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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生态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

宫蛟飞等彭 洁 赵 伟 涂 勇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  要：信息生态位在我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文章对我国信息生态位理论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检索、

统计和分析，得出了国内信息生态位研究的时间进展、领域内高产作者以及研究中的热点等的基本概况。并归纳总结

了信息生态位的相关研究现状，一是信息生态位基本理论及相关原理的研究现状，二是信息生态位理论的应用研究现

状，包括在企业发展领域的应用，在信息服务机构领域的应用，以及在教育教学、区域发展等其他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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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information niche is a relatively new research field. This paper retrieves the papers about 
information niche research of China, and then analyzes them to summarize the progress in the time of the researches, 
high production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focuses. This paper also generalizes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including 
two parts, one of which is the research about basic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niche, and another i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niche to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stitutes of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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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是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大自

然中，亲缘关系接近或者生活习性相同或相近的物

种一般不在同一个地区出现；即使出现在同一个地

区，生存竞争也会将它们逐渐分隔开——这种有趣

的现象，人们称之为生态位。近些年来，人们将生

态位的理论与企业发展、城市规划、新闻传播、档

案管理、图书馆管理与发展等结合起来，发展出许

多与不同学科相结合的生态位理论。在信息时代，

人类的各项社会活动都与信息有关，因此信息生态

位是人类社会活动最基本、最基础的生态位 [1]。

1 国内信息生态位研究概况

在CNKI数据库中使用关键词“信息生态位”

进行文献检索，经过筛选、去重之后共得到期刊论

文99篇，硕士论文28篇，博士论文5篇，共计132
篇。检索时间：2012年9月4日。

1.1 论文发表时间统计分析

检索到的132篇论文按发表年统计其数量分布

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信息生态

位”的研究大约始于2006年，在短短的几年间，

该领域的研究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这表明“信息

生态位”理论虽然是一个新的理论，但因为其在生

产实践中具有客观的指导意义，因此，对它的研究

很快便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并越来越受到关注。

2012年的文章情况目前无法完全统计，但是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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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预测，“信息生态位”相关研究仍会保持上升趋

势。

1.2 论文作者统计分析

（1）核心作者情况

检索到的132篇论文的作者共有153人，发表

文章数量在2篇及以上的作者有24位，如表1所示。

以上24位作者共发表相关论文89篇，占所有

检索到的文献132篇的67%，其中尤以娄策群、刘

志峰、李玉杰、康蠡、周承聪等人的相关研究居多。

（2）论文合著情况

论文合著率指的是合著的论文数与全部论文数

之比，在科学计量学中通常用来表征某一学科的合

图1  信息生态位论文数量年代分布

表1  发表相关论文2篇及以上的作者

作 者 发表相关论文数量 作 者 发表相关论文数量

娄策群 13 邱 萍 2

刘志峰 10 赵云合 2

李玉杰 6 孙瑞英 2

康 蠡 6 冯秀珍 2

周承聪 5 韩子静 2

陈浩义 4 靖继鹏 2

杨小溪 4 吴 红 2

张建坤 4 刘学平 2

周 铭 4 宋天华 2

娄赤刚 3 李春海 2

裴成发 3 徐绪堪 2

杨秀芳 3 柯 健 2

表2  被使用次数4次及以上的关键词

关键词 被使用次数 关键词 被使用次数

信息生态 33 生态位理论 6

信息生态系统 27 信息服务机构 5

信息生态位 22 产业集群 5

生态位 21 企业信息系统 5

信息生态学 9 生态学 4

企业生态位 7 信息生态群落 4

信息生态链 7 信息服务平台 4

信息生态平衡 6 档案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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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况。在所统计的99篇期刊论文中，作者数为

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论文共有63篇，论文合著率为

63.6%，这表明在信息生态位的研究中，学者们非

常注重彼此间合作，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团队合

作精神。当然，这也可能说明，信息生态位还是一

个新的研究领域，很多理论和方法还不够完善或者

还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共识，学者们在研究中通

过合作可以弥补个人认识的不足、纠正方法及视角

的偏差等。

1.3 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将所有文章使用的关键词进行了统计，使用4
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信息生态位的研究与生态

学相关理论以及信息生态相关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信息生态位理论是二者的结合与发展。在研究信息

生态位的过程中，将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等运用

其中，可促进研究的发展。

从表2也可以看出，信息生态位领域的一些研

究热点，比如企业信息生态位的研究，档案馆、信

息服务平台等信息服务机构信息生态位的研究。

综合所有文章的研究主题来看，目前国内外对

于信息生态位的研究主要有信息生态位的基础理论

及相关原理研究、信息生态位的应用研究等，而信

息生态位理论的应用又包括信息生态位理论在企业

发展领域的应用、信息生态位理论在信息服务机构

领域及其他领域的应用等。

2 信息生态位的基本理论及相关原理研究

2.1 信息生态位的概念及其在信息生态系统中作用

信息生态位的理论是将生态位理论应用到信

息生态领域而产生的，关于对信息生态位的认识，

学者娄策群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且被学者们广泛认

可，他根据生态学中对生态位的一般定义，结合信

息生态的定义和特点，认为：“信息生态位就是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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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信息生态位的形成，学者杨秀芳做出了

如下解释：信息人在一定的生存空间内从事信息活

动，首先依靠自身的能力在现有信息环境条件下选

择最适合自己的信息生态位，并且由于各信息人之

间存在竞争，经过一定的重新选择之后，最终各就

各位，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信息生态位。信息生

态位的形成是信息人自身状况、信息环境状况以及

信息人与信息环境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 [2]。

信息生态位理论在促进信息生态系统平衡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学者孙瑞英等提出信息生态位理

论可以有效解决信息异化问题，如今信息资源的数

量众多、质量良莠不齐，这就要求信息生产者、发

布者以及组织者要分析各种信息的生态位，明确将

要生产或发布的信息的定位，首先应本能地寻求良

好的信息生产定位，新产生的信息资源将开拓和占

领一切可以利用的空余生态位，但是信息资源的数

量和质量必须在适宜的范围内发生变化，信息资源

的数量和质量总是向着“最适宜生态位”的方向演

替。各种信息资源之间通过竞争来削减生态位的重

叠，也通过不同信息生态位的资源之间的制约来减

少有害信息等的生态位宽度，从而达到信息生态系

统的相对平衡 [3]。

学者孙云合、娄策群提出信息生态位的分化程

度也是影响信息生态系统稳态的重要因素。信息生

态位的合理分化，意味着有不同的信息生产者、传

递者、消费者在不同的功能生态位上各司其职，从

而使得这样的信息生态系统相对稳定。若信息生态

位的分化较为粗糙，那么与信息生产者、传递者、

消费者相关的资源类型以及功能类型都比较单一，

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若信息生态位过度分化，会

导致信息人之间的过度竞争，也不利于系统的稳定

性 [4]。

2.2 信息生态位的属性研究

研究信息生态位理论，学者们大多都会将信息

生态位的属性研究作为重点之一，因为属性是具体

表征信息生态位的概念，属性使得抽象的信息生态

位能够具体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属

性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

学者杨秀芳认为信息生态位有5个基本要素，

分别是信息生态位的维度、宽度、重叠、分离和变

动。其中前4个静态特征变为动态特征。信息生态

位的重叠和分离状态是以信息生态位的维度和宽度

为基础并通过它来表示的，信息生态位变动就是信

息生态位维度和宽度的变化。杨秀芳并指出，信息

生态位的宽度是在维度的基础上定义的 [5]。

学者武庆圆提出信息生态位的主要内涵包括信

息生态位的维度理论、宽度理论。信息生态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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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维度，分别是信息功能生态位、信息资源生态

位和信息时空生态位。信息生态位的宽度理论是信

息主体对所处环境中各种资源利用的总和。信息生

态位的宽度理论可以细分为功能生态位宽度、资源

生态位宽度与时空生态位宽度 [6]。

学者娄策群将信息生态位的属性分为3组相互

关联、互相对应的属性，分别是维度与宽度、重叠

与分离、形成与变化 [1]。

但是，对于信息生态位属性具体的量化测度，

目前国内的研究还非常少。

3 信息生态位理论的应用研究

3.1 信息生态位理论在企业发展领域的应用

现代企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很多学者

在进行企业信息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生产企业、

销售企业以及顾客等主体在系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

置，并构建了提高企业及客户之间合作效率的信息

生态模型 [7-8]。国内学者宫启生等在研究如何使企

业在现代竞争中获得优势时提出，应该根据差异化

的战略思想以及信息生态位的客观存在，充分考虑

到企业所处的信息生态环境、企业生态位的重叠、

变动等因素，选择能够使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信息

生态位，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9]。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将信息生

态位理论应用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中，构建企

业创新生态位，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技术优势。学者

陈浩义等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是对创新信息

的利用开发过程，基于不同的信息生态位，企业具

有不同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信息生态位包含3类

生态位因子，分别是信息识别能力生态因子、信息

获取能力生态因子和信息整合能力生态因子，这3
种信息生态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决定了企业创新信

息生态位。学者根据每一类因子对企业信息生态位

的影响程度不同，赋予其不同的权重，并构建了基

于信息生态位的技术创新能力构成模型 [10]。

3.2 信息生态位理论在信息服务机构领域的应用

信息服务机构类型多样，图书馆、情报机构、

档案机构等都属于信息服务机构。在将信息生态位

的基本理论引入到信息服务机构的同时，还在各个

不同的领域产生了很多新的研究点。

（1）档案馆的信息生态位研究。档案馆的信息

生态位研究在所有关于信息服务机构的信息生态位

研究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学者们发现了如今档案馆

信息生态位存在的问题，例如，档案馆信息生态位

分化程度低，档案信息超载 [11]；档案馆信息生态位

重叠较多，档案馆的信息资源与社会需求、社会实

践的适合度偏低等 [12]。同时，针对如何促进档案

馆的发展，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学者康

蠡、周铭提出为了获取更多资源，档案馆之间以及

与其他机构（图书馆、博物馆）之间应该避免生态

位的过度重叠，以防止过度竞争。档案馆在发展过

程中应该通过生态位分离实现档案馆的差异化，以

避免激烈竞争。档案馆在发展过程中，要根据内外

环境变化，适当调整自身生态位，以促成自身竞争

力的跃变 [13]。学者们还指出档案馆应该通过资源共

享、与外在技术环境的多元互动、加强人才建设、

强化学科整合能力等来扩充档案馆的信息生态位，

促进发展 [11, 14]。

（2）图书馆的信息生态位研究。图书馆是信息

生态位应用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话题，信息生态位理

论被应用于研究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及

其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化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良好的

生态位策略是图书馆服务高位均衡发展的保证，应

该通过图书馆信息生态位的多维发展，处理好图书

馆信息生态位的高低位均衡关系，在激烈竞争中让

图书馆生态位合理分离、合理扩充，统一图书馆信

息服务生态位的协同进化，来实现图书馆服务的高

位均衡发展 [15]。同时，对于整个信息服务机构的信

息生态位优化，学者娄策群、周承聪提出了如下的

优化策略：信息服务机构找准合适的信息生态位，

形成服务优势；应该在功能、资源、时空等生态位

上都做到恰当错位，实现差异化服务，避免过度竞

争；当信息生态位出现重叠时，通过共享与合作，

谋求共生互利；善于利用空缺的信息生态位，创造

新增长点；根据实际需求，适时进行信息生态位的

动态变化，做到与时俱进 [16]。

（3）图书馆联盟的信息生态位研究。图书馆联

盟是由多个不同的单位组成的合作网络，将信息生

态位理论应用到图书馆联盟中可以帮助解决联盟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合作与竞争等诸多问题。学者陈浩

义、夏维力等提出，图书馆联盟生态位是指在一定

社会环境中，通过对图书馆联盟静态和动态的共性

研究，反映图书馆联盟生态作用积累结果、外部环

境作用与影响力以及图书馆联盟间生态位重叠与分

离状况，从而对图书馆联盟内部生存条件、外部发

展环境、各图书馆联盟之间各种条件的内在联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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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并进一步揭示图书馆联盟生存、发展和竞

争的内在机制和变化趋势 [8, 17]。有学者提出，不同

的图书馆联盟生态位也有内含、重叠、邻接、分离

等不同的关系，图书馆联盟成员馆之间、不同的图

书馆联盟之间，由于生态位的重叠而面临着竞争。

学者陈浩义认为，如何有效应对竞争，就应当实施

图书馆联盟的生态位分离策略。第一，准确定位，

避免生态位的高度重叠。应该明确图书馆联盟的功

能生态位、资源生态位以及时空生态位，找准自己

所处的位置，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并避免不

必要的竞争。第二，利用生态位变化原理，进行错

位竞争，不同的图书馆联盟之间应当尽量消耗不同

类型的环境资源，并根据实际情况，定向改变生态

位，或者适时适度扩充生态位容量。第三，图书馆

联盟内部成员以及不同的图书馆联盟之间应当协调

合作，形成流畅的信息链、工作链、组织链，促进

图书馆联盟的协同进化 [8]。

3.3 信息生态位理论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信息生态位理论应用十分广泛，除了上述几个

应用领域之外，还被用于教育教学领域，能够帮助

促进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 [18]，推进教育信息化 [19]，

并且能够推动网络教学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发

展 [20]。信息生态位理论也被应用于区域发展当中，

有利于地区信息生态系统的构建 [21]。

4 结语

信息生态位相关理论的研究在我国已经取得了

一定成果，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专家，但是目前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信息生态位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

域，还存在相关理论尚未达到共识等问题。若在以后

的研究当中，更加深入地探讨、界定相关理论，注重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信信息生态位理论将为社会发

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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