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19 卷第 1 期
2016 年 1 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Ｒ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Vol． 19 No． 1
Jan． 2016

互联网的资源观
①

杨善林* ，周开乐* ，张 强，范雯娟，丁 帅，余本功，冯南平，刘业政*

( 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过程优化与智能决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合肥 230009)

摘要: 互联网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类技术系统或应用平台，而是一类广泛融入经济社会系统的

战略性人造资源，正在推动经济社会系统的重大变革． 但是，对互联网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必将

经历一个长期且曲折的发展过程，创造互联网资源和利用互联网资源都需要很高的基础理论

水平、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 本文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互联网的资源观． 首

先，分析了对互联网资源性的认识; 然后，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例重点探究了融入互联网资源

的产业发展; 最后，探讨了基于资源观的互联网发展及相关问题，包括互联网资源的开发与应

用、融入互联网资源后的产业生态系统重构、基于互联网资源观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融入互

联网资源后的经济安全等．
关键词: 互联网; 资源观; 人造资源; 产业发展; 研究问题

中图分类号: TP3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 9807( 2016) 01 － 0001 － 11

0 引 言

1969 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 Defense
Advanced Ｒ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ＲPA) 组建

的阿帕网( Advanced Ｒ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
work，AＲPANET) 标 志 着 计 算 机 网 络 的 正 式 诞

生，TCP /IP 协议簇的开发和应用为现代互联网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1，2］． 互联网最初作为一种提高

军事部门和科研机构信息传播效率的新的技术工

具，逐渐发展到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信息传输、存储

和检索等基本信息服务的技术系统．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以 Amazon 和 eBay

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公司相继诞生，以 PayPal 为代

表的第三方支付、以 Lending Club 为代表的 P2P
借贷和以 Kickstarter 为代表的众筹融资等互联网

金融平台相继成立，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快

速发展使得互联网的特征从一种单纯的技术系统

演变为一种支撑性的应用平台，推动了线上经济

时代的到来，催生了线上经济时代新的商业模式

和服务模式．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近年来新兴信息技术的

不断涌现使得互联网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拓

展，广义的互联网已经包含了寄生在互联网上的

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的衍生物云计

算和大数据等． 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变革和重组当

前的经济社会系统． 互联网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类

技术系统或应用平台，互联网的资源性特征日益

显现，它作为一类战略性人造资源不断融入到商

务、金融、制造和政务等经济社会过程中，实现线

上线下多重资源的重组、整合与互动，加快商业模

式创新和消费方式转变，引发产业发展思维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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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系统的重大变革．
本文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互联网的资源观． 首

先分析了对互联网资源性的认识，然后重点探究

了融入互联网资源后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最

后提出并简要论述了基于资源观的互联网及相关

研究问题．

1 对互联网资源性的认识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可以

称为“网前时代”，在网前时代并没有互联网的概

念和相关技术，但人类的经济社会却是一直在不

断发展和进步的． 历史上的重大工业革命极大地

提高了人类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的文明程度，

是网前时代人类经济社会系统跨越式发展的重要

标志． 网前时代的人类经济社会经历了一次又一

次的跨越式的发展，新技术、新资源、新方法层出

不穷，推动了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前进，已经形成

了一个动态稳定并且不断创新发展的经济社会

系统．
20 世纪 60 年代诞生的互联网对人类的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影响． 在互联网发明之后的

不同时期，其在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中表现出的特

征和价值一直在不断丰富和深化，从诞生初期作

为一类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技术系统逐渐演变为

线上经济时代提供各种在线服务的应用平台，直

至当前成为一类不断融入经济社会系统的战略性

人造资源，如图 1 所示．

图 1 互联网特征和价值的演变

Fig． 1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and value of Internet

1． 1 技术性互联网时代

1969 年 10 月，阿帕项目进行的世界首次网

络通讯试验标志了计算机网络的正式诞生，随后

数年接入阿帕网的节点数不断增加，逐渐实现了

世界范围的互联． 但是，在互联网诞生初期，人们

所持的态度和观念较为谨慎保守，不同的领域、国
家或地区，先后建立了独立封闭的“教育网”、“科

研网”或“国家网”等网络小圈子，这些网络之间

电子设备接入和数据传输标准并不一致． 而经过

十多年的努力和协商，最终阿帕的 TCP /IP 协议

成为了人们共同遵守的网络传输控制协议，不同

区域和领域也开始敞开心扉，互相接纳，形成了统

一开放的全球性网络———互联网［3］．
互联网实现了基于计算机系统的信息传输，

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 因为人们对信息

传播效率的需求强度并不一致，军事部门和科研

机构对信息传播效率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他们

成了互联网的发明者． 互联网最初作为一种提高

军事部门和科研机构信息传播效率的新的技术工

具，逐渐发展到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信息传输、存储

和检索等基本信息服务的技术系统．
随着计算机和企业专网的发展，应用于企业

之 间 的 电 子 数 据 交 换 ( Electronic Data Inter-
change，EDI) 技术促进了商业文件在计算机之间

的传输，使得企业处理商业文件的效率大幅提升，

成本得以降低; 而电子邮件、浏览器和搜索引擎的

相继出现，逐渐打破了物理位置的局限性，降低了

人际沟通和利用信息的成本，使得人们远程沟通

和信息检索效率大幅提升．
这一时期，互联网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是一类

技术系统，可以定义为:

互联网是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之间或者网络

与网络之间，通过一组通用的协议连接起来，借助

网络操作系统和网络管理软件等，实现信息传递

与共享，从而形成的逻辑上的网络系统．
围绕互联网的技术性特征，这一时期关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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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研究的主要理论技术问题有分布式通信系统

理论、TCP /IP 网络协议、分组交换理论、路由选择

算法和超文本传输协议等． 为了充分发挥互联网

的技术系统价值，人们关注的主要产品应用问题

有计算终端的运算性能、信息传输和存储效率、路
由交换配置与管理以及信息检索与人机交互等．

对于诞生初期作为一类技术系统的互联网，

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其技术性特征与价值．
关于互联网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提高计算机网

络系统的相关技术，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技术系统

效用价值．
1． 2 平台性互联网时代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遍布全球的互联网

为重要平台，新兴的在线服务模式日益多样，开创

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线上经济时代，互联网的平

台性特征和价值日益显现．
在商业领域，1995 年 7 月，最初以在线销售

图书为主营业务的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 ( Ama-
zon) 成立于美国的西雅图; 同年 9 月，让网民可以

通 过 互 联 网 买 卖 物 品 的 线 上 拍 卖 和 购 物 网 站

eBay 也在美国诞生． 亚马逊和 eBay 等电子商务

模式使得传统的商务活动转移到互联网上，极大

地提高了商务交易过程的效率和用户的满意度，

创建了基于互联网的新的商业模式，它实现了传

统商务交易过程的电子化和网络化． 基于互联网

平台的电子商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和企业

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得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具有

更强的主动性．
在金融领域，人们也开始利用互联网平台开

展筹资、融资和投资理财等金融活动． 互联网金融

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分析的金融创新形

式，其发展始于满足金融市场中零散的、多样的和

个性化的少量尾部市场的需求． 互联网金融的主

要形式有支付结算、P2P 借贷、众筹融资、网络理

财和金融征信等． 互联网金融具有透明度高、参与

广泛、中间成本低、支付便捷、风险分散、信用数据

更为丰富和信息处理效率更高等特征．
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平台性特征

的典型体现，以互联网作为重要平台的线上经济

时代标志着互联网的商业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

段． 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快速发展进一

步推动了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和创新，

推动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商务和金融服务活动朝

着分散化和移动化方向发展，形成了移动电子商

务和移动互联网金融等［4］，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服

务和交易活动更加灵活、高效和便捷．
在这个时期，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用户多样化

的服务需求与先进的互联网平台技术如何在市场

运作中更好地匹配，不同市场主体之间信息分享

和沟通的模式发生深刻变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打破了地理位置的局限，交流和沟通成本大幅降

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交互和沟通朝着扁平化

趋势发展，带来了企业营销策略和商业模式的改

变，洞察需求、流量变现和营销至上成为线上经济

时代企业的主要经营策略． 互联网成为一类应用

平台，可以定义为:

互联网是一种能够在线提供商务和金融等服

务的应用平台，为开展线上交易活动提供了重要

载体，改变了用户与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

交互方式，显著提高了用户获得产品和服务的效

率，它催生了线上经济时代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模

式和营销模式．
围绕着互联网的平台性特征，人们关注的焦

点与核心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

在线商务或金融服务等活动，以有效发挥互联网

的平台性特征，充分实现互联网的平台性价值，推

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

提高服务过程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更加灵活高效

地满足用户个性化、多样化、分散化和动态性的服

务需求［5 － 8］．
例如，在电子商务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下方面［9 － 15］: 电子商务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推

荐方法研究、电子商务交易环境和交易主体之间

和信任研究、电子商务平台的用户评论和口碑营

销研究、企业对电子商务模式的接受度以及电子

商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电子商务交易过程

的安全和隐私保护研究以及电子商务用户的决策

行为建模与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等．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方面［16 － 20］: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行为金融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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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控与监管研究、互联网金

融信用体系构建研究、互联网金融运营管理中的

关键问题研究、基于金融大数据的交易理论与方

法 以 及 互 联 网 金 融 在 线 数 据 的 套 利 理 论 与 方

法等．
在平台性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

的、高效率且低成本的信息共享以及产品和服务

获取的平台，已经被成功地应用在了商务、金融、
制造、物流、交通等各个经济社会领域，改变着人

类社会的信息分享和沟通模式，使系统中的交互

方式更直接、更扁平化，提升了经济社会系统运行

的效率，也不断地孕育出新型的商业模式、服务模

式乃至社会运作模式．
1． 3 资源性互联网时代

随着互联网内涵和外延的不断丰富和扩展，

互联网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类技术系统或应用平

台，其资源性特征在经济社会系统中的表现越来

越显著． 例如，多个智能网联汽车构成了互联网汽

车网络，其中每一辆智能网联汽车通过自身的无

人驾驶规划和控制经验获取相关驾驶数据，并将

天气、路况、车况和汽车操控效果数据上传到企业

的数据中心，形成互联网汽车的自主学习网络，从

而改进无人驾驶和智能交通技术水平． 又例如在

医疗服务领域，利用基于互联网的全息影像技术，

通过传感器、摄像头和可穿戴设备等可以自动记

录人体的心脏、骨骼、血液和脑电波等各项指标数

据，开启了未来基于互联网的全新医疗服务模式，

通过互联网自动实现人体健康数据的采集分析并

形成辅助医生的诊断建议． 显然，在上述应用案例

中，互联网已经远远超越技术系统和应用平台的

范畴，而是深度融入产品系统之中，表现为一类重

要的战略性人造资源．
因此互联网可以定义为:

与“机器”和“电力”等类似，互联网是人类有

史以来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为广泛的人造资

源，这种资源全面融入到经济社会系统运行的全

过程，广泛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方面，促进线上线

下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重构，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

变革．
互联网作为一类新的战略性人造资源，正在

不断融入经济社会系统中，从而变革网前时代和

线上经济时代形成的交易规则、商业模式和服务

体系． 在基于“互联网 +”的创新创业活动中，按

照互联网的资源观，创业者、企业和政府都应该有

新的思考． 创业者应该基于互联网的资源观开展

创新创业活动，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既要打破互联

网仅仅是一类技术系统或应用平台的思维束缚，

又要克服急躁情绪，下足功夫去融合线上线下资

源，推进基于互联网资源的创新创业活动． 企业应

该基于互联网的资源观重新思考原有的生产经营

方式，分析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和内部条件，结合

自身的优势，加快基于互联网资源的技术创新、商
业模式创新和服务体系创新，不断优化基于互联

网资源的企业发展战略． 政府应该基于互联网的

资源观，充分认识互联网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影

响的基本规律，制定更加精准的公共政策，促进互

联网资源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实现经济发展

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作为一类新的人造资源加入到经济社

会系统中，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

机遇，也提出了诸多新的严峻挑战． 围绕互联网的

资源观，应该重点关注互联网资源的开发、管理及

其应用等诸多问题，还要关注互联网资源融入经

济社会系统以后所带来的产业生态系统的重构和

经济安全等问题．
随着互联网及其应用的发展，不断形成的大

数据也是一类由互联网衍生而来的重要的人造资

源． 从管理的视角看，大数据是一类能够反映物质

世界和精神世界运动状态和状态变化的资源，它

具有复杂性、决策有用性、高速增长性、价值稀疏

性和可重复开采性，一般具有多种潜在价值． 围绕

大数据资源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大数据资源的获取

问题、大数据资源的加工处理问题、大数据资源的

应用方式问题、大数据资源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资

源的产业发展问题以及大数据资源的相关政策法

规问题等［21］．
互联网资源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产业的发展模

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变革和

重组当前的经济社会系统． 互联网作为一种战略

性新兴资源不断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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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源性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朝着网络化、智能

化、服务化和协同化方向发展，实现线上线下多种

资源的重组、整合与互动，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和消

费形态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管理方式

变革．

2 融入互联网资源的产业发展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战

略性资源和现代产业创新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

正在推动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管理创新，变革传

统产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加速形成新的企业与用

户互动关系，从而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产业的

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 互联网作为一类重要的战

略性人造资源，不断融入资源性产业、制造业和服

务业，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

强国的转变创造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下面，

重点阐述互联网资源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影响．
2． 1 融入互联网资源的服务业发展

在网前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类自

然资源及人造资源的利用，已经形成了相应的产

品设计与生产方式、服务提供与交易方式、经济组

织与发展方式． 互联网作为一类新的人造资源加

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引起产业发展的重大

变革．
对于商务服务，网前时代的传统商业活动都

发生在线下，形成了线下交易和商务服务的基本

规则和体系; 在平台性互联网时代，以 Web 2． 0
为基础的信息发布技术推动了 B2B、B2C 和 C2C
等新型电子商务交易模式的形成; 而在资源性互

联网时代，包含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在

内的广义互联网资源融入到商务交易过程中，推

动线上线下资源的重组与互动，变革网前时代形

成的线下商业规则和体系，重构平台性互联网时

代形成的线上交易规则和体系．
对于金融服务，网前时代的传统金融利用基

金、保险、证券和银行等线下资源满足企业或个人

的金融服务需求; 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互联网金

融中，P2P 借贷、众筹融资、电商小贷和理财超市

等新型线上金融服务模式不断涌现，更加灵活高

效地满足企业或个人的金融服务需求，提高了金

融服务效率; 而在资源性互联网时代，金融服务的

线上资源和线下资源不断融合互动，变革传统金

融服务体系．
O2O( Online to Offline ) 的 概 念 最 早 由 美 国

Trialpay 创始人兼 CEO Alex Ｒampell 于 2010 年 8
月首次提出，他认为 O2O 是“在网上寻找消费者，

然后将他们带到现实的商店中，是支付模式和为

商家创造线下流量的一种结合”［22］． 随着互联网

资源性特征的不断显现及其价值的不断深化，一

方面，传统产业的企业加快实施互联网战略，实现

产品设计、生产、运维、营销和服务的数字化和网

络化，将线下的商务活动与互联网有机结合，让互

联网成为支撑线下交易的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新

兴互联网企业和线上经济时代的平台性互联网企

业则积极参与到线下资源的整合与价值创造过程

中，通过线下的商业活动来促进线上交易的进行．
随着线上线下资源的加速融合，线上线下商务活

动的双向互动越来越密切，O2O 的内涵也随之拓

展和深化，当前的 O2O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线上到

线下或者线下到线上，而是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

与融合发展，在 O2O 模式下，用户的体验链条被

延伸，体验元素更为丰富，满足用户需求的维度也

更为多元，客户体验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

能成为联接用户的重要入口，而互联网入口往往

意味着可以通过高黏度的内容和服务将流量优势

和用户规模优势转化为产品或服务的竞争优势．
O2O 模式推动线上线下生产要素的重组与

重构，加速线上线下资源的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

的商业模式和新的服务模式，变革网前时代和平

台性互联网时代的经济社会系统．
2． 2 融入互联网资源的制造业发展

在制造领域，互联网作为一种战略性人造资

源，不断融入到传统产品中，形成了智能互联产

品，改变着制造业的组织方式，加速形成新的企业

与用户关系，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产业的经营模式

和组织架构，从而成为现代制造业创新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推动着制造业的新一轮重大技术创

新和管理创新． 与传统制造业时代相比，不同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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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结构、分工协作方式、产业链关系、生产与消费

关系等使得互联网的资源性特征得以充分展现，

具体体现在:

( 1) 对产品构造的影响． 在产品技术方面，互

联网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不断融入到传统产品

中，成为产品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先单纯由

机械和电子部件组成的产品，现已进化为由物理

部件、智能部件和互联部件构成的智能互联产品．
其中，物理部件包含产品的机械和电子零件，而智

能部件利用传感器、数据储存装置、微处理器和软

件，提供跨界乃至超越传统产品的新功能． 互联部

件则通过接口、天线和联接协议使得产品数据在

产品、运行系统、制造商和用户之间联通，能够在

用户体验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提供全新价值． 产品

逐步成为联网的智能化终端，形成智能互联产品，

这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效能价值，拓展了产品的

应用范围［23］．
例如，在汽车领域，传统汽车产品也逐步演变

为由物理部件、智能部件和互联部件所构成的智

能网联汽车( 如图 2 所示) ． 智能网联汽车是在传

统汽车产品的基础上，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
制器、执行器等智能部件，并通过互联部件融合车

联网等互联网技术，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化决

策、自动化控制功能，使车辆与外部节点间实现信

息共享与控制协同的新一代汽车． 这种产品转变

为智能网联汽车带来卓越的新能力． 首先，汽车产

品能够对自身的运行状态和周边环境进行实时监

测，帮助汽车制造商获得前所未有的产品性能和

使用报告，从而改进产品设计． 其次，通过互联接

口将汽车的智能部件与企业数据中心联接，对汽

车提供远程服务和软件升级，大幅提升产品的性

能和使用率． 最后，将监测数据、远程控制和智能

决策技术融合，实现汽车产品的半自动化甚至全

自动驾驶． 由此可见，互联网资源要素的加入极大

地改变了汽车产品的产品结构，使得汽车产品逐

步具备了监测、控制、优化和自动等功能．
( 2) 对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的影响． 互联网

在制造价值链的广泛渗透，深刻影响着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运行、维修、维护和再制造等产品全生

命周期各阶段，形成了基于众智的创新设计，提高

了产品设计的创新能力和生产及维护的智能化水

平，并将制造价值链中员工、原材料、能源、工厂以

及设备的生产利用效率大大提升，缩短制造周期，

减少制造成本，降低制造过程风险． 因此，在产品

全生命周期过程中互联网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

以及海量数据，正在改变着传统制造业的流程．
例如，在汽车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互联网

正在改变传统汽车制造工业的流程［24］( 如图 2 所

示) ． 在汽车产品规划和创新设计方面，互联网改

变着人们的车辆购置和使用习惯． 用户不仅在线

浏览汽车信息，而且愈发强烈地表达购车意向、发
起购车行动，使得传统的汽车数据收集、分析和利

用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基于用户浏览行为数据、
购买行为数据、用户态度数据以及用户生成内容

( 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 的分析结果，汽车

企业可以监测客户的行为模式，对客户进行全方

位的洞察，从而准确把握目标客户群体及其需求，

发现产品创新需求，并针对目标客户群体开发相

应的车型，提高产品创新设计水平． 在汽车产品设

计方面，随着互联网资源在汽车产品中的不断渗

透以及智能网联汽车的快速发展，汽车企业可以

获取大量的汽车产品的运行状态数据，如用户的

驾驶行为数据和车况数据． 通过对汽车产品运行

状态数据的分析，有助于企业改进汽车产品的设

计，提高汽车产品的质量． 在汽车产品制造方式方

面，互联网资源的不断融入使得以网络化、智能化

和服务化为核心的模块化生产方式在汽车生产制

造环节逐步得到广泛应用，汽车生产制造方式由

大规模批量生产向大规模定制化生产转变的趋势

也逐步出现．
( 3) 对制造资源组织方式的影响． 在制造资

源的组织方式方面，互联网资源被广泛应用于供

应商、销售商和协作商的协同过程中，通过价值链

的横向集成和制造企业内部纵向集成能够形成全

球化网络制造，优化价值链和价值网络，使得制造

企业能够更敏捷地发现市场需求． 同时，利用开放

创新平台汇聚全球化的制造资源和社会化的智慧

资源，制造企业能够更好地在全球组织制造资源，

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例如，美国波音公司在上世纪 50 年代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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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707 客机时，几乎所有的研发、设计和制造

都在美国本土完成，只有大约 2% 的零部件是在

美国以外生产的． 而互联网已彻底改变波音公

司制造资源的组织方式，波音公司已建立了基

于互联网资源的互联互通的全球供应链控制中

心［3］． 在波音 787 梦想客机的制造过程中，通过

全球供应链控制中心，与其全球合作伙伴实现

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协同，其 90% 的工程量是由

全球各地的 40 多个合作伙伴共同完成———机翼

在日本生产，机身在意大利和美国其他地方生

产，起落 架 在 法 国 生 产，方 向 舵 等 则 由 中 国 生

产． 据统计，全球化制造资源组织为波音公司缩

短了约 33% 的进入市场时间，且节省了 50% 的

研发费用［25］．

图 2 智能网联汽车的新技术架构

Fig． 2 New techinical architecture of smart connected vehicle

( 4) 对制造业务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资源的

加入，使得企业能够了解客户使用产品的方式，加

速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将各类服务纳入销售范围，

用基于产品的服务销售模式取代原有的产品销售

模式，使得产品与服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例如，航空航天公司是利用互联网资源实现

产品服务化迁移运动的行业领导者之一． GE 航

空通过在飞机引擎安装数百个传感器，利用互联

网实时监控引擎各个性能参数，确保发动机处于

良好的工作状态． 飞机买家是按照发动机可用小

时数来签署合同，而不是购买喷气发动机． 因此，

GE 航空必须利用互联网优化产品正常运行时

间、开发增值服务以及支持运营商更好地管理成

本，其商业价值在于“销售飞行小时数”的服务，

而不是引擎． 互联网资源正在推动航空航天产业

从销售产品向提供基于产品的个性化服务转变，

其中包括了一站式服务、远程服务、预防式服务和

新型服务等［26］．
在资源性互联网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

新的人造资源，不断提高产品的智能化水平、研发

与生产过程的开放式创新水平和基于产品的服务

化水平，并能重构制造资源组合，优化制造业生态

系统．
互联网资源已经成为现代产业创新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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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产业的

发展战略和经营模式．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互

联网资源正在推动着产业的持续创新，创造了

全新的价值形式，高效地满足了日益多元化的

客户需求．

3 基于资源观的互联网及相关问题

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内涵的

不断丰富，互联网的特征及其在经济社会系统

中的价值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从诞生初期一

类工具性的技术系统逐渐演变为线上经济时代

一类支撑性的应用平台，而在当前线上线下资

源加速融合与双向互动的网络经济时代，互联

网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战略

性人造资源，对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产生重大而

深远的影响．
基于互联网的资源观，为了深刻理解互联

网对经济社会系统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充分实

现互联网的资源性价值，需要研究的主要科学

问题有互联网资源的开发与应用、融入互联网

资源后的产业生态系统重构、基于互联网资源

观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融入互联网资源后的

经济安全等．
3． 1 互联网资源的开发与应用

任何一类资源要能高效地运用于经济与社

会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资源的开发与管理问题．
互联网作为对人类经济社会影响最为广泛的一

类新的人造资源，研究的关键理论与实践问题

应该包括资源的创造、组织、利用与管理等方面

的问题．
围绕互联网资源的开发与应用，需要研究的

科学问题主要有信息感知与传输技术、多源异构

信息处理技术、互联网资源的集成与融合技术、基
于互联网资源观的生产与服务模式变革理论、跨
领域的资源有效组织与协调理论以及基于互联网

资源观的企业竞争战略等．
然而，互联网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并不是一蹴

而就的． 任何人造资源本身都要经历不断发展和

完善的过程，与此同时人们对资源的认识水平也

是不断提高和深化的． 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

的“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电力”资

源，它们的开发和应用都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的漫长时期，这些资源本身以及人们对这些人

造资源的认识都是不断发展的，它们的资源性价

值也是在经济社会系统中不断深化和丰富的． 融

入互联网资源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运动

规律，因此对互联网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必将经历

一个长期且曲折的发展过程．
3． 2 融入互联网资源后的产业生态系统重构

互联网资源的融入将促使企业的生产要素进

行战略性重组，从而引发产业生态系统的重构与

优化． 互联网的资源性特征和价值在加速产业转

型升级的同时，将极大地促进产业的跨界融合发

展，企业正在加速进行跨界资源整合，跨界投资不

断涌现，跨界并购日益频繁，以求实现优势互补，

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这使得原有的产业边界变

得模糊不清． 与此同时，新的产业形态正在发育形

成，产业生态系统正在加速优化，新的产业边界也

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清晰．
例如，互联网资源的融入使得金融不再是传

统金融机构的专属领域，传统金融企业正在积极

探索互联网金融，而互联网企业也正在全力向金

融领域拓展． 同样，互联网资源使电商也不再是电

商企业的专属领域，传统的金融企业在积极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电商平台，商融

一体化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再如制造业，相对

于制造业价值网络中的节点企业，价值网络就是

它最直接的生态环境; 而制造价值网络的生态环

境则是由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构成的

多层次结构．
因此，围绕融入互联网资源后的产业生态系

统重构，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主要有融入互联网

资源后的业态创新的形成与发展理论、传统产业

的价值网络重构理论、产业变革的跨界资源组织

理论，以及基于互联网资源观的技术创新理论、运
营模式创新理论等．
3． 3 基于互联网资源观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18 世纪 60 年代发源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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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重大产业革命，开创

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以工厂取代手工工场的

新时代． 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是机器化大生产的主

要动力，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是这一时代经济社会

系统发展的主要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

“机器时代”． 19 世纪中后期，电力技术的发明和

内燃机的广泛应用推动人类社会迈入了“电气时

代”，电力、钢铁、化工和汽车等重工业兴起，石油

成为新的能源． 目前，人们关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

业革命的认识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而关于第三次

工业革命，人们仍然持有不同的观点，比较典型的

有保罗·麦基里［27］提出的以“制造业数字化”为

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杰里米·里夫金［28］提出

的以“能源 + 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

命等．
纵观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尽管人们

无时无刻不在消耗自然资源，创造人造资源，但

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人造

资源还是不多见的，而正是这些战略性人造资

源引发了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
这种新的人造资源的出现为标志，“电力”、“内

燃机”则是引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的人造资

源． 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是用机械力、电力解放

人类的体力，而互联网作为一类新的人造资源，

极大地延伸着人类的智力，正在不断推进人类

历史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经济社会系统

的深刻变革． 而且，互联网是人类有史以来对经

济社会发展影响最为广泛的人造资源．
为此，围绕基于互联网资源观的第三次工

业革命，需要重点研究互联网资源开启第三次

工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以互联网资源为纽带

的新兴信息技术群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第三次

工业革命的特征、核心与重大意义，第三次工业

革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演进规律，第三次工业

革命与经济社会的变革模式与路径，新兴经济

社会发展的模式和形态等．
3． 4 融入互联网资源后的经济安全

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往往

具有两面性，例如煤炭、石油资源的开发利用在

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

的污染问题等负面影响． 互联网作为一类重要

的战略性人造资源融入经济社会系统以后，也

给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如

果不能建立良好的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动态机

制，网络安全问题就会演变为互联网资源应用

的主要障碍．
网络安全问题可以划分为: 由国家来组织、协

调解决的战略性安全问题，由领域科学家着力解

决的系统性安全问题，由相关技术手段支持解决

的机制性安全问题，以及由组织和个人来关注的

自觉性安全问题等． 为了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既

需要更密切的国际合作和更长远的战略规划，也

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法规和更先进的技术手段，还

需要更全面的安全观念和意识．
围绕融入互联网资源后的经济安全，需要研

究的主要科学问题有融入互联网资源后经济安全

的复杂性管理理论、经济安全的传导与演化机理、
经济安全的预警理论、经济安全管理的决策理论、
经济安全的评估理论以及经济安全的危机管理理

论等．

4 结束语

互联网 及 其 应 用 的 发 展 有 它 自 身 的 规 律

性． 在互联网刚刚诞生的时候，它主要表现为一

类技术系统; 由于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等线

上活动的兴起，它又表现为一类应用平台; 随着

互联网发展的逐步深入，它又展现为一类极为

重要的人造资源． 揭示互联网的资源性本质和

特征，深入研究互联网资源及其应用的发展规

律，使得人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更加科学地

认识和利用互联网，因此互联网的资源观对网

络经济时代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必须强调，无论是开发互联网资源，还是利用互

联网资源，都需要很高的基础理论水平、很强的

技术创新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必须紧紧

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在切实提高科学技术

水平上下大工夫，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互联网资

源，推动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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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ource view of the Internet

YANG Shan-lin* ，ZHOU Kai-le* ，ZHANG Qiang，FAN Wen-juan，DING Shuai，
YU Ben-gong，FENG Nan-ping，LIU Ye-zheng*

Key Laboratory of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School of
Management，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is no longer just a technical system or an application platform，but rather a strategic
man-made resource which is being widely integrated in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It is promoting major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However，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resources
are bound to experience a long-term and tortuous process． Both the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resources need a very high level of basic theory，strong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resource view of the Internet． First，it analyz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et resource． Then，it focuses o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resources，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inally，it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resource and related issues，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
ment of the Internet resources，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ecology system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resources，related issues of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based on the resource view of the Internet，as well as
the economic security issues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resources．
Key words: Internet; resource-based view; man-made resour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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