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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技术的信息资源管理功能 ,是网络技术在管理方面对信息资源所显示的功效和释

放的能量。它包括五个方面 ,即网络环境再造功能、网络结合功能、信息服务功能、开发功能、调

节和控制功能。图 1。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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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技术是一切应用于互联网络上的信息技术

的统称 ,它的创新和正确应用 ,为网络经济的增长提

供了强大动力。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 ,它能促进信

息资源管理系统的正常和高效运行 ,改善信息资源

的开发利用状况。网络技术的信息资源管理功能 ,

就是网络技术在管理方面对信息资源所显示的功效

和释放的能量。实践证明 ,哪个国家重视网络技术

的创新 ,哪个国家的网络技术就发达 ,这个国家的网

络信息资源管理和控制水平就高。

1 　网络环境再造功能

因特网作为一个覆盖全球范围的巨型网络和信

息资源的汪洋 ,有着无与伦比的信息资源共享优势 ,

但由于历史原因 ,存在着许多先天性缺陷 ,例如在联

网管理基准规范、网络应用的服务质量 ( Quality of

Services ,QoS)以及信息资源的组织、安全保护、开发

利用等领域 ,均缺乏一套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机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因特网的普及和其性能的发

挥。正因如此 ,在 IT 界 ,自因特网诞生之日起 ,就活

跃着一大批网络技术 R &D 精英。他们长期致力于

“下一代因特网”的研究和开发 ,致力于在计算机技

术、通讯技术、光声记录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其他

相关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广泛的创新。例如 ,从 1996

年开始 ,由北美 184 所大学和 70 家企业组成的“第二

代因特网”论坛 ,一直在研究和开发一种结构更加复

杂的、带宽更宽并且能够提供更好的 QoS 的网络 ,以

期为将来的商业应用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2000 年

6 月 22 日 ,在“微软 2000 论坛”( Forum 2000) 上 ,微

软公司首次发布了象征着进军第三代因特网的 Mi2
crosoft. N ET 战略 ,勾画出了 Microsoft . N ET 的基本

开发框架 (图 1) [1 ] 。微软公司推出 Microsoft . N ET

战略后不久 ,Sun 公司、IBM 公司和 Oracle 公司也分

别推出了类似的 Sun ON E ( Sun Open Net Environ2
ment , Sun 开放网络环境) 、WebSphere 和 DSF (Dy2
namic Service Framework ,动态服务架构) 战略。与第

二代因特网相比 ,第三代因特网以 XML (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扩展标记语言) 标准为基础 ,可按

照用户的需求将散落在各个网站上的信息打包后传

送给用户 ,从而改变因特网上现存的“信息孤岛”局

面 ,为人们提供无处不在的信息服务。

上述创新活动概括为网络环境再造 (re2engineer2
ing) 。通过网络环境再造 ,可以更好地改善网上信息

资源的采集、存贮、加工处理以及开发利用的环境和

条件 ,因而是网络技术最重要的管理功能。这一功

能的实现 ,不是依靠网络技术的小改小革或者某一

侧面 (或领域) 的突破 ,而是需要网络技术的整体推

进和革命性变化 ,因而是一项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 ,

难度相当大。

3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70173018)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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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NET基本开发框架

　　人们在“下一代因特网”的研究和开发上已经取

得了许多实质性进展。例如 ,国际电信联盟标准部

( ITU2T)多协议和 IP 的网络及其互通研究组 ( ITU2T

SG13)最近在委内瑞拉召开了一场主题为“未来网络

演进”的高级研讨会 ,对下一代网络的体系结构、核心

传送层、公共网络中实施 IP 业务、网络性能、IP 电话

支持国际应急选择方案 (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Prefer2
ence Scheme ,IEPS)等热门话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为下

一步的网络技术研究指明了方向 [2 ] 。在国内 ,由贝尔

实验室基础科学研究院 (中国) 承担的重大科研项目

光网络管理协议 (Optical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

ONMP)系统目前也已经完成了协议设计和原型实

现[3 ] 。其主要目标是实现智能的光传送核心网络 ,采

用重叠模型 ,带外控制信令 ,支持端到端光通路的自

动请求分配 ,以及端对端的 QoS。该系统是一个分布

式的协议 ,包含了分布式信令、自动拓扑及资源发现、

光通路计算、光通路连接建立释放、保护及恢复、故障

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和控制功能。

2 　网络结合功能

因特网是由众多的局域网、广域网等集结而成

的“网中网”。这些网络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密切联

系 ,而保持这种网际联系正是因特网的首要功能。

事实上 ,网际联系主要依托网络技术来实现。

迄今为止 ,因特网取得巨大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应归

功于它为实现上述联系而存在的核心通信协议 IPv4

的简单性、开放性和高度可伸缩性。可以说 ,没有

IPv4 ,就没有目前的因特网。

网络技术在结合功能上也是随着因特网的不断

发展和网络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而日益改善和提高

的。例如 ,正在兴起的实时和多媒体应用要求因特

网在带宽 (bandwidth) 、延迟 (delay) 和抖动 (jitter) 方

面提供一定的服务质量保证 ,但传统的互联网协议

版本 (即 IPv4) 却难以满足其需要 (尽管研究人员提

出了新的协议在 IPv4 网络中支持以上应用 ,如执行

资源预留的 RSVP 协议和支持实时传输的 RTP/

RTCP 协议 ,但这些协议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网络

的成本和复杂性) 。IPv4 的不足体现在以下方面 :

(1)有限的地址空间。(2)路由选择效率不高。(3)缺

乏服务质量保证[4 ] 。为了克服以上不足 ,因特网工

程任务组 ( IETF)正在制定大量的 IPv6 相关标准 ,包

括地址结构、域名解析、安全、自动配置、邻居发现、

路由协议等 ,以取代 IPv4 成为下一代因特网的主导

协议。为了对 IPv6 协议特性进行研究并积累 IPv6

组网经验 , IETF 于 1996 年建立了全球范围的试验

床 (test bed) 。该试验床是一个虚拟的网络 ,以隧道

(tunnel)的方式通过基于 IPv4 的因特网进行网际互

联 ,以实现 IPv4 向 IPv6 的平稳过渡。

3 　信息服务功能

稳固、可靠和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功能是因特网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考察信息工作的产生和发

展历史可以看出 ,信息服务的方式总是伴随着信息

需求的变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近 20 年

来 ,信息广泛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

个方面 ,如同物质、能源一样 ,成为人类社会不可缺

少的基本要素。人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 ,什么时候

需要 ,乐于以什么形式获得 ,都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

偶然性。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且能及

时满足不同需求的开放型、社会化的信息服务模式。

网络技术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信息的生产、加工、存

贮、检索、传输和利用的各个环节 ,使传统的信息服

务模式受到冲击 ,新的网络信息服务方式的出现 ,为

社会化的信息需求和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4 　开拓功能

网络技术具有丰富网络生活、开辟网络信息资源

活动新领域的功能。网络技术的扩散吞吐作用 ,促使

网络信息资源流通渠道变得通畅 ,从而有效地刺激因

特网的发展。尤其是在网络技术的支撑下 ,时间和空

间不再是限制人类社会发展和信息交流的主要障碍 ,

从而使网络信息资源有可能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

间 ,以适当的方式和内容传输给适当的用户。

在因特网上 ,人们习惯于用高速公路上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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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货”来形容网络构成和运作情况。这里 ,“路”指

信息高速公路 ,“车”指信息高速公路上各种信息传

输工具 ,“货”指因特网上大量存在的需要通过流通

来实现增值目的的信息资源 (数据包) 。网络技术的

开拓功能体现在“路、车、货”三个方面 ,具体来说就

是 : (1)“大兴土木”,为网络信息资源的流通提供强

有力的信息基础设施。(2) 创造大量适用和先进的

信息传输工具。(3)优化“货源”配置状况 ,改善供需

关系。

由此可见 ,网络技术在丰富网络生活、开辟网络

信息资源活动新领域方面的开拓作用是全方位的 ,

可以渗透到因特网内部的各个环节。

上述结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 ,显得尤为重

要。因为这些国家的网络带宽、IP 地址、信息传输设

备、信息内容等资源都十分紧缺 ,档次也不够高。在

这种情况下 ,积极发挥网络技术的开拓功能 ,更能促

进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从而变资源为财富 ,

使因特网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更高的位

置 ,发挥更大的作用。

5 　调节和控制功能

由于信息资源存在着无形性、易扩散性和难以

计量等特点 ,在各类网络活动尤其是网络经济活动

中 ,无序和混乱现象难以避免。例如在网络信息传

输过程中 ,会存在着各种噪声 ,从而影响信息传输效

果。

信息从信源出发 ,通过发射器产生适于信道传

送和接收器接收的信号 ,接收器接收到信号后将其

还原为信息 ,最后被信宿理解和接受。在信息传输

过程中 ,传输设施的故障和外界环境等通常会产生

一些噪声和干扰 ,这些噪声有些是无意制造出来的 ,

例如质量低劣的信道会产生各种干扰声 (这些干扰

声常常导致意外的网络信息传输活动中断) ,狭窄的

信道会限制信息的流速和流量等 ;有些是有意制造

出来的 ,例如计算机病毒对网络的攻击、非法用户对

网络传输过程中的信息资源的截取、黄色信息及其

他各种有害信息的网上蔓延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噪

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借助网络技术来消除或缓解。

例如对于网络信息资源传输的中断问题 ,可以通过

间接开发网络技术来支持信息资源的断点续传 (目

前已经在这方面开发出很多实用的软件 ,如网络蚂

蚁 NetAnts、网际快车 Flash Get、下载专家 DL Expert

等均支持信息资源的断点续传) ,或者干脆通过直接

开发网络技术来改善信道的质量 ,防止中断现象的

发生。又如 ,对于非法用户截取传输于网络中的信

息资源问题 ,可以从技术角度设置信息资源的访问

权限 (如通过 IP 地址、用户访问口令等途径加以限

制) 。由此可见 ,网络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和控

制功能。这种功能不是经济手段可以取代的。以网

络带宽问题为例 ,在既定的网络技术水平条件下 ,经

济手段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带宽资源和使

有限的带宽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的作用 ,但这

种弹性毕竟是有限的。这正如一块面团 ,经济调节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合理和有效地“瓜分”该面

团 ,但不论如何进行经济调节 ,该面团都不可能被

“做大”。网络技术的作用则不同 ,它是一包“发酵

剂”,不仅可以帮助“做大”面团 ,而且可以使加工出

来的面包更加可口。事实上 ,相关的研究早已表明 ,

这种功能不仅不能完全由经济手段取代 ,也不能完

全由政策、法规、伦理及其他社会管理手段取代。例

如 ,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在网络信息活动中有机地融

入政策、法规、伦理及其他社会管理手段 ,可以相对

有效地保证人类自身的信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

规范性和合法性 ,并在理性高度上合乎人之常情。

但是 ,政策、法规、伦理及其他社会管理手段在解决

问题的能力上是有限的。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

经常存在着一些令人无所适从的情形 ,这些情形同

样会反映在网络经济生活中。而此时网络信息政策

和伦理的力量基本上无法奏效。另外 ,政策和法律

是由人制定的 ,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明显的主观性 ,因

此 ,如同其他手段一样 ,它们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

时 ,也常常会失灵 (failure) ,即在改进网络信息资源开

发和利用效率方面绝对不会总是有效的。此时 ,网

络技术的调节和控制功能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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