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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激情燃烧的岁月似乎总是在蛮荒时代。
中国人在经济改革中经历了30多年巨变，在网络世界经历了16年巨变（1995~2010年）。
在互联网的发轫时代，最早的一批创业者丁磊、马云等厌倦了旧体制、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希望在互
联网中找到新机会。
创业者最初的理想探索赋予了互联网自由、平等、开拓、创新的精神气质。
这样的精神气质也成了中国互联网的内驱精神。
这种内驱精神首先体现在了互联网商业价值的挖掘上。
哪种模式更适合中国土壤，并能保障企业的生存乃至可持续发展？
2000年前后，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崛起，并在美国互联网泡沫达到制高点时一起沉浮；2004
年起，网络游戏和无线领域又备受资本市场追捧，连经营保健品的史玉柱都能跨界发展分到一杯羹
；2011年，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和视频等引导了“第三次互联网上市浪潮”，也有人质疑这是资本
催生泡沫的重灾区。
但是，每一次爆发性增长的背后，不仅仅是资本的狂欢，还会有一些公司争得更多的生存筹码以及成
为领袖企业的可能，也因此深刻影响了互联网的格局。
当然，这其中最诱人之处还在于个人的创富故事，丁磊、陈天桥、李彦宏因为网络股神话先后成为中
国的首富。
相比“全中国最富的人中，接近一半在做房地产”，IT富豪的榜样价值更高：没有原罪攫取阳光财富
，个人努力和产业方向决定成败，财富路径和时效不需要太长⋯⋯这个进程也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逐
渐丰满的时期。
在互联网行业，VC（风险投资）、期权激励、海外上市、现代管理机制等公司机制与世界更为“持平
”。
然而，虽然网络蕴藏着理想与激情，但也充斥了急功近利和物欲横流——VC天使与野蛮的双面性，同
样承载赚钱大计的网上病毒泛滥，网络安全的“以黑反黑”，无视知识产权的产品抄袭⋯⋯网络推动
商业社会进步，也让人反思什么是互联网真正的价值。
本书的价值还在于，不仅仅讲述了网络群雄创造财富、实现价值的机会，也不仅仅讲述了互联网带来
的商业转型。
就像技术和资本提升了产业，产业进步又改变了文化、生活和思想。
在中国16年的网事变迁中，互联网创立了各种文化娱乐模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且正在方方
面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而思维方式又影响到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广度和文化的深度
。
张健中国经营报社副社长、中国经营网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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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录了一群在中国创造属于自己历史的人和他们的故事。
他们是中国互联网自1995年兴起到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弄潮儿和财富新贵的代表，他们用互联网创造和
推动着这个国家的历史，并改写了自己的财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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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帅，非典型80后，互联网观察者和参与者，现供职于《中国经营报》社，任中国经营网内容总
监，乐帮传媒联合创始人，创建乐帮网、掘帮网等多家网站，积累了诸多互联网创业经验，对互联网
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感悟。
此后，历任多家网站产品经理，提出网络3.0时代概念，主张提供个性化、互动性、深入性一站式服务
，做内容与B2C、移动客户端、社交网络的全面对接，从而体现深度专业的应用服务。
曾在网络发表多篇时评，其中以关乎互联网兴衰的商战文章居多，清新、随性的文笔和精道、深刻的
分析深受网友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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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Internet正式“落户"中国    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16年的岁月。
    1995年，是中国互联网商业的发轫之年，在这一年出现了第一批投身互联网的先行者，田溯宁和丁
健绝对是个中翘楚。
在这一年，他们把在美国创办的亚信公司搬到了中国。
    田溯宁是在辽宁大学读的本科，因父母皆出身中科院，所以本科毕业后田溯宁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中
科院读研究生。
1988年，田溯宁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德州理工大学。
在德州理工大学，田溯宁没有选择继续读生物学，而是出于兴趣读起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学位。
而后来让田溯宁从一个环保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互联网信徒则缘于戈尔（1993～2001年任美国副总统，
当时是参议员）的一次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的演讲。
在演讲中，戈尔说，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如果被纳人一个国家的政策，将可以改变整个国家。
就在那一刻，田溯宁突然意识到，一个可以缩短中美两国间差距的良好机遇出现了。
于是，他为自己的未来重新选定了方向，他决定将这条信息高速公路建到中国去，为此，他写了一篇
题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的《光明日报》上。
同时，田溯宁还做了其他一些准备。
首先，他更加关注世界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更深入地学习关于Internet的知识，同时开始分析回
到国内所能从事的科技产业。
当时，田溯宁在美国大学校园的BBS环境讨论分区之外，又附加了一个讨论区，专门讨论中国互联网
产业的前途。
也正是在这个讨论区里，田溯宁结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丁健。
虽未曾见过面，但通过在网上的交流，他们知道彼此属于同一类人：关心政治、环境以及社会，而且
关于科技与创业的想法也极为相似。
两人相见恨晚，随后便创办了亚信。
    亚信的投资人是华人富商刘耀伦，他在当时被誉为“民间外交家”，并一直热心于为中美经贸往来
牵线搭桥。
刘耀伦在美国做的是房地产生意，在当时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位中国商人，亚信是在他投资生涯中唯一
的一次非房地产项目的投资。
    亚信创办初期，主要是在经营《亚信日报》，其内容为电子布告栏的副产品，提供翻译过的政治、
娱乐以及金融等着眼于中国的新闻订阅服务。
丁健负责技术，田溯宁则负责管理、市场以及营销。
《亚信日报》的经营状况并不是很乐观，不过却赢得了小范围的名声，这也为亚信日后承接中国电信
总局的项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4年9月，中国邮电部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了一项中美双方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协议中规定电信
总局将通过美国第三大电信设备运营商Sprint公司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通两条64K专线。
    由于对中国新兴的Internet市场并未给予重视，所以Sprint并没有亲自负责这个项目，而是把这个项目
转包了出去。
刚开始，亚信并不在Sprint的考虑之列，他们最先选中的是一家马里兰的咨询公司，亚信当时只是负责
帮忙检查工程方案。
但随后，亚信发现马里兰那家咨询公司的设计存在很大的漏洞，于是，便将情况告之了Sprint，因此赢
得了Sprint的信任，接下来，这个项目便顺理成章地被亚信接手。
    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丁健正好在国内。
他是回国来进行前期业务拓展的。
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正在美国等待女儿出世的田溯宁时，两人都特别激动，他们仿佛找到了
把Internet带回中国的路径。
    就这样，亚信科技（中国）公司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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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亚信团队便开始着手与Sprint合作。
首先，他们用了两个星期，准备了整整三本资料，然后便开始了具体的工作内容：购买整套网络设备
，调制思科50l路由器，通过卫星连到美国，北京、上海之间用DDN光纤专线连接；然后，在上面开通
电子邮件、Gopher（，在谷歌等搜索引擎出现前的搜索应用）、新闻组（主题性召集，类似现在很多
网站提供的小组服务）、Telnet（远程登录）等Intemet服务。
而为支持这些服务，亚信还要在服务器端开发一些软件。
亚信写的第一个软件是中文Telnet软件，叫做“粉”，是以颜色来命名的。
另外，亚信还得让中文在Internet上传输。
。
Internet上第一个传输中文的IETF标准就是亚信制定的。
    项目完成之后，北京、上海加在一起一共有了32个拨号端口，一个端口大约能支持10～29个用户。
所以，这个网络最多能够支持500个用户。
虽然有限，但在当时来说，已经足够用了．。
    完成了这个项目，亚信其实并没有获得多少实际的利润，因为从Sprint手里接过这个项目的时候，它
就已经从400万美元变成了20万美元，：这跟亚信最早在国内承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网页系统的220万
美元的项目比起来，只能算是个零头。
但是，这个项目对亚信来说却有着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奠定了亚信日后的商业模式——做互联网的
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虽然建设这个项目的实质原因并不是为了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服务，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相互承诺
，因为它代表着中美两国之间部长级会谈的一种结果。
但是，它却向中国公众展示了Internet的巨大魅力，同时也提供了一条公众与互联网进行连接的有效路
径。
在此之前，中美两国之间的互联网连接都仅限于小众层面，能够享用：Internet服务的人，大多数都拥
有某种特权。
而这个项目完成之后，这种特权已经开始渐渐消融。
    结缘Chinanet，亚信一路高歌猛进    Chinanet即中国公用Intemet骨干网，通过Chinanet的灵活接人方
式，用户可以方便地接入全球Internet，享用Chinanet及全球Internet上的丰富资源和各种服务。
上文提到的北京和上海两个节点便是Chinanet的骨干网。
    1995年春天，对于中国互联网来说，一个好消息不期而至。
中国邮电部决定将中国电信注册为独立法人，这标志着电信部门将从邮电部拆分出来，独立发展。
中国电信下属的各个地方电信局都很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独立之后，他们自然都要积极为自己寻找一些新的增长点，而方兴未艾的Internet自然是一个绝好的选
择。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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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武帅，山西人+知识分子，传媒新秀+创业天才，你没有理由拒绝他写的这本中国互联网商业史。
——赛迪顾问高级副总裁   王靖中国互联网走过的这十六年，正值中国经济逐渐崛起之时；今天，中
国已经成为互联网应用最大的市场；明天，这个最大的市场也将变成最主要的市场。
到那时，将会有更多的后来人为历史继续谱写更精彩的未来。
——中国经营报社副社长、中国经营网总编辑  张健感谢《中国互联网风云16年》的出版，它向世人描
述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长史和兴衰史，因而让我们更愿意期待未来的网络中国。
——和讯网总编辑  王炜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能快速崛起自己的网络帝国，或创新或颠覆，或成
功或吞噬。
眼前这些富有IT里程碑意义的故事，也许会让你思考这个时代背后的更深层价值。
——阿邦网General Manager   王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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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互联网风云16年》：无需听马云怎么说，无需东搜西找，想了解学习网络名企名家，《中国互
联网风云16年》，一本书让你畅游“互联网”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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