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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与梳理了现有的服务创新主要分类方法 ,并结合针对服务企业创新实践的深入调研 ,提出了

具体的服务创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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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服务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国

际的经济发展呈现新服务经济形态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服务创新开始为理论界所关注 ,迄今已出

现了 3 种服务创新研究流派 ———技术流派、服务导

向流派和整合流派。其中 ,服务创新分类是一个很

少被专门界定与探究但又是服务创新各理论流派在

研究中无法回避、被常常提及的话题。在服务创新

研究的初期阶段 ,关于服务创新的观点都是在制造

业技术创新范式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 ,其研究假设

是技术创新与服务创新并没有本质区别 ,研究内容

主要是应用技术创新理论探究服务业中的创新活

动 ,因此在此阶段关于服务创新的分类并未成为困

扰研究者的一个主要问题 ,学者们直接借鉴技术创

新的分类思想 ,将服务创新同样划分为产品创新与

过程创新。随着服务创新研究的不断推进与深入 ,

服务业被作为独立对象来研究其创新活动 ,有学者

认为服务创新表现出许多不同于技术创新的特征 ,

简单地套用技术创新分类思路是欠妥的[1 ] ,特别是

对于一些典型的服务行业 (如咨询业等) ,学者们发

现技术创新中的分类很难涵盖和有效揭示服务创新

的内涵 ,于是提出并应用了不同的分类思路。可见 ,

由于各理论研究流派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 ,因此使

得当前仍缺乏一个明确且通用的服务创新分类。本

文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创新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 ,结合中国服务业的实证调查 ,深入探讨服务创新

的分类 ,以期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1 　服务创新分类的研究脉络

回溯服务创新分类的研究 ,必然要涉及服务创

新研究本身的演进历程。众多学者一致认为 Bar2
ras[2 - 3 ]提出的逆向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服务创新

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 ,它正式拉开了服务创新研究

的帷幕[ 4 ] 。然而 ,Barras 的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服务

创新活动的动态演进过程 ,没有将服务创新的固有

特性纳入考虑 ,仅是直接运用了技术创新的分析框

架 ,用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来表征服务产业服务产

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见 ,以 Barras 为代表的

早期学者深受技术创新理论范式的影响 ,他们对服

务创新的分类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技术”的烙

印[5 ]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由欧洲创新调查委员会

发起的 CIS(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创新调

查中 :最初针对制造业展开的 CIS - II 调查和 CIS -

III 调查将服务业纳入为调查对象 ,在设计问卷中考

虑到了组织创新中有关组织变革的基本问题 ,但创

新类型依然主要分为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两类。这

种提法受到了有些学者的质疑 ———他们认为在服务

创新中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经常交织在一起 ,在实

践中很难区分 ,并且由于强调了创新的技术维度 ,该

分类方法忽略了其他重要的“非技术维度”,因此不

能全面地刻画服务创新[6 ] 。

随着针对简单沿用技术创新分类思路的批评声

不断增多 ,不少学者开始反思服务创新的分类。其

中 ,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 Miles[7 ] 根据服务创

新的特性提出的分类 :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传递创

新。类似的 , Howells 和 Tet her [ 8 ] 在针对 4 个服务

行业的创新调查研究中采用了产品创新、生产过程

创新、传递过程创新这种分类。而由 Sundbo 和

Gallouj [9 ]主持的 SI4S(Services in Innovation ,In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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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ion in Services)创新调查针对所有服务业将服务

创新分为 5 类 ,即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市

场创新、结构创新。基于 SI4S 调查数据 ,Djellal 和

Gallouj [10 ]将服务创新刻画为 :产品创新、过程创新、

内部组织创新、外部关系创新。此外 ,值得关注的服

务创新分类还有 Den Hertog 和 Bilderbeek[11 ] 提出

的“四维度模型”———该模型运用结构化方法将服务

创新的内容维度划分为 4 类 ,即新服务概念、新顾客

界面、新传递系统和新技术选择 ;他们指出 ,创新常

常是这 4 个维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此意义上 ,

可认为该研究本质上代表了该学者对服务创新分类

的观点。但在 Den Hertog 等的四维度模型中 ,技术

维度和其他三个维度并没有被放在同一层面上 ,新

技术是支持其他三个维度创新的重要因素 ,因此 ,可

认为此研究中的服务创新分类包括服务概念创新、

顾客界面创新和服务传递系统创新。

近年来 ,服务业与制造业逐渐表现出相互融合

与相互依赖的趋势[12 - 13 ] 。产品蕴含越来越多的服

务 ,服务则承载着更多的有形要素 ,在制造业与服务

业、产品和服务之间进行人为的区分越来越不可取 ,

于是有学者开始从“整合”的视角对服务创新进行分

类。“整合”的分类思想可以追溯到 Belleflamme[ 14 ]

等和 Barcet 等[15 ]的研究 ,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成果首

推 Gallouj 和 Weinstein[16 ] 的研究。他们根据服务

创新的动态特征属性 ,将服务创新分为 6 种类型 ,即

突破式创新、改良型创新、渐进式创新、专门化创新、

重组创新、形式化创新 ,动态地揭示了服务创新变化

的机理。

除了对整个服务业的创新分类进行研究外 ,还

有学者针对某些特定行业提出了具体的分类。

Gadrey 和 Gallouj [ 17 ]针对专业服务业 (如咨询业) 界

定了专门化创新、专家领域创新、形式化创新的分

类。在针对保险和金融服务业的研究中 , Gadrey

等[18 ]细分了 4 种创新类型 :产品/ 服务创新、架构创

新、改进型创新、包括了方法和管理的过程与组织创

新。针对分销服务业 ,Dup uis 区分了概念创新、流

动创新、组织创新、结构创新 4 种服务创新类型。

2 　服务创新分类 :基本问题的澄清

通过文献回顾可发现 ,无论是针对整个服务行

业还是针对特定服务行业而言 ,对服务创新的分类

都是有一定依据的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或

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和服务经济发展的创新机制。

但也很明显 ,由于研究者采用的分类标准或分类外

延不一致 ,致使上述服务创新分类显得杂乱 ,如

Djellal 和 Gallouj [10 ]将市场创新与组织创新纳入服

务创新范畴 ,属于广义的创新内涵 ,而 Howells 和

Tet her [8 ] 则认为服务创新包括产品创新与过程创

新 ,属于狭义的视角。那么 ,应如何来确定服务创新

的外延呢 ? 笔者认为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 ,创新

内涵的宽泛性将使研究内容与对象变得较复杂 ,且

服务创新概念理解的泛化会导致研究关注点过于分

散 ,研究者很难进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并建立服务

创新特有的范式体系 ;其二 ,市场创新与组织创新是

创新研究中相对独立的理论分支 ,尽管高客户互动

性使服务创新与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存在更加紧密

的关联 ,但不适宜将它们简单纳入服务创新研究体

系中 ;其三 ,服务创新概念的出现 ,是为了研究对应

于制造业的服务业的创新活动 ,因此 ,应该将服务创

新放在与技术创新平行的层面上来理解 ,这样既有

助于两者的对比 ,也有利于在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

融合的现实背景下建立更具适用性的研究框架。故

笔者建议采用狭义的服务创新内涵来界定服务创新

分类 ,即服务创新是涉及服务本身的创新 ,不涉及市

场、组织和运营过程等形式的创新。

在对服务创新的外延达成一致理解后 ,如何来

理解服务创新呢 ? 总结现有观点 ,可从两种视角来

分析 :一种关注于创新的深度和方式 ;另一种则聚焦

于创新产出和创新对象[19 ] 。基于第一种视角的创

新分类以 Gallouj 和 Weinstein[ 16 ] 的研究为代表。

在分析评价以往技术创新分类存在的缺陷、观察到

服务业与制造业不断融合与趋同的现状后 , Gallouj

和 Weinstein 选择从创新的深度与方式的视角提出

服务创新分类 ,其初衷是要跳出传统创新研究中“产

品/ 服务、制造业/ 服务业二分法”框架的局限 ,避免

识别区分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的困难 ,且使创新类

型能同时涵盖“技术和非技术维度”的创新。他们发

展了由 Saviot ti 和 Metcalfe[20 ] 提出的“产品是技术

特征和服务特征的结合体”的特征模型 ,并以模型为

基础提出了 6 种服务创新类型。但是 ,该分类思路

至少描绘了 3 个不同的分类维度 ,即创新的新颖性

程度、服务特征的变化以及创新过程开始的方

式[21 ] ,因此 ,与其说它们是创新类型 ,不如说是对服

务创新内在发生机理的描绘更恰当。换言之 ,虽然

关注服务创新发生的“黑箱”有助于我们较好地理解

服务创新动态演变的机理 ,但在解剖“黑箱”过程中

所采用的分类维度过于混乱 ,反而使分类结果无法

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础用于理论研究。类似的 ,

Gadrey 和 Gallouj [ 17 ]通过聚焦于单个创新活动 ,刻

画了咨询业服务创新的可能途径与方式 ,即专门化

创新、专家领域创新和形式化创新。这三类极好地

解释了发生在实践中的创新活动 ,但从学理逻辑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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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化创新”和“形式化创新”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

的熊彼特式创新值得质疑 ,因为根据熊彼特对创新

的定义 ,这两种创新类型将导致创新的行为或条件

与创新本身相混淆 ,过分扩大了创新的外延[22 ] 。

第二种研究视角考察的是创新产出和创新对

象。基于此视角的服务创新分类中 ,既有备受批评

的“技术主义”创新分类 ,也有考虑服务特性的“服务

导向”分类。由于在服务业中服务产品与服务过程

经常交织在一起 ,很多情况下服务过程本身就是服

务产品 ,因此运用制造业领域中的产品创新与过程

创新二分法来区分服务创新必然遇到困扰和挑

战[1 ] ;同时 ,学者们通过大量实证研究[ 23 - 24 ] 发现 ,服

务创新的很多特性同样存在于制造业 ,传统的技术

创新研究方法对制造业本身而言也过于狭窄[22 ] 。

因此 ,学者们从服务的特性切入 ,提出了产品创新、

过程创新与传递创新[25 - 26 ] 以及产品/ 概念创新、顾

客界面创新和服务传递系统创新[ 11 ,27 ] 这两种分类。

Miles 认为 :服务创新除了包括与制造业相类似的

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外 ,还包括传递创新 ;过程创新

主要是指发生在“后台”的服务生产程序或规程的变

化 ,它是针对某一服务运作过程或支撑新服务开发

而言的 ,传递创新主要是指服务企业的传递系统或

服务产业传递媒介中的创新 ,包括企业与客户交互

作用方式的变化 ,体现为一种“前台”的创新。在

Den Hertog 的服务创新分类中 :服务概念创新对应

于 Miles 的产品创新 ;服务传递系统创新指的是调

整和变革现有的服务运作与传递流程 ,以适应企业

开发和提供新服务的需要 ,它涵盖了 Miles 分类中

的过程创新 (后台创新)和传递创新 (前台创新) 。然

而 ,Den Hertog 所界定的顾客界面创新主要是指发

生在服务提供商与顾客的交互过程中的服务企业与

顾客的交互方式的改变。比较 Miles 和 Den Her2
tog 的分类可以发现 ,Miles 的研究试图挖掘服务创

新的独特性 ,但从研究结果看 ,其只是在原有“技术

主义”分类的基础上简单地增加了传递创新 ;而 Den

Hertog 的研究则更进一步 ,他注意到了服务的生产

与提供过程融合的特征 ,界定了包含“前台”和“后

台”的传递系统创新。

比较上述两种服务创新分类视角 ,可以发现它

们在理论贡献上是互补的 :创新产出是通过创新过

程来实现的 ;反过来 ,它也表征了创新过程的最终价

值。但是 ,从创新过程角度所尝试的分类仅提供了

一种研究思路 ,其作为后续研究的理论平台尚不具

可操作性 ,很难以此为基础建立服务创新理论体系 ,

而针对创新产出和创新对象的分类相对成熟和清

晰 ,因此本文选择这一视角总结和分析服务创新的

类型。我们注意到 ,学者们对于产品/ 概念创新是没

有争议的 ,而在如何将服务创新特性纳入分类的问

题上存在分歧 : 1) 过程创新 (后台) 与传递创新 (前

台)真的能分离吗 ? 2) 界面创新应独立于传递系统

创新吗 ?

对于第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 ,服务业的特殊性决

定了在服务开发与管理过程中顾客不是旁观者 ,而

是“兼职雇员”[ 28 ] ,换言之 ,服务创新时顾客已作为

内部成员参与其中 ,因此过程创新与传递创新密切

关联 ,两者相互交织并相互支持。尽管在现今服务

业和制造业融合的背景下出现了类似制造业的服务

业 ,其服务已能够依靠载体如同“产品”一样销售 (例

如标准化的软件程序可以光盘为载体进行销售和传

递) ,这类服务业的生产过程和提供过程出现了分

离 ,但可以发现 ,这类服务业的过程创新同样是为了

支撑服务的提供而进行的 ,企业在服务创新过程中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样需要与潜在顾客不断交互

以了解其需求 ,因此过程创新本质上仍然是传递创

新的一个部分 ,传递创新应当涵盖从服务生产到服

务提供的整个传递过程[11 ] 。

对于第二个问题 ,我们则认为 ,界面创新并不是

服务创新中独立的一类 ,而只是传递创新中的一个

特例。界面本身就是传递和交互过程的组成部分 ,

交互界面的改变直接影响服务传递的效果 ,因此界

面创新是为了支撑服务传递而进行的创新 ,属于传

递创新的一种特定方式。更具体地说 ,界面大致存

在两种情况 :在一般的服务业中 ,服务生产过程和提

供过程交织在一起 ,这时界面创新主要是服务中互

动、沟通方式的改变 ,但这种互动、沟通方式的改变

往往是和传递、交互方式的改变交融在一起的 ,两者

无法分离 ;在 A TM 机、网上银行、电子商务等服务

创新中 ,界面则以具体的形式出现 ,界面依靠网络信

息技术甚至第三方的网络信息服务实现了服务提供

商和客户交互平台的变化 ,也就是说 ,这类界面改变

的实质是在服务传递过程中引入了一种新的技术手

段 ,因此其仍应属于传递创新的一部分。

3 　基于实证的服务创新分类

分类的目的不仅是为理论做贡献 ,更重要的是

让服务创新理论在实践运用中更具可操作性 ,因此

分类的提出必须通过实践中的创新活动加以证实。

为此 ,本研究选择金融业、电信业、软件业、咨询业等

典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 29 ] ,对行业内的服务企

业的服务创新活动进行剖析 ,以验证笔者对服务创

新的分类。笔者选择企业的高层经理以及项目经理

作为访谈对象来收集相关信息 ,这些经理人员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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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运营及服务开发管理 ,因此可认为从对他们

的访谈中获取的信息是具有较高可信度的。下面 ,

笔者将详细分析 3 个典型案例。

1)案例 1。2002 年 ,新华人寿发现国内附加险

中的意外险的市场空白 ,决心向这一市场进军。首

先 ,新华人寿针对“领先用户”进行了需求调查分析 ,

发现“领先用户”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新型服务 ,于

是建立了由精算部、投资部、法律合规部组成的项目

团队进行“多保通”开发。此期间 ,为解决程度较小

的意外伤害支持赔偿问题 ,精算部再次进行了投入/

产品计算 ,确定了针对小意外伤害的“医疗费决定理

赔金”的理赔方式。新服务在概念成型后 ,新华人寿

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从事保险的大学生团队 ———博海

新青年团队。

2)案例 2。当前互联网上的网页以几何级数递

增 ,信息泛滥。针对这一现状 ,浙江网盛科技认为 ,

“这么庞大的页面量最终将变成一个信息垃圾场 ,太

多信息等于没有信息”。为了帮助企业能够快速找

到其所需信息 ,该公司了提出行业细分概念 ———“小

门户”概念 ,同时 ,针对过于细分可能造成“信息孤

岛”的问题 ,公司又在网络服务中加入了“联盟”概念

并最终设计了“门户 + 联盟”的网络服务 ,命名为“生

意宝”,提供“专业 + 综合”的网络搜索服务。被访者

认为 ,在服务实现过程中 ,“互联网上的技术实现较

为容易 ,难点在于提供服务于客户的新创意、新概

念”。

3)案例 3。2005 年 ,埃森哲中国为浙江电信提

供了一个工程咨询项目 ———BSS 系统整合项目。

“这一服务对埃森哲而言并非首次尝试 ,而是有成形

的服务包”。然而 ,在“新老系统交接过程中 ,各地还

是不断地下单、删除、修改 ⋯⋯,数据在不断更新”;

同时 ,“中国电信的套餐非常复杂 ,不能破坏其结

构”。为此 ,埃森哲中国引入“97IBS 接口”,完成了

数据从旧系统到新系统的平稳迁移。

从上述 3 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识别概念创

新和传递创新。如在第一个案例中 ,我们同时发现

了概念创新 (“多保通”和“医疗费决定理赔金”的理

赔方式)与传递创新 (成立“博海新青年团队”) 。而

通过另外两个案例 ,我们发现概念创新与传递创新

也可单独发生 :“门户 + 联盟”是一种全新的网络服

务概念 ,但其实现并不需要后台改进和技术更新 ;

“97IBS 接口”使服务被顺利地交付至客户端 ,就服

务内容而言并无创新。

此外 ,我们还选择了不同的服务行业进行调研 ,

经整理的调研情况见表 1。

表 1 　服务创新案例小结

行业 公司 案例基本状况描述 概念创新 传递创新

金融服务业
新华人寿

保险公司

2002 年针对国内附加险中的意外

险市场推出“多保通”。

“多保通”、“医疗费决定理赔金”的

理赔方式。

成立了博海新青年团队 ,进行“多保

通”市场测试。

金融服务业
中国银行浙

江省分行

2005 年推出对私网上支付项目“支

付宝网上银行”,为阿里巴巴搭建了

一个网上支付平台。

“支付宝网上银行”
技术部和清算部进行流程设计 ,实

现“0～24 小时的清算模式”。

金融服务业
建设银行

浙江分行

长通物流针对“仓单质押贷款”的缺

陷 ,向建设银行提出设计“担保模

式”的金融服务概念。

“担保物流金融服务”
引进移动 POS 机 ,让资金流动更加

方便畅通。

信息与通讯

服务业

浙江网盛

科技

为使企业能够更加快速地定位和找

到所需信息 ,产生“生意宝”项目。

提出“门户 + 联盟”概念 :“生意宝”

为顾客提供“专业 + 综合”的网络服

务。

技术实现容易 ,基本无传递创新。

信息与通讯

服务业

杭州恒生电

子软件公司
为某证券公司提供软件服务方案。

针对客户需求 ,基于公司软件产品

原型进行二次开发 ,基本无概念创

新。

为实现服务包的运行 ,设计接口程

序与产品原型挂接。

商务服务业 埃森哲中国
2005 年为浙江某电信提供工程咨

询项目———BSS 系统整合项目。
该服务已出现 ,无概念创新。

在计费系统的数据迁移过程中 ,引

入 97IBS 接口 ,完成了数据从旧系

统到新系统的平稳迁移。

　　通过分析比较这些服务创新的案例 ,我们认为 ,

服务创新可被划分为两类 :概念创新与传递创新。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 ,我们虽然仅将服务创新分为两

类 ,但并不是又遵循了“技术方法”思路 ,两种创新类

型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第二 ,笔者的分类虽仍采用

“传递创新”一词 ,但其与之前学者的“传递创新”的

内涵并不相同 ,而是涵盖了 Miles 与 Den Hertog 的

过程创新与传递创新。具体比较如图 1 所示。

概念创新是指为顾客提供一种全新的或改进的

服务内容或功能 ,它既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服务内容

或功能 ,也可能是原有服务功能的增加或提升 ,以及

通过原有服务功能的拆分或重组实现的一种新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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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服务创新分类示意图

务内容。例如 :网络上“博客”的诞生为个人提供了

一个在网上的虚拟身份 ,使网民由流浪汉变为定居

者 ,是网络服务功能的一次全新变革 ;软件业中 ,客

户获得的服务不断升级就是对服务功能的不断提升

与完善 ;金融业中的各种理财组合、电信业中的各种

包月套餐则是在既有的基本服务项目上实现的拆分

或重组。

服务业内部的异质性是极为强烈的 ,对于那些

较为标准化的服务行业 ,如金融业和部分提供标准

化产品的软件企业 ,其新服务的开发过程与制造业

的产品开发过程存在较多共同点 ,其概念创新较易

辨识 ,如金融业中的“一卡通”服务概念以及针对高

端客户推出的“金葵花理财”服务、电信业中的“短信

服务”和“彩信服务”等毋庸置疑都属于概念创新。

然而 ,在那些与客户互动更为紧密、定制化程度较高

的服务行业 (如咨询业) 中 ,对概念创新的识别可能

会存在争议[30 ] 。较强的顾客导向性使得咨询企业

提供的每一项服务都必须依照顾客的特点进行相应

调整 ,这使我们对每次针对顾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否都能被视为发生了概念创新产生怀疑。例如 ,当

会计师事务所首次推出“尽职调查”、“专项审计”等

服务时 ,产生的是概念创新 ,那么之后为满足顾客的

特定需求而提供该服务内容时 ,事务所都必须按客

户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是否也是概念创新呢 ?

我们以为 ,判断的标准在于服务的核心功能是否发

生改变 :尽管面对顾客的异质需求企业会调整服务

包 ,然而如果其提供的核心服务功能基本不变 ,那么

企业在针对客户需求而对其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

时 ,企业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服务概念以及如何使服

务概念更好地契合顾客需求 ,就服务本身而言并没

有发生概念创新。

传递创新是在支持服务概念经济价值实现的同

时 ,为提高企业运作效率和提升顾客满意度而进行

的创新。传递创新没有改变顾客所获得的核心服务

功能 ,但确实通过改变服务提供和传递的流程或与

顾客交互的方式改进了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进而提

升了顾客的整体满意度 ,从而为企业创造了经济价

值。例如 ,A TM 带来的经济价值是极为显著的 :一

方面 ,借助服务的自动化和非人化 ,银行自身突破了

服务地域和物理网点的限制 ,实现了“无分支机构”

的规模扩张 ;另一方面 ,客户不再受限于银行的地理

环境、上班时间 ,突破了空间距离和物体媒介的限

制 ,实现了“足不出户、理财购物”的梦想。

传递创新通常紧跟服务概念创新之后 ,用以支

持新服务概念的成功开发与市场运用 ,如案例 1 中

博海新青年团队的建立。当然 ,传递创新也可独立

于服务概念创新发生 ,如案例 3 中 97IBS 接口的引

入。值得注意的是 ,传递创新受技术进步的影响较

大 ,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重大变革会引发许多服务行

业中传递系统的变革 ,最典型的就是互联网的普及

使很多服务企业与顾客间的交互从传统的面对面转

变为通过网络进行 ,甚至通过顾客技术与提供商技

术进行直接互动 ,传递创新日益成为服务创新的重

要内容。

4 　结论与展望

经历了 20 年的发展 ,服务创新研究已开始从分

散的、零碎的状态向系统性的研究过渡 ,在这一过程

中 ,服务创新分类作为服务创新范式建立的基础 ,其

确定对服务创新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有着深远的影

响 ,同时也为服务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开辟了道路。

作为一种尝试 ,本文回顾了自服务创新研究诞生以

来学者们的主要分类观点 ,在此基础上层层解析 ,最

后结合针对我国服务企业创新实践的深入调研 ,提

出了服务创新的基本类型。在未来的研究中 ,有必

要实施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 ,对不同创新的实现机

制、相互之间的联结关系、影响机制等问题进行考

察 ,为进一步的有关服务创新过程、创新模式的研究

进行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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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axonomy of Servic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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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chool of Business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100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reviews t he classification approaches o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put s forward t he classification of service innovation combi2
ning wit h t he survey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of service enterprises ,which aims to clarify t he taxonomy of service innovation to help to build t he

foundation of furt her research on service innvoation.

Key words : service innvoation ;innvoation ;taxonomy

21

技术经济 　　　　　　　　　　　　　　　　　　　　　　　　　　　　　　　　　　　　　　第 28 卷 　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