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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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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阐述了网络经济的特点及其我国网络经济的现状和发展的必要性, 提出建立适于网络

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更新观念、注重人才培养、完善金融体系、建立虚拟企业和发展电子商务等几个

方面的发展途径, 并对利用网络经济的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跨跃式发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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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中期以来, 互联网在全球迅猛发展, 信

息技术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信息技术的核心是网络, 高速、宽带的现代化通

信与信息网络的发展与完善, 使人类社会的生产、流

通、科研、教育、医疗、娱乐等各种经济与社会活动都

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网络, 并逐步转到网络上来进

行, 从而导致网络经济的崛起[1 ]。目前, 世界各国已

把发展网络经济视为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目标。在

美国, 自从前总统克林顿提出发展“信息高速公路”

计划以来, 美国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及互联网得到

飞速发展; 欧洲委员会于1999年提出了建立“网络欧

洲”的倡议; 日本内阁也在1999年决定的“经济新政

策”中把信息技术和产业作为21世纪新的经济发展

基础。因此, 我国要发展国民经济, 增强综合国力, 就

必须抓住这次网络经济革命带来的契机, 制定适合

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 促进我国经济赶超世界先进

水平。

一、网络经济及其特点

网络经济这一概念, 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 抽象

地讲“网络经济就是基于网络尤其是因特网所产生

的经济活动的总和”[2 ]。具体地说, 网络不是狭义的

指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一个新行业, 或围绕这个

新行业派生出来的若干个相关行业, 而是指通过互

联网进行的资源分配、生产和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

包括电子商务、网络银行、远程教学、远程医疗、网上

书店、网上订票, 以及各种费用的在线支付和查询

等[3 ]。要深入理解网络经济, 正确把握其内涵, 我们

应从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它。首先, 从经济形态这一最

高层面看, 网络经济有别于自然经济、农业经济和工

业经济的数字经济, 网络信息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

力; 第二, 从产业发展中观层看, 网络经济就是与电

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 第三, 从企业营销、居

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看, 网络经济是一个虚拟的

大市场[4 ]。与传统经济相比, 网络经济具有以下特

点: (1)是以信息为核心资源的经济; (2)是直接面对

消费者, 进行照单生产的直接经济; (3) 网络中起作

用的是边际收益递增机制; (4) 是全球一体化的

经济。

二、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现状

自1995年中国电信与金桥两大公众互联网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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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开通, 标志着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启动。近两年来,

随着计算机的进一步普及, 上网人数飙升, IT 业日

益状大。继1999年被定为“政府上网年”后, 我国于世

纪之交的2000年已启动了“企业上网工程”, 由此引

发了企业上网热潮。但是, 据来自权威机构的调查表

明, 由于国家基础设施有待完善、企业信息化基础薄

弱、技术手段落后、对网络经济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认

识不足及人才匮乏等因素的影响, 多数企业上网只

是盲目跟风, 流于形式, 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从规模上看: 我国上网人数只占总人口的

2% , 其规模还不足以改变整个社会原有的经济模

式。企业上网数也不容乐观。根据最近有关机构的调

查, 我国15 000多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 只有10%

左右基本实现了信息化; 70% 拥有了一定的信息化,

或着手向信息化迈进; 20% 只有少量计算机, 除了财

务、打字外很少使用。

2. 从形式上看: 当前网络上的中文网站大多数

是门户网站, 其中许多网站内容雷同, 且都以上市为

目的, 忙于炒作, 追求访问量, 争夺“注意力”, 不注重

内容的开发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并且, 为扩大规模盲

目投巨资, 无有效的赢利手段, 只有少量的广告收

入, 大都处于“只赔不赚”的状态, 赢利无期。

3. 从基础设施上看: 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比

较滞后和缓慢, 传输速度太慢 (中美两国主干网带宽

相差78～ 9 700倍, 局部网相差129倍) , 国际出口带

宽太窄, 中文信息量太少 (占全球总量的0. 1% ) , 网

络普及率太低, 上网费用过高等都是制约我国网络

经济发展的因素。

4. 从观念上看: 一方面, 我国居民购物观念落

后, 习惯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面对面的购物方式,

对网络经济带来的网上定购方式不适应, 死守“不见

兔子不撒鹰”的理念; 另一方面, 一些企业家观念有

待提高, 他们对互联网将对企业发展产生的推动作

用难以接受, 认识不到网络经济的本质特征, 不能有

效地运用互联网这一工具对企业进行改造和升级,

面对网络经济不能快速地进入状态, 还是沿用工业

经济的观念从事各种管理、经营及销售活动, 不会有

效的利用信息资源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不能运用新

技术激发出企业发展的创新意识, 所以非但没有从

网络经济中获得任何利益, 反而可能增加费用, 如店

铺、库房等传统的经营费用也没省, 却增加了入网费

用, 因此上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打击。

5. 从金融体系上看: 一方面, 我国信用体系不完

善, 支付手段落后。目前我国商业信用普遍低下, 企

业间相互拖欠货物和三角债问题严重, 当面交易尚

且有不安全感, 在网上支付会有更大的障碍; 另一方

面, 我国信用卡制度不普及, 大多数网上购物都只是

进行网上的浏览、查询, 再从邮局汇款, 即所谓在线

订购、离线支付, 在线浏览、离线交易等。

6. 从法律制度上看: 网络经济与信息工业的发

展离不开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支撑, 也受到宏观法

律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目前, 我国政府制定的法律法

规的发展速度要滞后于网络经济的发展速度, 许多

传统的法律法规在网络经济的现实中已经不太适

用, 现有的规章制度多是行政部门出台的“规定”和

“办法”, 尚未形成法律条文。

三、网络经济的挑战与机遇

网络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它在为我们带来许多

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更多的挑战。网络经济的迅

速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 进而使发达国家从中

受益, 得到快速的发展, 但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尤其

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加落后, 它加剧了世界

发展经济的不均衡。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正处

在工业经济的发展阶段,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都

还没有完成, 现有产业的竞争力还不够强, 与发达国

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

革命的推动下, 如果中国不能在信息化方面赶上世

界先进水平,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今后的国际竞争

中再次落后。所以, 我国面临着双重任务: 一方面, 必

须解决传统产业相对落后的问题, 加快工业化进程,

促进经济的发展, 以增强经济实力满足发展市场需

求; 另一方面, 随着网络经济的飞速发展, 全球经济

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剧。我们要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的

先进技术, 抓住机遇, 利用后发优势, 加快技术进步,

大力发展网络经济。为此, 我们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展开工作:

1. 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 进一步提高网络化普及程度, 要充分利用监督管

理职能鼓励和督促国有大、中型企业上网, 并建立相

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引导和保证网络经济顺利、

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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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澄清认识, 更新观念。网络经济不等于网站

经济, 网络公司不赢利不能说明网络经济没有前途。

网络只是一种工具, 任何人任何企业都可以拿来用,

因特网商务模式的最大赢家将是那些懂得如何运用

网络的传统公司, 而不是纯粹的网络公司——网站。

所以正如英特尔前总裁葛鲁夫所说“网络经济的最

高境界是没有网络, 因为到那时所有的公司都成了

网络公司”。

3. 注重人才培养。在网络经济时代, 经济的发

展与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的关联度小, 而与人力资

源的关联度大, 价值和财富的创造将主要依靠脑力

劳动或创造性劳动, 发展经济的资本主要是人力资

本。所以, 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应着重进行人才培

养, 把我国沉重的人口包袱转变成巨大的人才基地。

4. 创建风险投资。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

力和源泉。新兴的高新技术公司要求发展, 必须得到

资金的支持。由于新型公司发展还不成熟, 并伴随着

高风险, 所以很难间接融资, 如银行贷款。在这种情

况下, 风险资金应运而生。

风险投资公司最早于1964年出现在美国。我国

在1985年才诞生了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目前仅有

百余家规模不太大的风险投资公司, 而且没有吸引

到足够的国外风险投资。究其原因, 主要是在我国的

金融体系中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 如国外有规范的

“二板市场”保障风险资金的进入与退出。所以, 建立

我国的高科技二板市场是当务之急。

5. 组建虚拟企业。虚拟企业 (动态联盟) 是一种

为了对市场需求作出快速反应, 迅速占领市场, 通过

整合若干企业,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共同完成某项产

品或任务的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虚拟企业虽不

是网络时代的产物, 在工业经济时代就已有之, 但计

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企业更为方便、快捷地进

行虚拟经营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当市场机遇出

现时, 单一的中小企业只能在某一方面占有优势, 力

量单薄, 可以通过组合若干个公司形成虚拟企业达

到优势互补的目的。虚拟企业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经

济实体, 只是临时的组织形式, 当产品或任务完成

后, 虚拟企业自行解体。在虚拟企业中, 各成员公司

只做自己擅长的工作, 成员间保持一种合作关系以

提高整体的竞争优势。随着我国加入W TO 和经济

全球化程度的提高, 我国大批的中小企业因资金、信

息、技术等方面的原因, 将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而

虚拟企业 (动态联盟)这种组织形式是增强竞争力的

切实可行的方式之一。目前国际上有许多公司采取

这样的形式进行组合, 如著名的耐克 (N ike) 运动鞋

公司, 其本身是一个小公司, 但它把自身不具竞争优

势的制造、运输、销售等业务全部分包给其它公司,

而只集中有限的资源从事附加值最高的设计和

行销。

6. 发展电子商务。对企业而言, 网络经济的核

心内容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包括企业对企业 (B to

B ) 和企业对消费者 (B to C) 两个方面。我们认为我

国发展电子商务应以企业对企业 (B to B ) 为核心,

这是因为 (1) 最新统计显示, 我国网络用户中, 学生

占21% ; 计算机业内用户占12. 9% ; 专业人员和行政

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占14. 8% , 显然, 他们的购买力有

限, 而其中真正能进行电子消费的人数会更少。(2)

在中国, 电子商务的增长潜力首先是来自企业对企

业 (B to B ) 的交易。企业间的交易可在目前电子交

易支撑环境不完善的条件下, 依靠企业间的高度信

任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商务合同通过电子商务实现。

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国企业将会面对跨国企

业的直接竞争, 许多国外大企业会直接参与中国市

场, 直接与我国企业展开竞争, 政府对企业的保护将

逐渐缩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可以使企业与世界经

济接轨, 使销售网络突破传统营销渠道的限制, 以互

联网为媒介覆盖全世界; 使企业能减少贸易环节, 降

低销售成本, 更有效地满足用户需要, 提高增长速度

和增加经济效益。

四、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实现
我国经济的跨跃式发展

　　技术革命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 必须依赖一

个相对廉价的核心要素, 在当今的网络经济中, 这个

核心要素是以人为主要载体的。我国具有丰富的人

力资源。所以, 现在的网络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

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首先,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

们没有“前工业结构惯性”, 更易于接受新东西。西方

国家在技术与设备上投入的资金很大, 面对新技术,

他们有维护原有东西的惯性, 而我们可进入高技术

起点的网络经济而不必顾虑太多。如我们不必投巨

资解决“千年虫”问题而直接建立合理的数据库结

构, 不必考虑原有电缆的投资是否收回的问题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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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铺设光缆甚至建立无线网络, 所以, 中国在网络经

济发展中有巨大的机会, 相对传统经济来说, 完全可

能在相对短时间内缩小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 而且

也有可能赶上工业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具

有后发优势。第二, 传统工业经济依赖厂房、设备、基

础设施等生产要素, 网络经济中信息是主导因素, 我

们只需要有先进的技术和相关人才、一定的资金以

及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 完全可以依靠网络使效益

得到提高, 实现经济的跨跃式发展, 不必走传统经济

发展模式的老路。从历史上看, 有许多国家通过后发

优势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赶上甚至超过了

许多发达国家, 实现了经济飞跃。如美国超过工业革

命后的英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日本在二战后

经济的迅速崛起。因此, 我们要抓住时机, 合理调整

产业结构, 以工业经济为基础, 大力发展网络经济,

两者兼顾, 借助网络经济的后发优势促使工业经济

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和科学的利用。同时, 又能借助

工业经济的日臻完善的基础条件, 大规模、高速度地

发展网络经济, 完成党在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大

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

化, 发挥后发优势, 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跃式发展”

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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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 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econom y, the developm en t of network industry and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 ing new network econom y are discussed. Som e w ays fo r the developm en t of network

econom y are p roposed w h ich include building the m acro2environm en t of network econom y, updating our

attitude, paying atten tion to talen t cultivation, comp leting financial system , founding virtual en terp rise, and

develop ing e2business. In addition, advices are given on how to drive the national econom y skyrocketing by

tak ing post2advan tage of the network econom y.

Key words: network econom y; characteristics; virtual en terp rise; e2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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