相关文档尧 资料库等显性知识曰 ③开放式创新

视角下软件企业的知识协同过程包括了对软件企业内

外部的知识资源进行共享尧 识别尧 转移尧 应用与创新袁
并共同承担一定的风险[9]曰 ④涉及软件企业的能力则包

图 1 开放式创新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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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有发明能力尧 吸收能力尧 转型能力尧 连接能力尧 创

新能力和解析能力[15]曰 ⑤推动价值网络体系增值和各

个利益相关者的创新袁 最终结果在于获得知识协同效

应[16]遥
2.2.3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知识协同的文献回顾

梳理现有研究文献袁 目前已有软件企业开放式创

新相关研究包括 HOBDAY 等强调在开放式创新环境

下袁 软件企业以系统集成将内部开发新技术并应用到

新产品袁 且能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新产品开发袁 整合

外部知识及技术资源[17]曰 田丹等对东软集团进行了案

例研究袁 发现国内软件企业利用开放式创新实现技术

的能力快速成长 [18]曰 朱紫航以杭州市软件产业为例袁
显示开放式创新可更精细地了解市场需求袁 促进软件

企业创新[19]遥
而目前以开放式创新视角研究知识协同相关文献

则包括闻波经实证结果发现袁 社会化网络对于知识协

同和开放式创新呈现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20]曰 储节旺

等提出开放式创新中的知识协同受创新开放度尧 知识

需求尧 知识供给时间尧 知识匹配度与知识共享程度等

影响[21]曰 王文华等从知识协同角度研究组织间的开放

式创新可提高企业知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22]遥 从上

述研究结果可发现袁 现有文献以软件企业开放式创新尧
开放式创新与知识协同为主袁 以开放式创新视角针对

从知识协同进行研究者仍少袁 故笔者试图以开放式创

新为视角袁 针对软件企业知识协同进行研究袁 以丰富

现有研究领域遥

3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

同概念模型构建

基于前述理论梳理可发现袁 在开放式创新视角下

软件企业以及外部利益关系者袁 通过知识资源进行共

享尧 识别尧 转移尧 应用和创新等知识协同过程袁 彼此

共同承担风险进行创新袁 从而获得协同效应遥 在此过

程中袁 各参与主体为达到其目的袁 在内部以及外部环

境尧 知识客体尧 协同过程等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最终结

果遥 笔者以目的尧 参与主体尧 参与客体尧 知识协同过

程尧 野场冶 以及最终结果等 6 个构成要素袁 构建以开

放式创新为视角的软件企业知识协同概念模型 渊图 2冤遥

渊1冤 就目的来说袁 以开放式创新为视角的软件企

业知识协同在于完成各参与主体的战略目标和需求袁
根据各参与主体的目标尧 内部作业流程进行进度规划袁
将目战略标分解成各阶段需求袁 通过各参与主体的参

与及投入袁 达成既定目标并实现 野1+1>2冶 的协同效

应遥
渊2冤 就参与主体而言袁 在产品或服务的研发过程

中袁 软件企业为完成用户需求袁 针对用户需求开放自

身的边界袁 与各参与主体包括用户尧 供应商及合作伙

伴 渊如硬件尧 操作系统尧 数据库尧 中间件尧 应用软件

和服务等厂商冤尧 技术中介组织尧 创新平台尧 外部开源

软件尧 竞争对手尧 大学和科研机构尧 政府尧 风险投资

及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合作袁 形成知识流动的创新

网络进行知识协同袁 吸收大量外部知识资源袁 通过知

识协同过程开发出满足用户多样化尧 符合市场需求的

产品或服务袁 实现软件产品或服务的交付使用遥
渊3冤 就知识客体来说袁 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袁 各

参与主体通过知识协同的自组织过程袁 各参与主体相

互开放组织边界袁 将各自的知识及经验进行最大范围

的传播袁 使得知识流贯穿整个知识协同过程袁 各参与

主体在实现异质性知识的循环流动袁 从而促进协同活

动展开袁 最后除了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用户所需的产品

或服务袁 从而获得经济利益外袁 各参与主体的知识资

源所处的状态也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地发生改变袁 使得

各参与主体的知识存量持续积累袁 最终获得协同效应遥
渊4冤 就过程来看袁 在开放式创新视角下知识协同

图 2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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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外部知识流入各参与主体内后袁 在软件企业内

部进行共享尧 识别尧 转移尧 应用和创新等活动曰 各参

与主体以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在时间及空间下袁 以自组

织的方式通过协同行为使知识在隐性与显性之间不断

转换并呈现螺旋上升[21]袁 带动各参与主体知识存量增

加袁 弥补知识缺口袁 实现知识和能力的优势互补袁 减

少学习和吸收知识资源所需付出的成本袁 并加快软件

企业新产品开发速度袁 提高产品竞争力袁 从而提升竞

争优势[22]遥
渊5冤 就 野场冶 来说袁 在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

业的知识协同过程中袁 各类资源如人流尧 金流尧 知识

流尧 资源流尧 物流等袁 在时间尧 空间与环境中相互作

用下袁 为各参与主体的知识创新和发展提供了能量尧
质量与场所 [23]遥 野场冶 融合了虚拟环境及实体场袁 主

要包括外部知识市场环境尧 政府法规制度以及社会环

境袁 以及各参与主体本身的组织文化尧 协同技术环境尧
内部制度环境等袁 在 野场冶 中各参与主体间基于特定

用户需求袁 为产品或服务的研发尧 生产尧 技术创新等

开展知识合作袁 共同促进各参与主体以直接或间接对

话尧 面对面接触学习等方式加强彼此间互动协同[24]以

支持知识协同的运作袁 最终使得各参与主体的知识不

断扩展并呈现螺旋上升遥
渊6冤 就结果而言袁 在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

的知识协同过程中袁 各参与主体在协同行为下相互合

作袁 使得知识创新成本减少袁 知识缺口获得弥补袁 并

在质量尧 服务和时效上获得改善袁 促使有形的资源创

造尧 无形的知识存量增加以及知识创新袁 并在最终实

现 野1+1>2冶 的协同效应袁 具体表现包括院 ①完成任

务袁 并满足任务及目标需求袁 包括新产品或新服务尧
既有产品或服务的改善或新功能的增加曰 ②绩效提升曰
③知识资源增长袁 并满足了各参与主体知识资源量的

增加以及知识获取的效率提升曰 ④组织知识能力提升袁
包括知识拓展能力尧 运用网络知识资源的能力以及知

识创新能力曰 ⑤各参与主体之间关系获得改善曰 ⑥知

识创新袁 由于内外部知识重组袁 将改变原有知识结构袁
促进新知识的发现袁 使得各参与主体原有知识获得扩

展与更新袁 进而达到知识创新的目的曰 ⑦其他效应袁

包括其他资源的整合优化尧 流程的优化与改善尧 各参

与主体满意度提升[25]以及创新成本的降低等遥

4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

同机制

机制是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

方式遥 良好的机制能在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袁
自动地迅速做出反应袁 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袁 以实

现优化的目标遥 在软件企业主导下袁 开放式创新视角

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机制是指各参与主体运用知识协

同促进知识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演化[22]遥 为了进一

步分析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袁 笔者采用

RAJAGOPALAN 等提出的战略决策过程[20]袁 将决策过程

中的前置因素 渊Antecedent Factors冤 通过投入过程

渊Process Characteristics冤 进而影响结果 渊Outcomes冤袁
探讨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机制袁 提出

异质性协调机制尧 信任及沟通机制尧 利益分配机制以

及产权保护机制袁 贯穿整个知识协同过程 渊图 2冤袁 实

现有价值的知识资源在各参与主体成员间高效地转移

和重构[26]袁 最终达到知识协同效应遥
4.1 异质性协调机制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中袁 各参与

主体紧密合作构成了一个跨组织异质性知识网络袁 存

在了各自的目标尧 知识尧 文化和互动关系等异质性[27]袁
具有专业异质性尧 经验异质性以及思维异质性等特

征[28]袁 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异质性可激发各参与主体跨

越边界获取新知识袁 当各参与主体能有效的结合异质

性知识袁 其本身具有很好的专长基础时袁 将更容易产

生知识创新[29]遥 RODAN 等认为各参与主体在知识异质

性的环境中可获得更高的创造力袁 并能促进创新想法

的实现袁 提升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30]曰 然而当知识要

素过于多样化时袁 将使要素组合的方式产生不确定性袁
将可能带来思维的突破袁 也可能影响知识协同绩效及

结果[31]袁 进而造成企业运营风险遥
知识异质性会促进各参与主体内部与外部的交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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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内部交流有利于不同知识的碰撞袁 刺激知识的发

展与创新袁 而外部交流将会引入新的知识和观点袁 此

两种交流都会改善团队的创新绩效[32]遥 然而当各参与

主体的思维方式尧 对目标任务的不同解读等将影响各

参与主体间的知识协同过程及结果曰 此外袁 专业差异

包括不同知识背景尧 领域差异以及不同的知识结构[33]

以及跨组织的文化距离[27]对于知识协同效果亦会产生

重要影响袁 因此在知识协同过程中建立异质性协调机

制袁 将有助于各参与主体意识到彼此的价值袁 将不

同领域知识的充分交流形成更大的知识池袁 减少异质

性可能带来的信息过程冲突袁 实现有目的性的知识互

补[26]袁 充分利用异质性所带来的知识优势和创新张力袁
实现内外部知识资源的知识协同过袁 从而获得软件企

业知识协同效应袁 提升各参与主体的竞争优势遥
4.2 信任及沟通机制

在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的各参与

主体来自不同知识领域袁 各自有着不同的认知过程袁
不同背景的成员可能提出差异性的看法袁 甚至在某个

问题上形成对立视角袁 进而陷入认知冲突 [34]袁 使得沟

通产生障碍袁 影响团队交流袁 降低知识交换意愿袁 导

致知识共享缩小范围[28]遥 认知冲突既能促进知识协同

与创新袁 但也可能阻碍协调和效率[35]袁 如何有效解决

认知冲突须依赖信任和沟通机制袁 包括了关系距离尧
信任与沟通遥

在知识协同过程中袁 各参与主体的关系距离是指

知识源体和知识受体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袁 将对最终

结果造成深刻影响遥 ADLER 等认为关系距离在知识转

移和知识共享起到重要作用[36]袁 当高信任度时关系距

离会变小袁 将使各参与主体努力使知识接受方能充分

识别尧 理解和运用新知识[37]袁 带动各参与主体形成共

同目标袁 并在协同过程中共享任务知识袁 使得团队创

造力和团队效率得以提高袁 减少激励和协调的成本袁
并能积极影响团队的工作成果和创造绩效[38]遥

随着各参与主体的接触与交流日益频繁袁 彼此之

间的互动频率和亲密度获得提升袁 进而使信任关系提

升[27]袁 促进沟通和交流袁 增强各参与主体知识协同的

意愿和动力袁 使得各参与主体资源共享和技术合作形

成良性互动与循环袁 实现知识异质性的效用最大化袁
增强了各参与主体知识协同的路径依赖性袁 提高彼此

信任度与退出的转换成本[22]遥 VAN KNIPPENBERG 等

指出袁 信任和沟通机制除了提升各参与主体的信任关

系与沟通协调外袁 异质性的各参与主体拥有不同的社

会网络袁 在其背后隐藏了大量知识资源袁 在沟通和信

任机制达到一定程度后袁 将使各参与主体积极贡献自

己的社会网络袁 主动寻找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 [39]袁
进而达到知识创新的目标遥
4.3 利益分配机制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中袁 各参与

主体有其各自战略目标袁 并在着眼于各自目标及利益

驱动下参与知识协同袁 使得成果产出获利后如何公平

合理的分配利益袁 避免出现机会主义行为袁 成为软件

企业知识协同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40]袁 因此

建立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袁 透过机制协调各参与主体

间的利益冲突袁 提高知识协同效率并维持软件企业知

识协同的创新网络持续且健康的发展袁 进而实现多方

共赢袁 达到 野1+1>2冶 的协同效应袁 具体作法如在合作

前期通过签署契约袁 载明各参与主体共同协议战略发

展目标以及利益分配袁 将有利于在协同过程中建立起

信任关系袁 促使各参与主体间的关系能够长期且稳定

维系袁 此举亦有利于促进沟通尧 知识资源共享以及技

术合作的频率袁 进而促进知识协同的进行袁 最终达到

知识创新的目的[27]遥 就利益而言袁 在最终产品或服务

产出后袁 除了有形资产收益外袁 还包括无形资产的收

益袁 如商标尧 专利权以及商誉等袁 所以利益分配机制

必须基于公平合理袁 做到投入与风险补偿袁 使各参与

主体的付出与收益形成正比袁 并在过程中达到互惠互

利与共赢袁 方能以利益驱动各参与主体在知识协同过

程中的各个阶段与环节以多赢为目的[41]携手努力袁 维

持软件企业知识协同持续稳定发展遥
4.4 产权保护机制

软件的知识产权指的是在计算机软件开发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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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创造出来的智力成果的所有权利袁 主要包括了著作

权尧 专利以及与商标权遥 在开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

业知识协同中袁 知识水平较高的参与主体可能出于自

我保护袁 选择减少或不进行知识共享以保护自己的知

识主体地位[26]曰 其次袁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缺乏袁
使得各参与主体在软件企业知识协同过程中为保护自

身知识产权形成壁垒袁 进而导致彼此之缺乏知识探讨

和交流曰 此外袁 由于供应商的产品或服务质量无法保

证袁 甚至各利益关系者可能转变为竞争对手袁 使得各

参与主体缺乏对彼此的信任[19]曰 由此可见各参与主体

应以共赢为目标袁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袁 明确各参

与主体知识协同的范围和职责袁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尧 事前协商并签署知识产权合作契约尧 制定知识产

权保障及违约惩罚等袁 以增强各参与主体进行知识协

同的动力袁 具体作法包括有遥
渊1冤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遥 各参与主体应强化

内部员工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意识袁 健全内部软件管理

以及知识产权相关规章制度袁 以增强规范性[42]曰 其次袁
借助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袁 如及时进行著作权

登记以及商标注册等[43]曰 第三袁 及时认定软件技术秘

密且采取保密措施袁 保护自身软件知识产权价值遥
渊2冤 签署知识产权合作契约遥 在合作初期明确各

参与主体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软件技术成果归属关系袁
通过签署协议载明软件权利归属关系袁 共同约定软件

开发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对于即将开发的软件产品或服

务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袁 以及最终软件技术开发成果

的权利归属关系以及经济利益等曰 同时制定软件许可

合同或授权条款袁 明确规定软件使用权的许可或转让

等相关事宜袁 避免事后争议或侵权纠纷[44]遥
渊3冤 载明知识产权保障及违约惩罚遥 在开放式创

新视角下软件企业开展知识协同袁 由于涉及与其他参

与主体合作袁 触及知识产权归属尧 利益分配尧 违约惩

罚等问题袁 应针对软件研发尧 制造尧 销售尧 服务等不

同环节袁 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应制度袁 通过制度明

确知识协同合作条件尧 知识产权利益协调袁 有效管理

知识产权袁 并针对商业秘密尧 知识资源以及员工经验

等难以量化的部分加以探讨袁 据此提出知识产权保障尧

明确约束以及违约惩罚机制[45]遥

5 结 语

中国软件产业正朝向高质量方向快速发展袁 除了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外袁 亦带动中国经济发展遥
软件属于知识密集型产品袁 知识活动贯穿软件开发全

过程袁 但目前针对软件企业以开放式创新视角引入知

识协同理论进行研究者仍少且深度不足曰 笔者在现有

理论基础上袁 试图以开放式创新视角袁 针对软件企业

构建知识协同概念模型袁 探讨软件企业与外部利益关

系者等各参与主体袁 通过知识资源共享尧 识别尧 转移尧
应用与创新等知识协同过程袁 促进知识资源最优化利

用袁 弥补各参与主体的知识缺口尧 降低知识创新成本袁
实现多方共赢袁 达到 野1+1>2冶 的协同效应袁 并提出开

放式创新视角下软件企业知识协同机制袁 包括异质性

协调机制尧 信任及沟通机制尧 利益分配机制以及产权

保护机制袁 以丰富知识协同研究领域研究袁 并为软件

企业提供指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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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情报学年会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征文通知
要要要应对不确定的未来院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使命与挑战

一尧 会议宗旨

继南京大学尧 武汉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情报学与情报

工作发展论坛后袁 2020 中国情报学年会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

论坛拟于 2020 年 11 月下旬在广州 渊具体时间视情况而定冤 举行遥
中国情报学年会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致力于发展成为中国

情报学领域规模最大尧 层次最高的综合性学术会议袁 旨在加强中国

情报学学界和业界的合作与交流袁 推动中国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发

展袁 提升中国情报学水平遥
本届年会以 野应对不确定的未来院 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使命与

挑战冶 为主题袁 继续关注情报学学科根基与发展尧 情报学的变革与

守正尧 情报学教育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袁 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时袁 以 野准确识变尧 科学应变尧 主动求变冶 的心态去应对袁 不忘初

心袁 牢记学科使命袁 把握变革时的挑战与机遇袁 在保持学科本色的

前提下不断推动情报学的发展袁 构建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尧 学

术体系尧 话语体系袁 使情报工作在国家战略尧 社会治理尧 政府决

策尧 科技进步尧 国家安全尧 人民幸福中发挥更大作用遥
本届年会拟举办 野院长论坛冶尧 野所长论坛冶尧 野圆桌会议冶尧

野青年学者论坛冶尧 野期刊论坛冶 以及 野高层次人才招聘会冶 等袁 共

同探讨中国情报学学科和情报事业未来发展之路遥 年会将秉承情报

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优良传统袁 邀请相关高校和各级各类情报所

的专家学者尧 师生代表尧 从业人员共同参会袁 围绕情报学和情报工

作的挑战尧 机遇和使命展开讨论遥 热忱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和参会!
二尧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

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三尧 征稿主题要要要应对不确定的未来院 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使命与

挑战

分主题 渊包含但不限于冤院 (1)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学院 学科体

系尧 学术体系尧 话语体系等遥 (2)面向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情报学与

应急信息管理院 情报体系曰 危机信息管理曰 智库服务曰 数据治理曰
网络舆情曰 大数据等遥 (3)情报学理论院 信息的历史尧 理论和哲学曰
情报学边界与内核曰 情报研究范式曰 情报工程曰 数据治理与安全情

报曰 数据科学等遥 (4)情报学方法院 情报学方法体系曰 信息与网络科

学曰 信息计量与评价曰 信息与社会计算曰 定性研究方法尧 定量研究

方法尧 混合方法研究等遥 (5)情报技术院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曰 大数

据曰 数据挖掘与文本挖掘曰 物联网曰 智能技术曰 网络安全曰 语音计

算曰 信息可视化曰 机器学习等遥 (6)信息检索与组织院 智能信息检

索曰 语义分析与组织曰 信息聚合与信息融合曰 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

知识发现曰 语义挖掘曰 知识图谱曰 自动问答等遥 (7)信息行为与情报

服务院 信息行为曰 信息搜寻曰 信息隐私曰 人机交互曰 竞争情报曰 智

库建设曰 用户画像曰 信息推荐曰 数字人文与服务创新等遥 (8)领域特

定信息学院 危机信息学曰 健康信息学曰 医学信息学曰 生物信息学曰
社会信息学曰 社群信息学曰 商业信息学曰 农业信息学曰 公安信息

学曰 军事信息学曰 教育信息学曰 公共信息学等遥 (9)安全情报院 国家

安全情报曰 信息安全情报曰 科技安全情报曰 企业安全情报曰 产业安

全情报曰 城市安全情报曰 社会安全情报曰 文化安全情报曰 军事安全

情报曰 反恐安全情报曰 公安安全情报等遥 (10)情报工作与情报事业

发展院 情报工作制度创新尧 体制创新尧 流程创新尧 方法曰 科技情报

工作曰 企业情报工作曰 情报工作的军民融合曰 情报事业发展战略曰
新型智库建设等遥 (11)情报工作实践案例院 情报工作实践中取得良

好效果的实践案例尧 遇到的疑难案例和解决办法等遥
四尧 联系方式

若有任何问题袁 敬请联系院
曹树金袁 caosj@mail.sysu.edu.cn 渊邮箱冤
韦景竹袁 weijzhu@mail.sysu.edu.cn 渊邮箱冤袁 13903006219 渊电话冤
甘春梅袁 ganchm3@mail.sysu.edu.cn 渊邮箱冤袁 15521211908 渊电话冤

五尧 征稿要求

征稿要求可参见我刊网站 渊http://www.itapress.cn冤 相关通知遥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