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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进展与展望
·

电子商务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

汪应洛
`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

西安 71 00 4 8)

[摘 要」 在我国
,

电子商务 ( lE ec t or in 。
oC m m er ce / B us ien ss )的快速发展是近 10 年的事情

,

对于 电

子商务学科有什么样 的理解? 电子商务学科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学术或学科框架 ? 我们应该如何应

对电子商务学科发展的机会和挑战? 这是本文想探讨的问题
。

〔关键词 」 电子商务
,

理论
,

研究方向
,

分类框架

1 电子商务研究的重要性

20 0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互联 网研究发展 中心

公布了( 2 0 0 5 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调查报告 )
,

报告

显示
,

2 00 5 年中国 电子商务市场整体增长迅 猛
,

网

上成交额由 2 0 0 4 年的 3 5 0 0 亿元 升至 2 005 年的

5 5 3 1亿元
,

增长 25 5%
。

iR e s e a r e h 统计并预测
,

到

2 0 0 4 年底
,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为人民 币 3 2 3 9

亿元
,

2 0 0 7 年底
,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总体规模将会

达到 人民币 17 3 7 3 亿元
,

2 0 10 年后
,

中国电子商务

市场将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
。

虽然不同研究咨询机

构对电子商务的增长分析有一定差异
,

但电子商务

的飞速增长已是 不争的事实
,

它带来的商机是 巨大

而深远的
。

电子商务市场规模的迅猛增长对理论和实践的

研究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

加大研究投入 以满足理论

对电子商务实践的解释
、

指导 作用变得 日益迫 切
。

电子商务研究涉及计算机
、

管理
、

生产制造
、

物流交

通
、

包装设计
、

营销
、

环境学等多个学科
,

其发展对经

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 作用
,

因此 是一个具有重 要

研究价值的领域 〔’ }
。

2 电子商务的概念

要确立电子商务研 究范畴
,

首先要 明确 电子

商务的概念
。

事实上
,

电子商务没有一个统 一的

概念
,

但是可以从 不同 的角度来认识它 2j[
。

从沟

通角度看
,

电子商务就是通过 电话线
、

计算机 网络

或其他方式传输信息
、

产品 /服务或者支付
。

从商

业流程角度看
,

电子商务是 实现商业 流程 自动化

和工作流程 自动化的相关技术的应 用
。

从服务角

度看
,

电子商务是 一种工具
,

它一方 面能满足 企

业
、

消费者的需求
,

同时还能削减服务成本
、

提高

产品质量
、

提高产品 /服务周转速 度
。

从 网络角度

看
,

电子商务具有在线销售产品
、

信息和其他在线

服务的能力
。

3 电子商务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一个领域开展研究工作
,

研 究者对该领域的

理论基础应该有深入地 了解
。

在电子商务领域开展

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包括如下十方面 【3 ] :

( 1 ) 交易成本理论 ( T r a n s a e t io n

oC
s t T heo r y )

( 2 ) 扩散理论 ( D i f f u s io n T h eo r y )

( 3) 网络外部性理论 ( N e t
wo

r k E xt e

arn liyt l 、印斗 )

( 4 ) 媒体富度理论 ( M e d i a R i e h n e ss T h eo r y )

( 5) 技术接受模型 (ecT holn 眼 y cA ce tP an ce M司 e1 )

( 6 ) 资源依赖理论 ( R e so u r e e R e l ia n e e T heo r y )

( 7 ) 社会交换理论 (阮
e ia l E x e h a n g e T h eo r y )

( s ) 建构主义理论 ( s t r u e t u r i n g T h eo r y )

( 9 ) 任务技术匹配模型 ( T a s k T e e h n o lo g y F i t )

( 1 0 ) 社会认知理论 ( oS
e ia l oC g n i t i v e T h co r y )

对这些基本理论和模型的学习和 了解是在电子

商务领域开展研究工作的前提
。

对现有理论和模型

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是一种有益的研究
,

基于这些

理论和模型提出新的理论和模型也是未来的一个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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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
。

例如
,

媒体富度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的适

用性近来就被一些学者质疑
,

尽管美国哈佛大学和

麻省理工大学学者分别提出的媒体富度理论和技术

接受模型已经存在了 10 年之久
,

但是近年来有研究

表明
,

电子商务 /移动商务环境中这两个模型存在一

定的不适用性
。

在新环境下探讨这两个模型的修正

和扩展间题是一个参与前沿 M ls 理论研究的机会
。

抓住电子商务发展的机遇
,

修正原有的理论或提出

新的理论以适应电子商务实践迅速发展的需要是中

国学者参与世界顶级管理研究的契机
。

而且
,

对中

国学者来说
,

能够做出这样的研究也意味着很高的

学术声誉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该对此给予

更多地支持
,

以提高我国学者在世界顶级管理理论

研究方面的地位
,

有可能的话应该对上述两种理论

的研究给予专项资金的支持
。

另外
,

这类研究非常

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研究目标
。

究的 17 个研究方向6[]
。

上述三个分类模型的提出

都是在已有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得到的
,

这一方

法成为了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方法
。

我国学者戚飞等

从电子商务应用领域的视角回顾了已有的文献
,

提

出了电子商务学科应用领域的分类模型
,

一共可以

分为软件
、

硬件
、

通信
、

信息化和互联网 5 个行业领

域 [7 ]
。

总体上讲
,

电子商务研究方向的分类模型研究

具有这样的共性
,

即从已有的研究文献回顾入手
,

总

结归纳出若干研究方向
,

提出一个可行的研究分类

模型
,

进而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分类并提出未来一段

时间内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或方向
。

这一方法应该

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
。

由于视角的不

同
,

选取样本文献的来源不同
,

导致了采用这种方法

形成的电子商务研究方向分类模型的多样性
。

4 电子商务研究方向的分类模型回顾

哲学认为
,

在事物产生的初期
,

列举和分类是加

以认识和研究的两种有效方法 [’] 。

电子商务这一新

生事物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
,

其研究方向非常

分散
,

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从事此方面的研究

时
,

常常缺乏一个统一的分类模型作为问题界定的

依据
。

鉴于此
,

对电子商务学科的研究方向加以归

类
、

汇总
,

提出一个电子商务研究方向的分类模型具

有重要作用
,

它可以作为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从不

同角度探讨问题的平台
。

从已有文献来看
,

国内外学者在电子商务学科

研究方向的分类模型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
,

提出了

一些有指导意义的模型
。

国外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开

展早于我国
,

提出了三个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分类

模型
。

其一
,

U br ac z w es ik 等提出的模型认为电子商

务的研究方向可以分为组织的 (众 g a in az it o an l )
、

经

济的 ( E co on m i e a l )
、

技术的 ( eT
e h n i e al )和其他 ( Ot h

-

e sr )四方面
。

他们应用该模型对 17 2 篇电子商务研

究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良好的分类
,

验证了模型的有

效性 [ S ] 。 其二
,

N g a i & w
a t 回顾了 1 9 9 3 至 1 9 9 9 年

间 2 7 5 篇关于电子商务研究的学术文章
,

提出了一

个分类模型
,

该模型包含应用 (却iln ca it o sn )
、

技术方

面 ( T e c h on l叩i e a l Iss u e s )
、

支持和实施 ( S u p卯
r t a n d

lm p l e m e n t a t io n )
、

和其他 (Ot h e r s )四个研究方向
。

通

过对已有研究的分类验证了模型 的有效性川
。

其

三
,

T u r b a n
等基于 1 9 9 9 到 2 0 05 年间 2 6 种学术期刊

上关于电子商务研究的文章提出了电子商务学科研

5 电子商务研究方向的分类模型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与经济发

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因此
,

如何更好的认识它并发

挥它的作用是人类关注的焦点
。

已有的分类模型都

是在这一假设下提出的
,

注重了电子商务对人类及

社会进步
、

经济发展造成的正面影响
,

而没有提及负

面影响
。

事实上
,

人们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环

境及人类社会的影响方面存在很多人们认识的误

区
,

例如
,

通常认为
,

电子商务发展带动的无纸化办

公使得纸张的消耗量大大减少 ; 网上商店的兴起大

大减少了实体店铺对能源的消耗等
。

然而现实情况

是
,

电子商务带动的不是人类减少了纸张的消耗
,

而

是大大增加了〔“ 〕 ; 网上商店一方面减少了实体店铺

对能源的消耗
,

另一方面支撑它的网络设备却需要

大量的电能才能维持运转
。

因此
,

电子商务对环境

及能源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研究应该被充分地重视
。

另外
,

近年来移动商务和普适计算的快速发展也在

电子商务研究领域占有了很重要的位置
。

消费者行

为的研究从来都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

在电子商务环

境下也不例外
。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

我们认为电

子商务研究方向的分类模型应该包括如图 1 所示的

方向
。

5
.

1 电子商务的应用方面

电子商务的应用是涵盖面最广的研究方向
,

也

是广大学者和研究人员研究最多的
。

电子商务带来

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都直接来源于此
。

这方面的

热点间题很多
,

例如
,

网上交易模式创新探索问题
、

如何建立网上诚信机制问题
、

安全支付方式如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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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可靠的问题等
。

这些问题不仅是学者
、

研究人

员和互联网公司正在努力实践和解决的课题
,

更是

信息化进程中企业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

归纳一

下
,

这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间题集中在以下子

类
:

( 1 ) 组织内系统 ( I
n t e r

一 。啥a n i z a t io n a l s y s t e m s ,

10 5 )

根据 T ur b an 的观点
,

10 5 是由若干组成部分构

成的整体
,

它至少要包含电子数据交换 ( ED I )
、

外部

网络 ( E xt ar en t)
、

电子资金传输 ( E FI
,

)和基于计算机

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几部分6[]
。

因此
,

这些部分本身

及这些部分的无缝融合问题都值得研究
。

( 2) 电子支付系统

电子支付系统主要实现买卖双方在线的资金转

移
,

主要依靠各种数字金融技术来实现
,

例如
:
电子

现金
,

智能卡
、

信用卡 /借记卡
、

电子支票等
。

这方面

的相关研究对电子商务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

例如
:
可

靠性高并且具有隐私保护功能的电子货币设计问

题
、

匿名支付问题
、

电子货币的安全传输问题等
。

另

外
,

特定需求的电子支付问题
,

例如
:
小额支付的降

低成本问题
、

系统设计问题等也是值得研究的
。

( 3) 金融服务

包括电子商务中一些常用的金融服务
,

例如
:
在

线的股票和证券交易
、

网上银行等
。

这方面相关问

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

例如
:
基于网络的经纪人

系统的设计
、

在线股票和证券交易的信息处理成本

问题
、

网络金融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等
。

( 4) 电子零售

电子零售指通过互联网分销产品或服务
。

这方

面相关的研究间题很多
,

例如
:
电子零售策略

、

电子

零售的绩效
、

电子渠道的定价策略
、

渠道冲突问题及

解决措施
、

在线服务和数字产品分销
、

在线服务的定

价策略
、

帮助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代理软件设计等
。

( 5) 在线出版

包括报纸
、

杂志
、

新闻和其他信息产品通过互联

网实现电子出版的相关问题都是研究的热点
。

( 6) 电子拍卖

电子拍卖同传统拍卖类似
,

不过是通过计算机

来执行
。

这方面相关的研究问题很多
,

例如
:
动态议

价的电子拍卖
、

拍卖机制设计
、

拍卖系统的软件代

理
、

拍卖的绩效
、

拍卖的应用
、

复杂拍卖
、

竞标者行

为
、

电子拍卖的安全等问题
。

( 7) 组织外部的电子商务

这方面的研究围绕如何帮助个人
、

部门和协作

组织间的内部业务流程实现互连
,

采用互联网技术

将企业内网和外网联结等相关问题开展
。

( 8 ) 教育和培训

z h a n g [9 ]和 E r i e k so 。 & s i a u [ ’ 0 ]的研究表明
,

网

络和多媒体是传授知识的良好媒介
。

因此
,

这方面

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

电子商务研究领域的

教育和培训是指教育指令和内容都是通过网络传输

的在线教育和网络课堂
。

这方面相关的研究内容包

括
:
在线商业教育培训的目标市场分析

、

基于 网络环

境的教育和培训效果评价
、

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之

间的关系问题
、

传统教育培训与网络教育培训的融

合问题等
。

( 9) 营销和广告

在营销和广告方面如何应用电子商务技术是值

得研究的问题
。

例如
:
品牌管理

、

产品目录的分发
、

销售信息的发布
、

产品声明的发布
、

消费者对不同网

络广告的态度
、

网络广告的方法等
。

( 10) 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属于一类特殊的电子商务
,

它和传统

意义上的电子商务有着本质的区别
。

微软总裁比

尔
·

盖茨宣称
,

电子政务是电子商务领域最后的处女

地
,

它的开发利用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据经济学家杂志估计
,

电子政务在美国和欧洲的广

泛开展起码分别节约了 1 1 00 亿美元和 1 4 4 0 亿英

镑
。

过去的 5 年中
,

中国政府对电子政务的开展给

予了大力支持
,

政府提供的众 多在线服务功能使得

数以亿计的百姓受益 ;政策
、

规章
、

制度的上网提高

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

这些工作使得中国政府在中

国和世界上的形象都得到了提升
。

然而
,

目前的电子

政务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发达国家的战略和实施方

面
,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很少
。

一些未来值得研究

的间题包括
: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电子政务的

比较 ;如何评价电子政务的开展程度 ;如何加强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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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JJJJJJ sell

.

JJùJ |工J |习方移动商务衣适省计共一究

…
研JJI |J ||

卫

||IJ |||l
|J务电子商杯劣关献梢行者费为一商

…
子

困闺曰曰日吨日圈日日曰
图引引副引州剑剐|日



196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的7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的在线公众服务 ; 国家层面的电子政务建立的战 ( 6) 影响网站成功的技术因素

略
、

机制
、

政策/ 法规
、

框架和技术体系保障等
。

包括网站设计
、

网站开发
、

评价网站的因素和方

( 11) 其他应用 法
、

网站评价的实证研究
、

用户对网站的态度等问

上述方向没有包含的一些研究方向
,

例如
:
网络 题

。

博弈问题
、

电子市场的优势和绩效问题
、

电子商务中 ( 7) 其他技术问题

的知识管理等
。

如决策技术
、

电子商务和 E R P 的集成技术等
。

5
.

2 技术方面 5
.

3 支持和实施方面

从商业流程角度看电子商务的话
,

电子商务就 电子商务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一门学科
。

在注重

是实现商业流程自动化和工作流程自动化的相关技 理论研究的同时
,

对电子商务实践的支持和实施环

术的应用
。

因此
,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技术 境的研究也是必要的
。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问题大体

的进步
,

电子商务技术方面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生命 可以围绕以下几个子类开展
:

力
。

技术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如下一些子类
:

( 1) 公共政策
:
主要包括税收

、

法律
、

隐私
、

欺

( l) 安全 诈
、

信任等方面
。

包括数据安全和系统安全两方面
。

数据安全方 第一
,

税收
。

网络业务的税收政策应该同传统

面
,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编码方法
,

例如
:
公钥和

`

私钥 业务保持一致
,

应该避免国家间的税收权限不一致

的编码机制等
。

此外
,

安全套接层 ( ss L )的安全电 或者双重征税
,

还要易于管理
,

容易理解 [’ 2J
。

电子

子交易 ( sE T )和
c
co k ies 也是在线隐私保护的两种 商务模式的出现导致商业交易的地理位置跨度达到

流行技术
。

个体安全方面有密码技术和数字签名技 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

这对现有的税收手段是一个挑

术
。

另外
,

防火墙
、

代理服务器
、

虚拟专用网络 ( vi
r 一

战
。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
,

传统的税收政策如何向网

t ua l rP iv at e
en t
wo kr )也是确保系统安全不受网络内 络环境迁移

、

哪些现有的税收政策需要调整
、

需要增

部和外部黑客攻击的研究方向
。

这些技术可以保护 加哪些税收政策及相关问题都是有意义的研究
。

数据安全进而保护内部外部系统服务 ll[ 〕。 相关的 第二
,

法律方面
。

电子商务对现行法律的冲击

研究问题还有
:
电子商务安全的方法研究

、

电子商务 和影响研究
、

确定哪些法律条文需要做出相应地调

安全设计
、

数字认证和授权
、

入侵检测等
。

整
、

确定需要立法的范畴等研究是重点
。

如何通过

( 2 ) 技术构成 法律应对网络欺骗
、

保护知识产权
、

完成电子税收
、

包括不同的网络技术
,

例如
:
通用请求代理体系 虚拟社区的管理等问题都值得研究

。

( c 0 BRA
,

het co mmo
n
obj ect eqr ue st bokr er ar hc iet

c 一

第三
,

隐私
。

隐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据

ut er )
、

软件代理
、

移动代理
。

同时
,

标记语言也是一 收集方面
,

就是说要让消费者了解哪些私人数据将

个重要的研究方 向
,

例如
:
标准的通用标记语 言 被收集及如何被使用

。

更有甚者
,

应该通过提供相

( sG M )L
、

超文本标记语言 ( H T M )L
、

扩展标记语言 应的技术让消费者可以限制他们的个人信息被使用

( XM )L
。

网络应用软件开发的各种程序设计语言 或被再次使用
。

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意义
,

因为消

也是研究方向之一
,

例如 Jva a 、

V isu al C + + 等
。

费者通常不愿意他们的私人信息在没有授权的情况

( 3) 网络技术 /网络基础设施 下被使用
。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 是围绕一些底层的技术开 第四
,

欺诈
:
电子商务中的欺诈行为研究是一个

展
,

例如
: 网络协议

、

超文本传输协议 ( H T T p )传输 研究热点
,

也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川
。

例

控制协议 /网络协议 ( T C P / IP )等
。

另外
,

网络管理 如
:
如何鉴别网络企业是否拥有自主经营能力等

。

方面也有很 多需要研究的问题
,

例如
:
服 务质量 第五

,

信任
。

电子商务交易各方之间的承诺以

( qu ial yt of se vr ic e ,

Q O )S 的相关问题等
。

及最后的履行情况是 否一致等问题是值得研究

( 4 ) 支持系统 的 [ , 3 ]
。

决策支持系统和分销应用系统的设计
、

实现及 第六
,

虚拟 团队
。

虚拟团队的形成
、

发展
、

解体

实施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

过程
、

有哪些影响因素等问题值得进一步开展研究
。

( 5) 算法 /方法 ( 2) 企业战略

提高和改进各种电子商务应用的算法和方法都 电子商务实践方面取得成功或者能够取得成功

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

的电子商务战略 /方法
,

包括电子商务的成功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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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的应用策略
、

如何采用平衡积分卡评价电

子商务
、

不同国家之间的电子商务比较研究等问题

值得进一步开展研究
。

3 ( )电子商务模式创新

推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像

I BM
、

Mi e
r os oft

、

O r e al e

等为电子商务提供基础设施

的信息技术公司
,

更重要的是来自利用因特 网和

W eb 技术创造前所未有的商务活动方式以及对传统

商务活动进行变革的力量
。

亚马逊 (
a m aoz

n
.

。。 m )
、

D EL L ( d
e ll

.

co m )
、

雅虎 ( y
a h oo

.

com )以及 出
a y (

e
b
a y

.

co m )等正是这股力量的杰出代表
。

商业模式的创新

使得亚马逊在短短四年时间里成长为全球第一大书

店
,

直销模式和虚拟整合 (
v i rt u a l i n t e g r a t i o n

)使得

D EL L 公司迅速成为 P C 市场的佼佼者
。

电子商务

模式创新已成为网络新秀和传统企业开拓市场创造

利润的主要手段之一 【̀4 ] 。 在此情形下
,

发达国家不

断创造出新的基于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
,

在 19 99 年

列出的创新电子商务模式就达百种之多 [’ 5 ]
,

2000 年

介绍给中国的电子商务模式超过 77 种〔`6 〕
。

因此
,

电子商务的模式创新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

( 4) 其他支持和实施方面的间题

例如
,

网络中介市场的模型结构等
。

5
.

4 电子商务相关的消费者行为研究

节省消费者的时间和精力是现代零售商店吸引

消费者
、

创造财富的最佳武器
,

提高购物效率和方便

程度也成为现代零售业的竞争策略之一
。

电子商务

正是迎合了现代消费者和零售商的这种要求
,

因而

得到了快速
、

蓬勃地发展
。

然而
,

电子商务市场与传

统实体市场有着很大的不同
,

诸如文化和环境上的

差异等
,

导致了网络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与传统消费

者的购买行为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

这种购买行为的

差异使网络零售商不得不重新寻找适合网络销售的

营销战略和营销工具
。

制定网络营销策略和 网络营

销工具的决策
,

都应该基于对网络消费者购买行为

的认识和分析
,

如果仅仅将传统的营销策略或营销

工具照搬到网络营销
,

网络零售商的决策可能会发

生重大的偏差或失误
。

因此
,

对电子商务环境下消

费者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

围绕以下的间题开展
。

( l) 网络环境中人类的认知问题

网络环境下
,

人类的认知发生哪些改变
,

具有哪

些心理活动
,

如何对这些心理活动分类等
。

( 2) 在线消费者行为

影响在线消费者行为的因素
、

消费者乐于采用

网络购买什么样的商品
、

消费者在线或离线购买决

策的主要依据是什么等问题都值得研究
。

借鉴其他

的模型解释在线消费者的行为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研

究
,

例如
: J e an m an i 等 〔̀ 7 ]认为在线消费者的行为是

一个时间离散的半马尔可夫过程
,

基于 数据挖掘模

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其行为 ; Z hou 等借用两类知识发

现模型 (决策树和粗糙集 )比较了人们对于网络销售

和传统销售的态度 ls[ ]
。

( 3) 在线搜索行为

消费者在线搜索的各种行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

例如
,

aS
x e n a

等借用
“

流
”

的概念解释在线

消费者 的 信 息 搜 索 行 为 [` 9 ] ; Jo h n so n 等 [ 20 ] 和

Jia gn [川比较了不同电子商务网站上消费者搜索行

为的差异 ;J an se n
等〔22] 研究了在线工作搜索行为的

特点等等
。

( 4) 在线消费者满意的度量

如何度量并提高消费者的在线满意度是这方面

的研究重点
。

例如
: D ve a

arj 等利用技术接受模型
、

交易成本分析和服务质量模型分析了消费者的满意

因素 [ 23 ] ; H iej de
n & v er hag en 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

了消费者对不同网站的印象和满意情况等 [ 24 〕。

5
.

5 移动商务和普适计算

移动电子商务 (M
一

oC m m er
c e
)是通过手机

、

P D A

(个人数字助理 )
、

呼机等移动通信设备与因特网有

机结合进行的电子商务活动
。

移动通信技术和其他

技术的完美组合创造了移动电子商务
,

但真正推动

市场发展的却是服务
。

移动电子商务能提供以下服

务
:
IP M (个人信息服务 )

、

银行业务
、

交易
、

购物
、

基

于位置的服务 (功
e a t i o n b a se d se vr i e e )

、

娱乐等 [ , 5 ]
。

移动电子商务因其快捷方便
、

无所不在的特点
,

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新方向
。

美国旧金山负责

跟踪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状况的特利菲亚公司总裁约

翰
·

狄菲尔说
: “

移动商务市场从长远看具有超越传

统电子商务规模的潜力
” 。

美国冠群电脑公司移动

电子商务产品管理总监谢涛玲认为
: “

只有移动电子

商务能在任何地方
、

任何时间
,

真正解决做生意的问

题
” 。

移动电子商务将对人们的消费购物行为产生

根本性的变化
。

移动商务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

然而
,

不同国家

地区之间采用不同的移动通信标准以及 不同地 区之

间发展的不平衡限制了移动商务 目前的发展
。

例

如
,

欧洲采用 G SM 标准
,

美国采用 CD M A 标准
,

而

中国和日本同时采用 G SM 和 CDM A 两个标准
。

由

此导致目前世界移动商务市场分为三部分
:
北美

、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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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和亚洲 [261
。

与此同时
,

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增长

很快
,
2 004 年就成为世界上移动电话用户最多的国

家
,

表 1 列举了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的用户

数
。

因此
,

在移动商务研究方面
,

中国的问题应该予

以重视
。

表 1 世界 . 大的移动电话公司

运营商 用户(百万 ) 每用户的平均收益 (美元 )

中国移动 3 0 0 1 1
.

3 9

中国联通 1 43 6
.

8

C i喀 ul ar (美国 ) 6 0 4 9
.

7 6

V e

orz
n W ier less (美国 ) 5 9 5 0

.

5 9

S p ir n t U SA (美国 ) 5 4 5 2
.

2 5

(来撅
:

商业周刊
,

美国
,

200 7)

在未来 5一 10 年
,

移动商务大致有理论和应用

研究两大发展方向
:

( l) 理论研究

1
.

全球移动商务发展战略

由于全球移动商务三大市场技术标准不统一
,

因此
,

需要从欧洲
、

美洲和亚洲三个视角考虑三大市

场间技术标准的桥接问题〔川
。

例如
,

三个市场间技

术
、

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差异有哪些 ? 文化差异导致

的广告策略应该有哪些变化等
。

11
.

中国其他低收入欠发达地区的移动商务设

备和应用的采纳和扩散

在中国
,

北京等大城市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

达到 100 % 〔2,]
,

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这一 比率还很

低
。

对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来说
,

发现提高移动电

话普及率的关键因素
,

制定相应的措施是很重要的
。

111
.

移动网络和固定网络的研究

目前的 I nt e

ern
t 限制非常多

,

比如一定要有电

脑才能接入
,

就算是笔记本电脑
,

也不是每个人都方

便随身携带
,

这和移动商务要求随时随地接入网络

不符
。

只有依靠手机网络接入技术才能真正实现移

动商务的无限制接入
。

这方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很

多
,

例如
,

如何实现移动网络对固定网络的互补作

用? 目前固定网络中不存在
,

但是移动网络带来的

新的商机有哪些等?

iv
.

下一代移动商务 U
一

oC m m er
c e
的理论研究

下一代的移动商务应该是无处不在
一

的 (
u ib qu i

-

t o u s )
、

通用的 ( u n iv e

sar l )
、

唯一的 (
u n iq u e

)和一致的

( u n i so n )
,

简称 u
一

co m m e r e e汇2 8 ] 。

v
.

不同市场的移动商务商业模型研究

未来 5一 10 年移动商务商业模型的研究应该着

重基于不同情境的研究和基于不同地理位置的研究

方面
。

另外
,

关于中国移动商务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

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

特别是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广

泛的移动商务客户基础
。

( 2) 应用研究

1
.

移动电视的商业模型

尽管移动电视技术已经成熟
,

但是从 M IS 和商

业角度考察如何将这一成熟的技术应用到移动商务

还是很有意义的
。

11
.

蓝牙和 w iM ax 技术对移动商务的作用

对于移动商务未来发展的机会
、

趋势
、

可能出现

的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都是有价值的
。

两种技术
,

即蓝牙和 W IM ax 对它的促进作用也值得研究
。

蓝

牙是一种小范围的无线通信技术
,

通过蓝牙设备实

现
。

W IM ax 是大范围的无线通信技术
,

也是一种无

线通信标准
,

基于 w iM ax 标准
,

应用服务提供商能

提供更高带宽的网络接入
。

111
.

移动商务支付系统

移动商务的发展对支付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

要求消费者能通过移动设备随时随地接入 网络

完成支付活动
。

这一任务是移动商务发展必须解决

的间题
。

iv
.

移动商务的安全和信任问题

移动商务主要依靠手机完成
,

因此
,

手机系统的

隐私保护等安全问题就非常重要
,

商务活动的另一

个主要影响因素就是交易各方的信任问题
。

这些问

题常常和电子商务中的安全信任问题联系在一起
。

v
.

无线应用协议

这是开展移动电子商务的核心技术之一
。

通过

手机可以随时随地
、

方便快捷地接人互联网
,

真正实

现不受时间和地域约束的移动电子商务
。

v i
.

移动 I P

移动 IP 通过在网络层改变 IP 协议
,

从而实现

移动计算机在互联网中的无缝漫游
,

移动 IP 技术使

得节点在从一条链路切换到另一条链路时无需改变

它的地址
,

也不必中断正在进行的通讯
。

移动 IP 技

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好地支持移动电子商务的应

用
。

但是目前也面临运行时的三角形路径问题
、

移

动主机的安全性和功耗问题等
。

v ii
.

移动定位系统

移动电子商务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就是基于位

置的业务
。

例如它能够向旅游者和外出办公的公司

员工提供当地新闻
、

天气及旅馆信息等
。

这项技术

将会为本地旅游业
、

零售业和餐饮业的发展带来巨

大商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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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i
.

第三代 (3 G )移动通信系统

2
.

5 G发展到 3 G之后
,

无线通信产品将为人们

提供速率高达 2 M b/
s
的宽带多媒体业务

,

它支持高

质量的话音
、

分组数据
、

多媒体业务和多用户速率通

信
,

这将彻底改变人们的通信习惯
。

( 3) 普适计算

目前在普适计算的大帽子下形成了许多相对自

完备的研究领域
,

比如智能空间 ( S
n扭rt s ep c e )

、

可穿戴

计算 (W~ b l
e 。卫n p u it gn )

、

觉察上下文计算 (肠
n t e -xt

aw aer com
p u t iflg )

、

游牧计算 ( Noarn
id 。 印m pu it gD )等

。

其中相对成熟和完整的三个研究领域为
:
觉察上下文

计算
、

普适计算系统软件和智能空间〔29]
。

普适计算的新思维极大地活跃了学术思想
,

推

动了对新型计算模式的研究
。

在此方向上已出现了

许多诸如平静计算 ( aC lm co m p ut ign )
、

日常计算

( E
v e r y d a y Co m p u t i n g )

、

主动计算 ( p or
a e t iv e co m p u t

-

in g )等新的研究方向
。

这说明普适计算是一个不断

发展和充满朝气的研究领域
。

需要抓住时机开展普

适计算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
,

这样才能在战略性领

域中做出创造性贡献
。

从另一方面看
,

普适计算是为

了使人们更方便地得到信息访间和计算服务
。

它使

计算的应用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宽度和深度
。

因此
,

普

适计算的研究又必须紧密地结合应用
,

不断地开拓应

用领域
,

将使普适计算研究获得强大的推动力
。

5
.

6 电子商务和环境的关系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商业交易模式
,

具有加

速发展的趋势〔30]
。

这种加速发展的趋势已经影响

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方面
,

包括生产
、

物流
、

运输
、

包装
、

仓储等
。

一方面
,

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经

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
,

容易被忽略

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同时
,

电子商务对环境

也造成了很多的影响
,

有正面的影响
,

也有负面的影

响
。

人们对正面的影响往往记忆深刻
,

但对负面的

影响却往往没有足够的重视
,

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两

方面的影响
,

才能更好地开展电子商务
。

因此
,

电子

商务发展对环境造成的两方面 影响都是值得研究

的
。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存在以下几

方面问题
:

( 1) 交通运输方面

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人们大幅度减少开车去商

店采购的次数
,

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网络实现订购
,

由

专业配送公司送货上门
。

对配送公司而言
,

在某一

城市设计最佳配送路线
,

将所有可能的最佳配送路

线模式化或者产品化等问题值得研究
,

例如
:

aG im s

通过城市 G I(S 地理信息系统 )计算了伦敦的最优配

送路线 [川 ; P u n a k iv i & 物 lm s t or
n
进而借助 G l s 研

究了 H el is n
ik 市及周边大城市之间的配送问题〔3 2 ;1

O rr e m 。 & W all in 采用情境仿真工具实现了网上订

购
、

等待配送和驾车去购买商品的虚拟现实
,

让消费

者通过比较发现最佳的购物方法 〔s3]
。

在我国
,

这方

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
。

(2) 包装和仓储

与传统交易方式相比较
,

电子商务订单量可能

更大
,

同时每一订单需求更小
。

这就需要重新考虑

适用的包装模式
,

提高运输包装的重复利用值得研

究
。

在仓储方面
,

单个仓储点的存储数量 (多
、

少 )
、

仓储点分散程度 (高度集中
、

较为分散 )
、

运输成本

(高
、

低 )之间如何求得平衡是值得研究的
,

还要结合

具体电子商务模式不同
,

商品种类不同开展
。

( 3 ) 能源消耗

电子商务对能源消耗存在两方面的影响
。

正面

影响有
:
互联网带动的经济增长所耗费的能源很少

,

例如
: A m aoz

n
销售一本书所需的能源是传统书店的

1/ 16 ; B ZB 的电子商务开展大幅削减了存储成本及

过多生产
、

过多采购现象 ;互联网和网站的建立减少

了仓库的建设
。

负面影响有
:
开展电子商务使用计

算机
、

互联网
、

路由器
、

交换机等需要消耗的电能和

节约的电能相比哪个更大等
。

因此
,

正负两方面的

影响都值得研究
。

( 4 ) 纸张的消耗

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
“

无纸化办公
” 、 “

无纸化贸

易
”

成为了现实
,

我们通常认为它会导致纸张的消耗

大幅度减少
,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

A rn f al k 的研究表

明
,

现实和我们的预期恰恰相反
,

发达国家电子商务

蓬勃发展的同时
,

也正消耗着前所未有的纸张 [34] ;

eL ha y 说
“

我们在开展电子商务的同时
,

可能减少了

能源的消耗
,

但是包装和航空运输的增加导致了更

多的环境污染
,

无纸化办公后
,

办公室的用纸量达到

了计算机广泛使用前的两倍
” 〔ss]

。

这样的研究揭示

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
,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

5
.

7 其他问题

电子商务是涉及计算机
、

管理
、

生产制造
、

物流

交通
、

包装设计
、

营销学
、

环境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边缘学科
。

尽管上述的 6 个研究方向囊括了该学

科绝大部分的研究间题
,

但是仍然有一些不能归属

其中的问题
。

例如
:
不同国家间电子商务状况的比

较研究
、

电子商务的成本
一

收益分析
、

I T 投资的收益

等等
。

目前
,

电子商务和供应链管理有效结合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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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是一个热点
。

这些研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

6 结论

电子商务学科的研究主要围绕互联网应用和信

息化运作开展
,

兼顾通信服务
、

硬件制造和软件生产

领域的应用成果及其对互联网应用
、

信息化运作的

支持和影响
。

具体而言
,

又可以分为文中提到的 7

个大的研究方向
。

本文指出了电子商务学科研究的

理论基础和未来一段时间可能的研究方向
。

上述列举的研究方向难免挂一漏万
,

即便如此
,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

电子商务学科的思想和研究问

题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机遇
。

我们希望本文提

出的电子商务学科研究方向分类模型能够为以后的

研究提供指导和借鉴
。

研究人员可以从这一研究方

向模型入手
,

通过深入研究
,

达到对电子商务学科的

深入了解和日趋完整地认识
。

7 启示

通过对电子商务学科的研究理论基础和研究方

向的讨论
,

带给我们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

首先
,

电子

商务专业建设方向与电子商务学科研究应该保持对

应关系
。

高校可以根据本地区电子商务应用的具体

需要
,

在以上 7 个方向上有所偏重
,

办出各自的专业

特色
。

其次
,

国家 (尤其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应该敏感地意识到电子商务学科发展的脉络和进

程
,

组织和支持研究力量
,

积极进行学科布局
,

就一

些电子商务学科前瞻性的研究方向给予重点支持和

跟踪
,

以期做出原创性的成果
。

最后
,

通过对电子商务学科主要研究方向的论证

可以看到
,

这些研究内容的构成与前面讨论的电子商

务概念是完全吻合的
。

依托互联网的电子商务应用

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主要内容
,

但是它好比是冰

山露出海平面 10 % 的部分
。

而信息化运作则相当于

海平面下的 oo %部分
。

电子商务相关技术则好比广

交的海平面
,

起着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
,

将
“

电子商务

应用
”

和
“

企业信息化
”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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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联合调查圆满完成

近 日
,

水利部
、

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所在长江

水环境资源监测中心的协助下
,

联合中国海洋大学
、

中国水力水电科学研究院等科研人员
,

对 长江重庆

至三峡大坝的三峡库区干支流江段进行了多项 目
、

多学科的联合考察
。

此次考察涵盖了水文
、

水质
、

生境
、

水 生生物四

方面共 34 项内容
,

取得基 础监测数据及样本数千

号
,

其基础数据将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大

型水利工程对长江流举重要生物资源的长期生态学

效应
” 、 “

三峡水库水生生物资源调查与管理对策研

究
” 、 “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

生生物与自然环境综合调查
”

和
“

小南海水利枢纽对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影响专

题
”

的研究工作提供丰富
、

翔 实的第一手资料
,

为各

项研究工作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该联合调查还弥补了以往进行单项调查时获得

数据不够全面
、

系统的缺点
,

其资源整合
、

高效的优

点值得在今后工作继续保持
、

发扬
。

此 外
,

鱼类资源

量声纳探测初步分析结果表明
,

三峡库 区干流江段

鱼类资源数量贫乏
,

而各支流鱼类资源数量 明显高

于干流水域
。

三峡水库利用模式有待进一步研究与

优化
。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