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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软件(使用方法和使用技术)捆绑在硬件上,可以看成是将服务(使用产品的技术)和产

品的物质材料捆绑在一起作为统一的商品进行销售。 这种理解服务的方式,可以用来理解直

接对人的服务。 这只要将对人的服务(如医疗)当成是对作为硬件的人的身体进行的某种操

作,而将操作技术作为软件来考虑;或者将服务理解为捆绑在顾客的个人行动上,如教育。 而

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是小批量、个性化和顾客定制。 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就业的增加和企业利

润的增长。
本文首先介绍了商品的“捆绑冶和“解绑冶的概念;然后,我们通过介绍商品从“捆绑冶到

“解绑冶的历史,来理解服务如何被“捆绑冶到商品的销售中;接着,我们分析直接对人服务的发

展趋势;最后,我们使用“捆绑冶这一概念来统一理解商品中附加的服务和直接对人的服务。

1. “捆绑冶商品的“解绑冶

本节思考的内容是:“服务科学现在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冶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解绑冶这
个概念。 “捆绑冶和“解绑冶是商品构成时的概念,是涉及商品的整体设计到哪种程度的问题。
最简单的一种捆绑是将几个商品归为一组,统一生产和销售。 在日本,餐具一般五个为一组,
而西洋餐具则多以半打为单位。 以五为一个单位,还是以六为一个单位,这种不同是由习惯的

差异造成的,而这本身对于商品来说不是根本性的问题。 但是,如果不事先确定以几个为一个

单位的话,那就无法生产商品。
如果被捆绑的商品拥有多个功能,那么,是将其组合起来销售,还是分开来单个地销售,就

成了一个问题。 以前的文字处理机必须附带打印功能。 当时考虑到由于它是制作文档的机

器,所以如果不能将文档打印出来就没有作为文字处理机的意义。 而那时,仅有电子文档并不

代表文档被制作出来了,文字处理机是为那个时代而设计出来的商品。 但是,随着打印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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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文字处理机和打印机的分离成为可能。 统一售卖的话,附加的打印机功能部分就可以

相应地提高价格。 另一方面也存在只追求高性能打印机的需求。 这样一来,“怎么样构成商

品冶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人们在大型计算机上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了解绑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把大型计算

机的软件从硬件中分离开来,将软件单独作为另外一种商品来生产销售,像这样的“解绑冶是
一大转变。 软件这种看不见的、并且附着在昂贵的大型计算机上的商品,刚开始被理所当然地

当作需要无偿提供的东西。 随着软件开发成本的逐渐提高,渐渐地软件和硬件被分离开来作

为单独的商品来处理,计算机厂家也开始将它作为另外一种商品来销售。 然而,这种情况,最
初遭到了用户的强烈反对,但是由于软件开发的成本上升显而易见,最终用户不得不妥协并接

受这种解绑做法。
不仅是大型计算机,就连之后生产的电子产品大部分都附带软件。 是捆绑销售还是将软

件和硬件分离开来? 这就成了商品的一大分歧点。 以前的游戏机(如入侵者游戏等)的硬件

和软件是被捆绑在一起的,只能打一种游戏。 现在软件被解绑了,游戏机的硬件和软件可以分

别购买了。
电话的解绑情况更为显著。 以前的电话机在硬件中绑定了软件,其使用方法也被固定了。

法律规定只有人的声音可以通过电话通信。 于是,电话机都是一样的,由使用者从日本当时的

旧电电公社租来。 现在,只有电话线是通信公司的东西,至于里面传输什么样的数据,那是使

用者的自由。 现在电话不仅传递声音信息,还传递文字信息和图像信息,甚至进行企业间的数

据交换。 使用什么软件进行怎样的数据交换,这都是使用者的自由。
现在,硬件和软件成为由分开了的不同主体独立开发的商品。 这种状态下,两者就不是统

一形式下的商品了,在技术上是分别独立的,所以想要垄断操纵技术几乎是不可能了。 实际上

这一点相当重要,以前的电话技术几乎完全由日本的电电公司和被纳入其旗下的企业所控制。
在加入什么样的功能、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技术这一点上,几乎是完全可以垄断操纵的。 软

件和硬件被分开并分别开发以后,在制定技术规格阶段,只要在规格范围内怎么做都可以。 在

可以完全控制的状态下,对任何顾客提供均等的全球服务是可能的,与地域条件以及是否是大

宗顾客无关;以等质、等价提供全球服务,可以说反而束缚了使用者的自由。
一旦可以自由地改变硬件和软件,使之成为自己想用的状态,事实上你就不可能再控制它

了。 名和淤将这种状态称为“无秩序的暴走冶。 以前,硬件和软件都感到相互的存在是一种制

约,应该摆脱这种制约而分别朝着自己喜好的方向进行开发。
这种状态下,又重新产生了将软件和硬件结合起来的商机,即:从“解绑状态冶到“再捆绑冶

的服务。 这种再捆绑的服务在非常多的领域被认为是必要的。 在这一点上具有代表性的是

IBM 主打产品的变迁,以前作为主打产品的大型计算机在现在的销售额中只占非常小的比例,
主要销售额从硬件转移到了软件上了。 而且现在,咨询带来了最大的销售额。 IBM 之所以提

倡服务科学,可以说是认识到了这种意义上的解绑所带来的变化。
本节谈到的服务产业,与已有的服务产业———例如医疗、教育、美容等对人服务的产业,在

性质上是不同的。 可以用解绑的概念来思考对人服务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一起

来思考一下捆绑商品形成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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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品从“捆绑冶到“解绑冶的历史

从商品发展的历史来看,商品最开始只有硬件,软件是由使用者准备的。 最初的商品加工

度很低,仅仅只是材料本身,可以想象它是没怎么进行加工的作为工具的东西。 因此,要熟练

使用商品,使用者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使用技术(软件)。
最早的商品大概是食品材料吧。 即使是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下,所处生存环境中难以得到

的食品可以通过交换来得以流通。 盐是具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蛋白质来源的鱼贝类也成为

了交换的对象。 并且,作为普遍交换材料的谷物被考虑成为通货的替代品。 即便在集市上有

可食食品售卖,一般来说,那也是一开始并未打算作为可食食品而加工的。 这一点只要到市场

上观察一番就可以知道了。 一大半的可食商品之所以被生产,是在生鲜食品貌似要剩下来的

时候,才对它进行市场内加工处理,以延长商品的寿命的(日置弘一郎,2002)。
如果认为可食商品是在食材上绑定了食品加工技术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加工技术这一

软件,可食食品就没有作为商品的意义了。 可以说,为了将河豚和老头鱼之类没有技术和装备

就不好卖的鱼做成商品,多多少少必须进行捆绑。 一般来说,现在的商品即使没有处理商品的

技术也可以立即使用,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的。
硬件和软件被捆绑在一起的商品的历史并不那么长。 捆绑商品是谁都可以使用的商品,

即使不具备特别的使用技术也能使用,可以说是不指定消费者的。 这类商品大量出现,是伴随

着大量生产而出现预期生产(指根据对销售的预期提前生产)以后。 在完全规格化和标准化

的条件下,反复大量生产同一商品这一生产方式被开发出来,大规模地生产同一商品成为可

能,其结果是生产成本降低了,社会也变得更加富裕。 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发生了质的改变,将
硬件和软件捆绑在一起的商品变得非常普遍。

例如衣服,当由家庭自给自足生产衣服时,家庭同时独立决定衣服的设计,可以认为是在

作为硬件的纤维材料上加上了作为设计的软件。 软件的设计从一开始就被绑定在产品上了。
然而,把这种做法标准化还是最近的事。 大企业大量生产成衣的事例极为少见。 除了学校和

军队里款式统一的衣服,大企业只生产 T 恤衫或内衣等款式变化不太的衣服。 而且,如果内

衣和 T 恤对设计的要求提高之后,生产就不能由大企业进行了,而是被转移到中小企业。 这

是因为,服装本来是一种多品种少量生产的商品,必须进行不同颜色和尺寸的细小管理,大企

业是受不了这个的。 随着捆绑商品产量的增加,中小企业的小批量生产开始了。
实际上,据伊藤淤调查,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商场销售的绅士服才成为成品衣。

这之前,商场里有专门的师傅销售定制的绅士服。 挂起销售按预期生产的成衣还是相当新的

商业形态。 并且,据说在百货商店卖场,由厂家自己承担风险销售绅士服,商场提取一部分销

售额的形式增多了。
很多商品被大量生产,但大量生产最开始是以单一的或少量的生产作为前提的。 在进行

大量生产福特型汽车的 T 型福特工厂,只限于生产两厢或一厢等形状差别很小的三种型号的

轿车,颜色也只有黑色。 没有根据顾客的需求进行多品种的小批量生产,而是在预期有大量消

费的基础上低价生产单一产品。 在商品绝对量少,但商品一旦生产出来就能销售一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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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统一规格来进行生产是最理想的。 为此,要求有适合任何消费者的功能和

设计。
其结果是,软件被固定在硬件上的捆绑商品问世了。 更换软件很困难,只针对特定的使用

来进行商品设计。 作为大批量生产的代表性商品的汽车格外复杂,虽然需要开车技术这种使

用技术,但多数商品被设计成不需要经过特别培训也能使用的产品。 在半导体技术不像现在

一样发达的情况下,软件被编排到了硬件中。
再如电饭煲,在电子控制技术出现之前,由一种被叫做双金属片的元器件来控制温度。 这

是将膨胀率不同的两个金属片贴在一起,温度一上升,其中一片金属片大大伸长,整个双金属

片就会弯曲,造成电极的接触在一定的温度下脱离,电源就会被切断。 通上电流后,其结果是

温度上升之后电源切断。 如果这种设定做得好的话,靠米量和水量来调节,只需要按下开关,
剩下的工作就可以全部交给电饭煲。 因为软件被编排在硬件里,消费者即使完全没有煮饭的

技术也可以使用这种电饭煲。
相反的,现在的消费者已经放弃了明火煮饭的技术,完全依赖于电饭煲了。 可以说这是捆

绑的副作用,由于硬件和软件完全联动,不仅调整软件极为困难,也没有拥有软件技术的必要

了。 所以,在没有煤气和电的情况下,就出现了阪神、淡路大地震中大量完全不会煮饭的受灾

者。 本来如果有热源和锅就可以煮饭,但是,现在煮饭技术丢失了,受灾者们几乎完全依赖于

外部送来的米饭。
大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是:从只有硬件的商品状态发展到可以满足大多数消费者需求的捆

绑商品被大量生产和开发出来;在逐渐过渡到多品种少批量生产的同时,解绑也在发展。 通常

来说,过渡到多品种少批量生产以后,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需要解绑。 同时,在技术上解

绑,只需要对软件进行修改;此外,模块化的发展也是其中一大原因。
“模块化冶是指将构成产品的各个要素按功能分类,并通过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来制造出多

样性商品的设计思想。 最能表现这个思想的是电脑,在中央的计算部分追加什么,记忆装置做

成怎样的东西,作为输入不仅有键盘输入,还设计出声音信号输入,处理图像信息码。 根据各

自的使用目的可以生产出多种多样的电脑。 各个模块具有不同程度的功能,就能带来电脑性

能的不同。 例如,用电脑来作曲和只要能发出声音就好是两种不同的需求,其所需要的模块的

性能自然相当不同。 如果熟知自己要用电脑来做什么,就可以购买到适合自己的电脑。
实际上,明确知道自己应该选择哪种模块的消费者非常少。 不仅要知道模块的种类,还要

知道不同模块具有什么不同的功能,如何将它组合起来,这些知识的获得相当困难。 因此,代
办此类业务、提供建言的服务应运而生。 商品从泛用的商品朝根据顾客需要来定制的趋势发

展,这种定制服务完全可以成为一种产业,这一点就形成了对服务产业的关注。 在从泛用到定

制的过程中,个人也好,法人(事业主体)也好,对被捆绑的软件和硬件进行再捆绑的代办业务

和建言服务,产生了非常大的需求。

3.对人服务的发展趋势

适应商品属性变化而服务于全体制造业的服务正在被重视;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的对人

服务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首先,作为雇用方对对人服务的期待。 由于制造业中

节约人力相关技术的发展,没法再指望制造业有更多的雇用了。 而且,信息处理工具的更新也

导致办公室雇用量急剧减少。 在整个产业中,变成了只能对第三产业的雇用还能抱有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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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对有身体接触的对人服务而言,例如:护理或医疗美容等,即便多多少少受到机械化和电

子化的影响,但雇用不会出现急剧的减少。 并且,随着这些领域的专业化的逐渐提高,这些服

务高度发展,在家庭内进行这种对人服务变得困难起来。 以前,护理和医疗都由家人在家庭内

进行,但机器被开发出来之后,可以实施更为高度的照料。 因此,产生了将这些服务委托给专

业人员的需求,更多的新雇用成为必要。 作为接受更多雇佣的对人服务产业也出现了整合的

动向。
其中之一是大学里新开设了护理和福利相关的院系。 最近十多年来,新开设的与福利相

关的院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数量。 现在,大学生在升学时就要考虑就业情况,报考时考虑福利

专业的倾向很明显,因为这个专业被期待能有切实的就业。 学校为适应这种需要,新开设了很

多与福利相关的院系。 但是,就算是福利专业就业量相当大,它作为一种职业,所得收入却较

低,并且是相当辛苦的工作,绝对谈不上是有利的就业,这一点已经传达给学生了。
取而代之被关注的是:在服务产业,出现了培养这方面高级专家的动向。 但是,这里要注

意到的一点是,并没有用到“服务冶这一概念,而是使用了“招待冶这一名称。 现在,作为学部、
学科、讲座的名称,使用“招待冶这一用语的情况大大增多,几乎完全没有使用“服务冶这一名称

的。
在制造业,服务概念被全面采纳,积极提倡一种叫做服务科学的学术领域。 但在已经存在

的对人服务领域,似乎忌讳提起服务这一名称。 这是为什么? 其一,可以说是为了有别于制造

业中的服务概念,区分开来以示差别。 但是,不仅如此,可以说是试图把“招待冶概念作为比较

中性的概念来设定。
在谈到“招待冶时,需要反复指出的一点是:“服务冶一词的源自拉丁语的 servitus,意思是

“奴隶冶;与此相反,“招待冶同样出自于拉丁语 hospes,意思是“招待巡礼冶以及十字军时代的有

代表性的接待。 今后,“服务冶的概念指接受服务一方和提供服务一方两者之间处于上下关

系;而与此相反的是:“招待冶是一种对等关系,所以,使用“招待冶来谈论对人服务比较恰当。
但是,对此问题的此类讨论未必恰当。 服务意味着奴隶的侍奉,是强制性的;与此相反,

“招待冶具有自发性。 但是,看一下服务这个词语的用法,它可以理解成不仅是对个人的侍奉。
例如,教会里的服务是对神的侍奉。 作为每天的工作任务,在规定的时间做礼拜是服务;还有,
兵役也被称为服务。 当然,对神和国家的奉献是义务,虽然存在上下关系,但已经大大偏离了

对个人的侍奉这一意义。 服务的含义很广,虽然服务这一词语起源于奴隶,但是是在各种各样

的社会关系中的侍奉,已经大大背离了其本意。
并且,对奴隶这一存在的理解真的已经到位了吗? 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 也就是说,不仅

是在日本,对奴隶制度的理解更倾向于以美国的黑人奴隶制度为模型和标准。 从世界史来看,
美国的黑人奴隶制度是极其特异的制度,它背离了一般奴隶制度,美国的制度是近代所有制成

立以后的奴隶制度。 所谓近代的所有制,原则上是指处分权的确立。 所有权不可侵犯,不被限

制。 也就是说,一旦确立了自己的所有权,其权利不可被剥夺,可以自由支配其财产。
一般来说奴隶制度指奴隶身份被限制、自由被剥夺的状态;而有关其被剥夺状况的规则,

在各个社会有相当明确的规定,一般的身份限制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情也相当复杂。 失去自

由民身份的一大契机是在无法还债的状况下,债务奴隶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还债。 日本的

契约劳工可以作为这种债务奴隶来考虑,如果能还债的话就能够重新获得自由民的身份。
在古代和中世纪,一般似乎是以战争俘虏作为奴隶。 尤其是,在几个对立民族居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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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和不同民族的接触中,把和不同民族的纷争中的俘虏作为奴隶使用的倾向很强烈。 这种

情况下,和债务奴隶不同,奴隶重新获得自由身份是很困难的。 无论有无重新获得自由身份的

可能性,一般来说,在对待奴隶上有一定的规则,近代所有权中的财产处分权不会被承认。 例

如,虽然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作为行使所有权,把奴隶家族的父母和孩子分开卖掉,但这在近

代以前的奴隶制中是不可想象的。 在即使是非自由民也被允许拥有家人的社会里,解散这个

家庭的事件是例外的。 也就是说,即使存在奴隶制,因为奴隶并不是一种所有物,当时的社会

就会设定相应的非自由民的规则。
例如,阿拉伯的奴隶是从周边不同民族(非伊斯兰教徒)的子弟中调配来的,然后在以宫

廷为首在上流社会中作为奴隶使用。 被称作“maml俦k冶的奴隶,有能力的话会被征用,也出现

了升任到大臣的人。 虽然成为大臣是例外,但重新获取自由身份并不是那么稀罕的事情。 在

每个社会中奴隶制都有固定的规则,奴隶们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权。 因为近代的所有制度承认

财产处分的自由,相比起人权,近代社会更优先考虑所有权,人,就被作为一种东西来对待。
虽然奴隶是词源,并不是从人格上贬低他,也不认为有必要被替换为“招待冶这一概念。

“招待冶是对等的主张,作为历史的事实来确认是很困难的。 也就是说,接收修道院等的巡礼,
是遵循宗教中的规范,一般不能说招待和被招待是对等的。

再来考虑日本的对人服务的情况,对无形的服务支付对等的价格,以伴有服务的有形财产

的让渡的形式,来定价和处理支付的情况很多。 例如,关于住宿,不仅是住宿服务本身,还有以

旅客自己做饭用的柴火的价格来确定住宿费的。 也有不是旅客自己带米做饭支付柴火费的情

况,叫“旅笼冶,这种旅店不仅提供餐饮,还根据旅店提供的饭菜和旅客路上携带的饭菜(午饭)
的价格来设定住宿费。

对艺妓则以花钱和香钱的形式来支付服务的价钱;艺妓出席宴会的时间以燃烧线香的形

式来计算,所以服务价钱以燃烧一根线香支付多少钱来计算。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这种有形财产的价钱的形式来确定支付,是基于服务的接受者和提

供者的关系几乎对等这一点的。 双方关系有明显上下之分的卑贱的职业,例如,从事卖春或葬

礼的人,金钱的支付被视作是对所受服务的价钱。 另一方面,相反地,在提供服务的一方地位

极高的情况下,例如,接受僧侣的加持祈祷或接受学问的传授的情况等等,则不进行有形财产

的代替支付。 也就是说,金钱的支付不是交换,而是采取喜舍或布施这种赠予的形态。 当然,
赠予或一方的剥削也是一种交换形式,如果遵循这种交换理论的话,就偏离了等价互惠交换的

框架。
互惠交换是交换的主体之间相互为得到利益而进行的交换。 交换要得以成立的话,至少

交换物在主观上必须是等价的,这是经济交换的前提,但经济的交换并不包括所有的社会交

换。 尽管把服务作为经济行为来考虑,也要区分能作为经济交换来处理的情况和不能作为经

济交换来处理的情况,为了将二者区分开来,就采取了模拟经济交换的处理情况以及虽然是交

换但采取的是不等价、不互惠的交换形式的情况。
作为在日本的服务方式,商店内“让我们来服务吧冶的表达方式,指的不是本来价格的等

价交换,而是原本价格之下的不等价交换。 这种意义上的服务,出乎意料地涉及到了原本的

“服务冶这一概念。 也就是说,服务虽然作为交换使用,但不是互惠对等或具有作为交换功能

的交换。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没有必要区分“服务冶和“招待冶。
迄今为止服务具有以下特性:
(1)同时性:买卖后东西没有剩余,生产的同时被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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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可分性:不可能把生产和消费分开。
(3)不均质性:品质不固定。
(4)非有形性:因为无法触摸,没有清晰的形状。 购买商品前,看不到也不能试用。
(5)消灭性:因为没有形状,不可能有库存。
显然这些特征现在大部分失去了意义。 信息技术发展以后,可以远距离提供各种服务了,

服务的接受和给予没有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服务冶被认为是有必要给予特别考虑的经济

活动,可以说是因为它难以适合经济交换的框架。 也就是说,交换的概念是在物物交换或物币

交换的框架下制定的制度,可以说人们是在考虑用各种办法来处理服务和货币的交换。 这时,
服务的提供者和需要者之间的上下关系呈现多样性,也不能认为“服务冶涉及的双方必然是从

属的,而“招待冶涉及的双方必然对等的。

4. “捆绑冶服务和对人服务概念的统一

可以统一处理由解绑(unbunding)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和古典的对人服务吗? 勉强

来说是可以统一处理的。 如果将多数的对人服务当成对作为硬件的人的身体进行的某种操

作,将操作技术作为软件来考虑的话,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捆绑。 在医疗服务上,很明显身体是

硬件,可以说在身体上进行某种操作,就是捆绑的过程本身。 同样的,美容和看护等服务也可

以说是和身体的捆绑。
在身体关怀以外的对人服务———如餐厅旅馆等接待业,可以解释成是把接待技巧捆绑在

客人的身体行动上。 在教育方面,可以类推成把知识技巧捆绑在身体上,这也没有什么不自

然。 还有,在咨询和顾问这类对人服务方面,也可以解释成是技巧的捆绑。 像这种,为了使自

己本身拥有的硬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而接受他人提供的软件,就可以被认为是在进行捆绑服

务。
将解绑状态下的东西与软件捆绑起来的行为称为服务,如果这种服务有偿进行的话就构

成经济行为,从而产生了服务产业。 按照这一思路,对事务所服务的行业和对人服务的行业都

可以放到一个框架中去理解。
这里的问题是:这种服务是通用的,还是被定制的服务呢? 在制造业中,这相当于生产批

量是大是小的问题;与大批量的大量生产相反,还有小批量、极小批量的多品种少量生产。 通

用服务,是无论对哪种顾客都同等对待的服务,如果可以进行机械化的处理,只要将手册精细

化,顾客就可以自己操作和应对。 与此相反,对于有必要按照每个客户来改变应对方法的服

务,是极其高度的服务。
另外,在制造业中,大批量生产会产生规模经济,而服务却未必会产生规模经济。 由于服

务的提供者需要对顾客进行个别应对,员工人数既不会减少,也不会产生随之而来的物质基础

上的规模经济。 有时,由于服务技巧少,即使员工训练的程度比较低也可以开展服务。
在服务场合,不仅仅事先准备了很多对所有顾客的例行服务项目,还有对特定顾客区别使

用的多种辅助项目,并且需要现场修正,其结果是规模经济几乎不起作用。 可以说,由于可以

进行例行项目的对应,服务的质量未必不高,这是成本低下的主要原因。
原则上,通过积累每个顾客定制的服务项目进而产生服务高度化的情况,这是高度服务的

必要条件。 而且,这已经不局限于软件,而是正在不断扩大到有具体形态的产品上。 在各种各

样的领域里,提供适合特定用户的软件、硬件和素材的业务被称为“解决方案商业冶 (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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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解决方案商业基本上采取上述这种形态。
例如,有一家叫做基恩士(keyence)的企业,由于生产传感器而被归为制造业,但是该公司

与其说是在销售传感器,倒不如说是在销售一种如何通过组合传感器使生产系统得到有效利

用的技术。 具体来讲,工厂生产系统的设计以及设计这种生产系统所需要的传感器,并不是分

开出售的,而是作为传感器系统,或者作为具体的工厂生产线来统一出售的。 因此,实质是在

销售客户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过程本身。 基恩士在一段时间内销售额的利润率超过了 50% ,但
高收益并不是来自产品,而是通过销售附带的软件系统获得的。

再举一例,日东电工是一家精细化工企业,它根据用途来提供化学材料。 它既生产装入半

导体的树脂等产品,也提供适合半导体元器件使用环境的材料。 该公司会根据振动和温度等

条件,考虑耐用年限,找出适当的树脂来提供给客户。 该公司所积累的物质技术是带来其高收

益的主要原因。
总之,服务这一概念已经超出了单纯提供服务的范畴,显然它已经变成了将各种各样的知

识捆绑在硬件上的范畴,将它进一步理论化的努力也正在学界不断积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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