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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经济的发展动力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制度设计。
网络经济作为单独的经济学模块提出，值得特别关注。
一方面，许多学术界、政府机构和工商界的学者、官员都持有积极介入态度；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
年代之后，现代经济的特点使得以网络经济作为标题来研究实际的组织现象和经济事实成为流行。
对于理论研究而言，网络经济学的意义更多在于：努力构建一个一般化的分析框架，对网络经济基本
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使之与新古典式经济理论融合，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
本书的视野集中在网络经济的动力及微、宏观基础。
网络经济学不仅阐述那些备受关注的网络经济现象，诸如网络外部性、自增强、正反馈、临界容量等
，这些决定了网络经济下的产品要素、市场特征和企业独特的竞争策略；网络经济学还特别研究网络
经济下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诸如政府对新技术扩散、福利增进和市场效率变化的关注度，强调网络
经济环境下政府实施若干公共政策的适时变化性。
本书的具体写作分工如下：杜云、陈蓉、张铭洪（第一章），杜云（第二章），杜云、王晔（第三章
），张丽芳（第四章），郭晓武、邹珊、韦米佳（第五章），王斌、刘珊珊（第六章），郭晓武、尹
新科、张铭洪（第七章）。
此外，张铭洪、杜云负责制订教材写作大纲、写作规划，并对全书作了修改和总纂。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同时，还要感谢科学出版社的热心帮助和支持。
我们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也吸收了国内外许多同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为方便教学和节省教师的备课时间，也为了方便学生学习，我们制作了配套的讲义幻灯片和案例库、
练习题库，放在与书配套的教学课件光盘中。
同时，还开发了智能题库系统和课堂讨论辅助管理系统，以方便教师的教学管理。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一定有不少的欠缺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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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国内外现有网络经济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和工具，对网络经济运行的基
本规律和现实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本书的重点放在介绍网络经济相关的微观经济原理，同时适当兼顾网络经济的宏观经济分析。
主要内容包括网络外部性基本理论、网络数字产品、网络市场中厂商之间的垄断与竞争关系、网络市
场中的策略性行为、网络经济下的市场绩效、网络型企业组织、网络经济下的政府等。
本书既包括传统经济学理论在网络经济中的应用，也包括挑战传统经济学的新观点，尽量反映国内外
最新研究成果和现实案例，重视内容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为方便教学和节省教师的备课时间，也为了方便学生学习，我们制作了配套的讲义幻灯片和案例库、
练习题库，放在与书配套的教学课件光盘中。
同时，还开发了智能题库系统和课堂讨论辅助管理系统，以方便教师的教学管理。
　　本书适合作为各类高等院校电子商务、网络经济学、物流管理、网络金融、通信工程等专业学生
的教材以及教学科研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企业从业人员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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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网络经济的定义 与“信息（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相同，“网络经济”一
词『可样是对在世界范围内新兴的一种经济形态的描述。
但是与它们分别强调经济的“信息（知识）”内涵和“数字”形式不同的是，“网络经济”突出了经
济运行的基本组织形式，即网络化特征（networks）。
  最为基础的是，用网络经济一词来科学地诠释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关键在于它抓住了这种经济形态
的特点，也就是现代发达经济正在从“传统经济一工业经济”向另外一种“新型经济一知识经济”转
变。
由此，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传统经济模式由规模经济来驱动，而新的经济模式则由网络经济来驱动
。
 “对网络经济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它。
从经济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
经济，由于所说的网络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
⋯⋯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网
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
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
⋯⋯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
⋯⋯网络经济的上述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
网络市场扩大了，网络产业发展了，表现为全新经济形态的网络经济也就必然水到渠成了。
” “网络经济所研究的是，当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网络形式组织起来后，人与人的经济关系
会发生什么变化⋯⋯” 2001年4月，联合国在北京主办的“网络经济与经济治理’’国际研讨会上，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又分别对网络经济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以下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从企业运行的角度，网络经济是建立在国民经济信息化基础之上，各
类企业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整合各式各样的信息资源，并依托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网络进行动态的
商务活动和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经济。
 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乌家培：对网络经济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广义的网络经济是指以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以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应用为特征、信息与知识在其
中起重大作用的经济活动。
其又分为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层次。
由于网络经济的扩散性和渗透性，其外延和内涵正在扩张和深化中，因此，我们要动态地认识和把握
网络经济。
狭义的网络经济是指基于因特网的经济活动。
如网络企业、电子商务以及网络投资、网络消费等网上经济活动。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秦海：面对近年来经济运行形态发生的新变化，人们混合用新经济或信息经
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因特网经济等来描述这种趋势。
其实质是信息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态，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战略件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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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品课程立体化教材系列:网络经济学教程》适合作为各类高等院校电子商务、网络经济学、物流管
理、网络金融、通信工程等专业学生的教材以及教学科研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企业从业人员的
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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