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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争论与共识，中国管理步入了21世纪，更走入了全球化的视野当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新
知识的爆炸、新观念的碰撞、新思想的诞生不断催生着中国管理的变迁，我们的企业开始迈向全球，
我们的管理学界开始向世界进言，我们的市场开始让国外的管理人士瞩目，可以说，中国管理正走向
成熟，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机遇往往伴随着挑战，对于中国管理而言，挑战存在于各个方面。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给予了我们丰厚的文化瑰宝，其中很多都是管理思想的精髓，我们该如何深入
挖掘？
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是越来越前沿的管理理念与实践方法，不断冲击着中国的触觉，我们该如何去
面对？
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的焦点，国外管理人士纷纷开始研究中国本土市场，而作为中国管理学界的成员
，我们又如何在本土化的实践中找到更加适合中国管理发展的路？
种种的挑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如何在我们的管理教学中结合机遇与挑战，向我们的学生——未
来的管理人才——展现出知识与实践结合的力量。
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国内现代企业管理起步较晚，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变革中现实管理问题迭起，高
校教学实践不足，相当多的经济管理类教材是根据国外教材改编而成的，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特殊
国情与新时期下的要求，不能充分解决中国企业的实践问题，更未必满足实际的学生教学需要。
因此真正拥有属于中国自己的、前沿的、既自成理论体系又具有实用性的教材，成为了我们经济管理
界成员的心声。
令人欣慰的是，力求体现中国前沿管理特色的“工商管理系列教材”终于面世了，这套教材不仅为中
国经济管理类理论领域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为从事管理学教学的教师提供了本土化的教学范本
。
这套系列教材紧跟时代步伐，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标，汇集了国际各相关领域的最新观点、内容、原
理和方法，吸收了国内外教材的众多优点，考虑了中国国内的实际管理教学情况，更力求于体现中国
管理的独特思维，既适合于全国各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生使用，同时也可以成为管理实践
第一线工作的各类管理人员系统学习管理理论的参考书。
本系列教材力图从不同的视角，在多种层面对经济管理领域内的各种问题作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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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网络经济学这一日新月异的学科，抓住时代潮流，在原书的基础上更新了网络经济的核心价
值和研究框架，信息网络治理，信息产业的发展状况等部分的内容，同时加入了销售、制造、中介等
行业网络化经济的发展介绍，以及网络信息技术带来的管理变革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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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网络经济概论1.1 网络经济形式、功能与特征1.1.1 网络经济的定义和表现形式1.网络经济的定义
网络已改变了人们的一部分生活习性，各种计算机语言被大众普遍认可。
麦克尼里说：“网络就是生意所在，就是未来所在，就是一切的关键。
”既然网络是一种经营，那么就与经济有直接的关系，而这种联系又能创造经济效益，这就体现了网
络在这个时代的价值。
因此，我们用网络经济来概括在互联网络上进行的经济事务。
就网络经济这一概念来说，目前尚无统一规范的定义。
有的专家认为网络经济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网络联系而引致的经济活动，其主要特征是以信息产
业和服务业为主导；还有的专家认为，网络经济是指计算机互联网络在经济领域的普遍应用，使得经
济信息成本得以下降，从而导致信息替代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最终成为核心经济资源的
全球化经济形态；另外一些专家认为，网络经济是基于网络技术而发展出来的、以多媒体信息为主要
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新经济潮流和形态，包括对现有经济规律、产业结构、社会生活的种种变革，是信
息化社会最集中、最概括的体现。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网络经济定义为通过网络（既包括具体的、有形的物理网络，又包括抽象的、
虚拟的网络）而进行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和。
对于网络经济，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认识。
从经济形态来看，人类文明经历了游牧经济一农业经济一工业经济一网络经济的发展过程。
网络经济依赖的是以数字化信息网络为依托的全新的生产力。
在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
因此，我们可将网络经济看作是目前人类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形态。
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来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
它既包括网络通讯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等硬件设施，也包括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
等经济活动，还包括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活动。
这也就是目前信息产业界人士所宣扬的互联网经济。
从企业、居民的微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新型的市场或超大型的虚拟市场，它为数量
众多而又分散的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一个便捷、低成本的交易场所。
在该交易场所，消费者的巨大的可选择性使厂商必须生产出更具个性化和差异化的产品，厂商将告别
单向设计、规模生产、重在推销的经营模式而转向与消费者交互式设计、小规模多样化生产、全球营
销的柔性经营模式。
2.网络经济表现形式 简单地说，网络经济就是网络驱动的经济，包括：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交流活动
，供应链上商业伙伴之间的交易，以及其他如改变老师教育学生、医生诊治病人和政府服务公民方式
的网上事务和活动。
所有社会活动都将网络化。
它们不一定取代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面对面的社会活动，但是会加强这些活动。
网络经济本身又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以下几种：（1）信息经济。
这是网络经济之源。
信息技术使经济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成为可能。
当顾客观念、信息和技术成为产品的组成部分时，产品和服务的知识内容就显著增长了。
智能产品的新时代正开始改变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例如智能服装、智能卡、智能住房、智能公路、智
能轿车等等。
资本虽然还是关键资源，但却属于正在飞逝中的一个。
资本越来越蜕变为知识的一种功能，因为信息充满了万物之灵的智能。
（2）数字经济。
这是信息在网络经济中传输的表现形式。
在旧经济中，信息是模拟信号或物理的（或像尼葛洛庞帝喜欢说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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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传统的通信方式是：移动物理的身体去会议室，通过模拟信号的电话线交谈，发送原始制作的信
件给其他人，在家接受模拟信号的电视信号，显示由当地图片商店开发的图片等等。
在网络经济中，信息处于数字形式比特之中。
当信息通过数字网络变得数字化和通讯化时，一个充满新的可能性的世界就展现出来：大量信息可以
以光速压缩传送，信息的质量可以远好于模拟信号传送，许多不同形式的信息可以被合成、创造，如
多媒体文件。
新的数字化应用被创造出来后，可以影响商务和人类生活的大多数方面：今日的数字化电子邮件系统
取代了邮局和物理的邮件；人们在家、在旅馆客房工作和在办公室工作一样有效；人类穿越时间和空
间进行通信的能力将产生显著的影响。
（3）虚拟经济。
这是利用网络而存在的非地理形式经济。
当信息从模拟信号转向数字信号时，物理的事物能够变成虚拟的——这将改变经济时代的新陈代谢、
机构的类型及经济行为自身的本质，包括：“虚拟外聘”（virtual alien），人们在一国经济中工作和
合伙而地理上却位于不同的国家；“虚拟商苑”（virtual business park），网上的“家庭”商务资源帮
助客户迅速创办虚拟公司；“虚拟办公”，任何地方对于流动的办公室来说都是工作的地方；“虚拟
股票”，股票不需要移到某个具体的场所就可以交易；“虚拟仓库”，在网上仓库是不存在的，有的
只是按顾客行程表送货；“虚拟村”，一群人不依赖于地理位置，只凭共同的目标和感兴趣的主题，
共享一个网上村落；等等。
（4）网络经济。
这是因网络成为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载体而构成的新经济体制结构。
由于计算机网络是数字的而不是模拟的，由于网络从过去的主机模式转向基于互联网模式的点对点的
联网，因而网络将产生出创造财富的新典范。
当这样的网络带增长到足以承担完全的多媒体（包括数据、文本、音频、图像和视频媒体）时，这种
新体制结构的机会将梦幻般地增长。
属于互联网模式的网络将推倒横亘在供应商、顾客、姻亲集团和竞争者之间的高墙，继而崛起的是互
联网络商务、互联网络政府、互联网络学习和互联网络就医等等。
离开信息的力量，网络经济将是不可想象的。
所有在以知识价值对物质资本进行替代的地方，至少都不再把时间和金钱投在扩大中间环节上，而是
力图在自己和服务目标间走一条最短的直线。
1.1.2网络经济产生的背景1.网络经济产生的技术背景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
展推动的。
在决定生产力发展的诸因素中，科学技术是最具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已明确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
经耗费的劳动量，而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中的
应用。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性的力量。
依据邓小平理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国家强盛的
决定性因素。
科学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的能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物质内部结构及其运
动规律的系统知识。
技术是在科学的指导下，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获得的从设计、装备、工程、规范到管理等各
方面的系统知识。
技术是直接应用于现实的生产力。
科学的发展推动技术的进步，技术革命又推动科学的发展，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推动人类
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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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网络经济来得太快、太猛，给人类带来茫然和惊奇的同时，也给学术界、教育界以及企业界带来更多
需要廓清的理论思绪⋯⋯在经济形态变迁的过程中，人们太需要清晰、透彻地了解网络经济，太需要
洞悉网络经济学的真相。
于是乎，自20世纪9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大学、专业咨询公司、IT媒体和企业界开始研究互联
网经济，并逐步形成互联网技术、经济和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与框架，并提出了互联网经济研究的相
关领域。
但是，稍有遗憾的是作为网络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之建设性研究还是欠缺，阐述较多的是网络经济的应
用领域，对于何谓网络经济学，其性质、特点、研究对象是什么以及网络经济的基本经济学特征、原
理以及自身的运动规律等学理性问题，阐述较少。
因此，本人结合教学与研究的同时，在2003年8月完成出版的《网络经济学》一书的基础上，再续前书
，完成《网络经济与管理》的编写，以期在网络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有所进展。
本书分为：网络经济与网络经济学，网络经济的特征、定律和原则，网络经济与产业结构变化规律，
网络经济与宏观经济，网络经济与经济治理，政务e化与网络经济的发展，产业e化与网络经济的发展
，企业e化与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的创新发展规律，网络经济复杂性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网
络经济风险性及其衡量模型，网络经济与资本市场的互动以及企业价值评估等12章。
之所以立此框架体系，主要是立足于网络经济的新型形态，着眼于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信息网络资源促
进经济增长的规律以及信息网络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推动、最佳结合的规律及其实现方法。
虽然，这一架构作为学科架构并不完善，但作为自创的框架体系也是一种所得，并希望得到批评、指
正，以期进一步完善。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的学生孙松涛、苏斌、李犁、时宇、陈泉泉、耿彦博等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
作，其中有关网络经济的风险性、复杂性和创新性等内容也是李犁、耿彦博和陈泉泉的研究心得，在
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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