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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图以中小企业发展的初创期作为研究背景，在分析中小企业在初创期

的运营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初创期所面临的运营问题，结合当前互联网环境及技

术自身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从低成本、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时效性、渠道

性六个维度，分析互联网环境及技术对中小企业初创期运营过程中：运营成本、

运营模式、以及运营效率三个方面的影响。论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

中小企业初创期运营的相关样本数据，进而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对采样数据建立

回归分析模型，进行两变量和多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同时结合案例分析，从定

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与验证互联网环境及技术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影

响。论文的分析结果不但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更加深入的理解及有效的利用互联网

环境及技术，而且为中小企业在改善传统运营模式、提高现行企业的运营效率、

高效利用互联网资源方面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及实践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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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take small．tO．medium-sized enterprises(SMEs)as research

object to thoroughly analyze operation management on its initial phase．Based on

statistics sample data and summarized problems analysis，the article will deeply

analyze the internet impact to SMEs operation from the siX dimensions of internet

which include cost，resource，interaction,precision,efficiency and channel．The main

research domain affected by internet will focus on operation cost，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 performance．bY sending out a large volume of questionnaires，the returned

samples data will be collected，analyzed and summarized，and then the sample data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predefmed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the two variable and

multi 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ill be taken,meanwhile many business

cases will be combined into the whole analysis to verify the correctness of result in

either quantitative or qualitative aspect．The final achievement ofthis article will help

SME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impact to business with

internet emerging．Furthermore，this article definitely helps SMEs correctly take

advantage of internet resource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corporate operation．It is very

useful and significant to conduct SME to build up their core competitive．

Key Wards：Intemet，Operation cost，Business model，Oper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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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1中小企业与技术革命发展的历史及趋势

中小企业一直被视作是中国经济中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自

主创新、增加就业等民生保障中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他们是中国经济不断适

应发展、积极进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响着国家经济体制的逐

步完善，以及经济实力地整体提高。

探讨中小企业的发展及趋势，要从历史的角度、发展的眼光，从不断变迁的

环境中、从不断磨练的企业家精神中、从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中、从全球经济的

竞争中、以及从技术变革的趋势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快速适应最新经济形势的

变化，与时俱进地找到合适的发展之路。

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伴随着我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发展起来

的。中小企业发展的30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历程缩影。从表1．1我们可

以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发的经济发展史，同时也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I J：

表1．1 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历程

有计划的商 第一阶段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品经济条件 (1978年前后 从这里拉开序幕。中国开始从绝对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
下的中小企 ．1983年) 探索性的第一步，从而开始创造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历史。

业发展 由于国内长期的消费品短缺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个体工商户先是在农村，接着在城镇大规模的发展起来。

计划的商品 第二阶段 中国改革从局部试点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取向的全面改革，全国

经济条件下 (1984．1992年) 各地的乡镇企业发展出了不同的模式：
的中小企业 苏南模式，利用集体经济形成的农业相对剩余资金为初始资金

发展 兴办农村工业，通过“以农养工”的形式，达到相互扶持，相互

发展的目的。

温州模式，利用个体自有积攒的资金启动，通过打零工、卖手

艺等，从事小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创造了独有的温州商业模式。

珠江模式，依托广州和香港的地缘优势，为外商做产业的配套

发展，利用”三来一补“的学习过程，快速完成学习、消化、自
立门户的发展过程



续上表
社会主义市 第三阶段 随着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表明了我国经济建设

场经济条件 (1992．1996年) 已经进入了建立市场积极的全面整体性的推进新阶段。在坚持

下的中小企 公有制为主体，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基础上，以产权

业发展状况 改革为中心的乡镇企业改革逐步展开，大量的乡镇集体制改制

为私营或者股份制企业。

第四阶段 随着1997十五大的召开，国家更加强调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

(1997．2001年) 革的步伐，提倡国有企业全面步入市场竞争的洪流，提高国企

的生命力。民营经济的发展则推动了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促进

了城市第三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世界经济一 现阶段(2002年至 随着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

体化条件下 今) 的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鉴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国民待遇、市
的中小企业 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与贸易等原划，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在

发展 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和资源的同时，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

特别是高成本、低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面临严峻的

挑战。

资料来源： 《中国中小企发展报告2008—2009))

从上表纵观中小企业的国内成长环境的变化，中小企业的发展伴随着国家思

想日益解放，政策更加务实合理，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舆论环境等

进一步宽松与完善，社会资源的配置愈加完善，全球化市场的更加开放⋯⋯。中

小企业的成长即离不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也离不开全球

新技术、新经济带来的深刻变化。在不同的技术革新时代，突破性的技术改革无

容置疑地将企业置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之中。我们从下表共同回顾和总结

一下，在历史的数次技术变革中，变化的生产模式和生产力是如何改变了企业的

发展轨迹，同时也为中小企业的未来发展之路，发现一些可供参考的线索。

表1．2技术革命的发展历程

第一次技术革命 自动纺织机和瓦特蒸汽机为标志，使 第一次技术革命把企业从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 纺织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相继发 手工业时期带到了机器时

20年代；发于英国，以 明的轮船和火车则带来了交通运输 期

欧洲为核心。 业的根本性变革；

第二次技术革命 这个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电的发 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和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 现；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和使用。 航空工业的建立

30年代左右；

第三次技术革命 这次技术革命促使传统技术全面技 此次革命开辟了机器代替

二十世纪30年代到70 术革新和改造，把人类带入了电子时 人的部分劳动的新时代。

年代； 代、自动化时代、计算机时代和宇宙

太空时代。

第四次技术革命，也称 这次革命的核心是计算机二次革命 信息技术革命为现代企业

信息革命。 和生物技术革命。产业群包括计算 的发展无论从空间还是从

机、网络和通信、生命科学与生物工 时间上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程、机器人工业等。 化。

资料来源：《中国中小企发展报告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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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的兴起源自于技术革命的爆发，技术的演变不仅影响到企业的规模

的大小，也同样对企业的运营及管理带来了巨大变化【21。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

大致发生的四次技术革命，每一次革命都对企业的产品、市场、生产、销售、组

织和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迫使企业不得不进行重大的变革来应付外部竞争环

境的巨变。

中小企业的发展始终同市场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对于外界环境的任何变化都

表现得极为敏感。在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中小企业都表现出特有的适应性，从

“民进国退”、“国进民退”、到“经济全球化”的洗礼、再到当前的“产业转型”，民

营企业作为市场感知和冲锋的第一线，独有的经营灵活性和坚强的适应能力成为

其不断生存的动力。同样在当下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进入第四次技术革

命的改革浪潮中，作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已经在反思：如何在互联网

环境下，在新的商业竞争力塑造过程中，完成平稳的过渡，实现企业的再一次突

破和腾飞。

当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资源、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发展动力、新的竞争市场、

乃至一股不容忽略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时候，企业的运营与管理就与互联网结

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及早感知知识经济的来临，依然享受着“世界制造工

厂”的传统经营模式的企业势必在这场基于互联网的竞争中迅速落败。

1．1．2问题的提出

全国“两会”期间，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话题，这既是应

对金融危机的危害，加强中国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国内企业拥抱全球

化第四次技术浪潮来临的客观准备。全新的资源与商业模式、成熟的互联网经济

模式、资源组合的全球化及多样性、新兴产业及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定位等诸多因

素为传统行业的转型，提出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中小企业需要立足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化，认清国际经济发展形式，紧随国家

政策的指引和调整，努力把握市场机遇，及时完成经营模式的提升。中小企业要

善于利用国家为企业搭建的政策平台、资源平台、制度平台、文化政治平台等大

的统一市场环境，而且从技术革命变革的宏观角度，需要重视并正确理解如何在

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和用互联网，实现企业发展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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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人对中小企业运营的研究，以及创业内容的研究，抱着与时俱进的态

度，本次论文将深入分析互联网环境，结合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从技术创新和

发展的角度剖析和发现互联网环境可以提供何种手段和方法，帮助中小企业提高

企业的运营管理水平，进而总结出指导性的建议。本文期望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1)首先展开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经营现状的调查。这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完

成数据的搜集和整理。第一，通过对所有进驻在佛山市某创业园内的中小企业进

行初创期运营方面的问卷调查，以及同中小企业的领导人展开广泛的面谈交流，

获取真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第二，通过对中小企业中一些面临转型的企业，展

开问卷调查。综合两者数据归纳总结中小企业在初创期阶段面临的成本问题、团

队建设问题、商业模式问题、以及市场推广等问题。

(2)针对中小企业在初创期面临的经营问题，深入分析互联网环境及技术

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从低成本、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时效性、渠道性六个

维度，分析互联网环境及技术对中小企业初创期运营过程中：运营成本、运营模

式、以及运营效率三个方面的影响。从而帮助中小企业在初创期的发展阶段发现

新的经营管理视角，帮助中小企业更加准确地理解及有效地利用互联网环境及技

术，而且为中小企业在改善运营模式、提高现行企业的运营效率、高效利用互联

网资源方面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及实践指导价值。

1．2研究框架与内容安排

本文的研究拟按照图1．1的路线进行。通过对创业理论、中小企业运营管理、

互联网环境及技术的交叉领域的综合考察，定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为互联网对中小

企业初创期的运营影响；通过调查问卷和交流访谈的形式，展开对中小企业初创

期现状的调查。论文通过对问卷调查的分析整理，获取中小企业初创期运营的相

关样本数据，进而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对采样数据建立回归分析模型，进而完成

两元变量和多元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同时结合案例分析，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

面，分析与验证互联网环境及技术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影响。从而帮助中小

企业更加准确地理解，以及有效地利用互联网资源，发现新的商机和运营模式，

重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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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绪论
l

上

I 互联网与创业理论文献综述

上

l 调查问卷设计、实施、数据分析

上

l 中小企业初创期面临的运营问题

上

I 互联网环境应用的现状及其影响

上
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运营影响的回归分析

工
结论

图1．1论文的研究框架

本文总共有6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关于互联网与创业理论研究的

文献综述；第三章中小企业初创期面临的运营问题；第四章关于互联网应用的现

状及其影响；第五章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运营影响的回归分析：第六章为总

厶士
；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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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关于互联网与创业理论的文献综述

目前在普遍的就业市场压力下，国家大力提倡创业带动就业，大量的毕业生

走向了自己创业的道路。在创业之路上，没有固定的成功模式，艰辛的成长之路

需要太多的准备，无论是的来自资金的、市场的还是团队的，没有充分的准备，

不经历一场痛苦的蜕变过程，创业过程往往不可逃脱：成功的开始，失败的结束!

创业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概念，涵盖的对象即可宽泛，也可狭窄，不同的学者

和研究人员皆有不同的理解与总结：从一无所有开始的，属于创业；企业发展到

一定阶段后，需要打破现状寻求新的突破和发展，也属于创业。无论个人创业，

还是企业创业， 探索正确的道路和方法，有效克服面对的障碍，不断结合企业

的现实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最终达到生存、创新和变革的目的才是真正的经营

成功。创业无定式，但是生存、成长、持续经营是每位创业企业家必须要考虑的

问题。

伴随着互联网环境的愈发成熟，互联网用户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的发

展正逐步渗透到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等行业；对企业经营者而言，更

为重要是互联网已远远超出“工具”或者“现象”的范畴，发展成了新“经济体”。

本文以下将整理关于创业研究的理论文献，并着重挖掘互联网对初创企业的

运营影响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涉及的互联网六大特性，以及回归分析框架奠定相

应的理论和验证基础。

2．1关于创业研究的文献综述

通过对创业理论、创业模式、创业成功案例的综合考察，发现国内外许多学

者对创业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也持不同的观点。有的从创业过程

所受外界影响因素的角度研究13l：J．Gnyawali和Fogel指出，外部环境对初创

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具有很强的影响力；Timmons认为市场机会、资源、团队是创

业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有的学者从创业者的能力素质方面研究成功创业的必备

要素：J．Merae认为，中小企业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如何采取弹性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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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以适应快速变迁的市场需求。Steiner和Solem则认为，创业者的人格特

征、管理技巧、人际关系，以及环境因素，才是影响中小企业创业成功最主要因

素；有的学者从研究创业失败的原因角度研究创业：J．Flahvin则认为创业失败

的原因有：缺乏资金；缺乏财务控制及会计信息；缺乏管理技巧及经验；无法弹

性适应市场的变化； 有的学者则以企业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创业家的研究

探求创业成功的要素：J．Yusuf针对创业家的研究结果，发现良好的管理能力、

政府的支持、市场因素和教育培训水平是影响创业成功的关键。国内学者朱仁宏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通过对大量创业相关因素涉及的变量的细化和研究，提出了

包括创业者特征、创业过程、创业结果和创业环境的概念框架，为创业领域的研

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研究边界模型。

无论是创业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自身成长的初创期，都会面临战略选择的

问题。关于创业战略的研究，国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则

从新创企业的竞争性战略选择pJ，创业战略的维度划分，影响创业战略制定的因

素，以及创业战略的研究框架的几个维度，提出了一个以创业战略为核心的创业

研究框架。这个框架为企业的竞争性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指导。

本文将着重关注企业创办和经营的前期，并深入考察中小企业在本阶段的运

营状态及面临的问题，进而结合互联网环境，探讨新技术变革对中小企业初创期

的影响。

2．2关于互联网商业应用的文献综述

目前，互联网环境与技术正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国民经济，信息已经成为企业

不容忽视的资源，企业面临的经营个体、市场服务对象、营销模式、竞争环境等

因素皆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关于互联网或电子商务创业的理论研究正越来越

受到创业领域研究学者们的重视和关注。国内研究人员易凌志在互联网创业理论

研究述评中，从互联网变革、互联网创业的商业模式、互联网用户行为研究、以

及互联网创业绩效关键因素几个方面对互联网创业做了较为深入的述评，对于互

联网创业的成功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J。赵夫增在其互联网时代的在线社区生

产模式研究一文中，从客观物质基础方面：不断降低的要素成本、分布式的生产

手段及其未用户用户的产权特点，和主动参与动机方面：兴趣爱好、互惠共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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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物质利益，分析了在线模式的兴起，以及在线模式与企业模式之间存在的互

补性I酬。李春生则针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快速性特点，分析和总结了互联网时代

企业危机管理的爆发和传播的新特征和新规律，在帮助企业提高在互联网时代处

理危机的能力【，J。徐岸峰聚焦互联网和旅游业的相互结合，以携程网为例，从商

业模式的角度，总结了互联网对旅游业的深远影响：电子商务不受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给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便利，对旅游价值链产生了深远影响pJ。张顺滟通过

互联网分众传播发展浅析，充分阐述了互联网在新的商业模式，新的营销方式及

渠道方面展现出独有的互动性及精确性。以上的论文综述对本文在互联网特性及

其影响力方面的总结，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作用pJ。

无论从创业的角度，还是从互联网的角度，各位学者就某个领域都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分析，但是涉及互联网对初创企业运营影响的理论研究则较少。本文将

采用不同的思路，通过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对采样数据进行深度的量化分析，并

结合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运营影

响进行分析及验证。

本论文试图结合创业研究理论、互联网环境与技术、以及企业运营管理三个

领域的相关性，针对中小企业在初创期面临的运营问题，结合互联网环境与技术

的独特优势，从成本性、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时效性、渠道性六个维度，

分析互联网环境及技术对中小企业初创期运营过程中：运营成本、运营模式、以

及运营效率三个方面的影响。从而可以起到帮助中小企业在初创期有效利用互联

网资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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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中小企业初创期面临的运营问题

3．1中小企业初创期的现状调研及解析

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军，中小企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困境中

成长，在坚持中突破。资源、政策、人才、产业等因素无时无刻在影响着中小企

业的发展，中小企业能够充分调配资源，成功渡过初创期，奠定发展根基的相对

比例较少，“前仆后继”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真实写照。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民营企业经历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随着

加入WI'O国际组织，竞争的门户逐渐开放，民营企业开始直接面对全球化经济

的国际竞争，对资源的把控，人才的留存，市场的占有，商业模式的创新等方面

无一不受着外来竞争者的影响。市场不是一个独有市场，市场变成了一个全球化

的市场。资源开始在全球流动和配置，供应链的设计和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上下游整合，行业间合纵，更多交叉领域被挖掘和创新，对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深

远影响。而在经历了“制造大国”的辉煌之后，产业转型成了困扰企业家的主题，

常年在价值链低端打拼的企业家们，在获取微薄利润之后，终于开始醒悟供应链

的价值分层。当前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金融危机，彻底毁坏了消费市场的

和谐，外贸出口型企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产业转型不但是中小企业家们考虑的

问题，同时它也上升为国家层面，区域经济和国内总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寻找新的

突围与平衡。

当互联网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资源，当互联网企业拔地而起时，传统行业在

知识经济的大浪中寻找新的发展契机就成为迫切的需要。没有那个行业可以在互

联网环境中不受其影响而独善其身，与时俱进才是智慧的选择。充分利用和发挥

互联网的优势，而不是盲目的、侥幸的回避它，才是中小企业正确的选择。

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很多，本文拟从初创期这个发展阶段，从企业运营过程

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探讨互联网环境和技术对企业运营带来的影

响。为了本次论文的数据完整性，通过两个渠道完成了调研数据的获取：一是针

对研究方向，以珠三角某创业园为调查对象，对创业园内的所有企业展开《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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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现状的调查问卷》的活动；二是通过对～4些离散的创业企业的问卷调查，

以及同创业者的深入交谈获取一线资料。在70份样本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总结和

验证中小企业初创期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了解企业利用互联网资源的状况。调

查问卷主要从企业性质、创业团队、创业资源、创业支持、初创期运作、互联网

资源应用等方面展开，通过对以上因素的考察，逐步反映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

现状。

(1)首先是关于企业背景的调查。如图3．1所示，初创企业注册有限责任

公司占了绝对的比例，而个体工商户的运营规模较小，业务多以作坊式的手工作

业，或零售为主，所以不在此次的调查之中，在图中显示为O％。有限责任公司

由于注册资金的门槛大为降低，而且债务责任的风险受控，所以成为广大创业者

的首选。

(2)通过对初创团队的人员构成调查。如图3．2所示，初创企业的团队绝

大对数都是比较精简，一是受资金的限制，二是公司规模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团队

不可能过于庞大。一般70％．80％的初创企业，团队成员都在10人以下。初创期

的创业者在极力压缩成本的同时，个人必须承担大量的具体事务，利用尽可能有

限的资源，从业务模式、盈亏平衡、可持续增长等多个方面谋求的企业发展的稳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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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初创团队的人数分布

(3)从初创企业的注册资金方面考察。如图3．3所示，初创公司的注册资

金近50％以下都在10万元以下，这就意味着初创公司的运营和发展资会非常有

限，企业的发展如同处在“滚雪球”的初期，基础比较薄弱，这决定了企业必须短

时间内找到盈利的方法，补充企业的现金流。同时企业必须非常谨慎地控制运营

的丌销，无论从市场、研发、推广等方面必须严格的控制投入产出比，否则失败

的投资会很快耗尽企业的启动资金。

初创公司注册资金

刁●．

图3．3初创公司的启动资金分布

(4)从初创企业的成立时间方面考察。如图3—4所示，在本次调研中，高

达80％的企_p处于成立后O．3年之问，这也符合了初创企业的定义。一般初创企

业在成功的渡过3年的发展沉淀之后，通过从方向、客户、产品及市场等方面的

不断验证与积累，企业都建立较为完善的运作体系，也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现金流，

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此时的企业渡过了初创企业最为艰难的时期，开始

考虑规模、增长的再次投入。当然随着企业的发展，新的问题会出现，但是对于

队萝心勰



一个初创企业而言，三年时间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坚持过来就意味着突

破。

初创公司成立时间半警右

囊◆“
图3．4初创公司的成立时间

(5)了解初创企业在创立之初，凭借何种资源优势开始创业历程。调研从

团队组合、商业模式创新、新兴产业、历史客户群、产品、及项目等方面进行了

数据搜集，从图3—5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历史客户群占了41％的比列，这从一

个方面反映了市场是初创企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有效地利用历史客户群，推

销自有产品与服务，挖掘新的商机可以快速地帮助初创企业解决市场推广的问

题，满足企业运作的现金流需求，形成产品、销售、营收、投入的特定渠道。在

调研中也发现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许多创业组合中都存在从事销售工作的经

历，这就为初创企业奠定了一些客户基础，成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另外，新产

品，或者具有独特性，或是可以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定位也成为近30％的初创企

业的启动动机和资源，这也符合了产品需要贴近和满足市场，这样有利于将企业

的产品和服务快速地推向市场，获得市场和终端用户的验证。

(6)了解初创企业的启动资源。 在图3．5中，可以看到对于依赖家族产

业和政策优势作为企业启动的动机为0％，这除了采样数据的所在企业群固有的

特质原因之外，反映了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初创企业必须具有独特的自身优势和

能力，完全依赖外界的政策或者单纯的资金援助，并不可以帮助企业找到行之有

效的成长之路。企业的最终目的还有要为社会、为大众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者服

务，否则迟早被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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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初创公司的启动资源

(7)初创企业的人力资源分布状况。不出所料的如图3-6所示，基本上呈

现不够用的状态。造成这种现状首要的原因就是资金不足；二来市场和产品都没

有得到验证，企业不敢大面积的招人；加之，无论足初创企、lk还是成熟的企业，

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都是较为慎重的，岗位、职责、能力、产出都是经过反复考

黾和汁划的，人力资源的配置需要符合企业战略的实施，人力资源富足或是盈余

的情况非常少见，这也从调研数据中稍有盈余的比例为O％nf以反映出。

’

初创公司的人力资源状况
稍有盈糸

勉强够用

8％

图3-6初创公司的人力资源状况

(8)如图3—7所示，在初创企业的创业团队构成的调研中，取长补短型的

能力均衡团队成为多数企j业的首选，大多数创业团队都会从技术、产品、市场、

资金等方面考虑企业启动的必备资源，能力均衡性的团队可以充分发挥有效利用



资源和合理配置能力的效果。从调研数据中领域专家型和技术专长型的团队也分

别占了27％和18％的tt',y0，而同质型与领袖型的团队在初创企业中较少采用。

同质型的团队能力构成不平衡，对企业的贞献不可以构成优势互补的效果，所以

不适合创业团队；另外初创期的团队需要大家共同出谋划策、积极投入、身体力

行，而领袖型较多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贡献满足不了创业期的贡献需要，所以也较

少被初创企业所采用。

初创企业的创业团队

图3．7初创公司的创业团队构成

(9)初创企业由于缺乏成熟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力，以及牢固的客户关系，

所以初创企业定位与发挥自身独特的竞争力非常重要。如图3．8中所示，企业可

以从多个层面，依赖自身的发展战略和资源条件，发挥各自的优势。其中良好的

客户资源、成熟(或创新)的产品、新兴的产业、光明的市场前景、低成本竞争

力、创新的商业模式、良好的政府关系或背景、优秀的团队等都成为初创企业可

以挖掘和发挥的空间。

从图中的数据反映出，良好的客户资源25％和成熟(或创新)的产品15％再

次反映了市场的重要性，无论从直接通过市场发力，定位市场、展望预期市场、

挖掘市场，还是间接向市场发力，如关系、产业、成本等皆反映了初创企业对市

场关注的重要性。通过对市场机会的挖掘，推动企业向竞争领域的聚焦，以及向

行业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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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企业的创业优势(资源)

图3．8初创公司的创业优势或创业资源

优秀的圈《
10％

藏创新)

(10)了解初创企业的运营状况，本次调查深入企业的运营环节，从团队、

产品、市场、客户、资金、互联网利用等方面考察企业对资源的把握与利用情况。

由于企业经营范围和发展方向的差异，如图3-9所示，初创企业在运营要素的关

注和重视程度也各不相同。其中对市场推广、创业团队合作、寻找客户方面都投

入相当精力，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另外初创企业中14％企业在互联网环境的

利用方面表现了不错成绩，这也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知识经济促进了创业者适应

时代的要求，利用互联网资源与模式，帮助企业改善运营，成为一种有效手段及

未来的趋势。

初创食jlk的运作(满意度分布)

图3-9初创公司的运作满意度



在运营过程中，～些企业对广告宣传、盈利模式、同政府或行业协会的合作

方面也表现的较为主动，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丌拓关系，推动初创企业走向市场，

塑造品牌效应。

当然在资金筹措方面，O％的统计结果反映了当前中小企业筹资难的问题，缺

乏必要的渠道，获取发展的资金。而这些问题也是政府和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如

何正确地加强和引导民间投资，相关的政策法规也在政府紧锣密鼓地规划之中，

希望不久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平台和政策可以相继出台，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

资的问题。

(1 1)在对初创企业的运作不足情况的调查中，如图3．10所示，表现出了同图

3．8貌似矛盾的地方，在市场推广、产品定位、寻找客户、以及创业团队合作方

面比列数据同样表现的比较高。一面反映了初创企业在这几个方面，运营的效果

良好；另一方面，初创企业在同样的几个方面运营的效果不良。这个矛盾需要从

以下两个方面解释：一是这几个方面都是初创企业关注的重点，需要投入精力和

财力加强和完善的地方。二是这几个方面在初创企业的运营管理中，由于自身运

用可操作资源的差异性，以及操作资源的方法以及模式匹配的不同，直接导致了

两极分化的现象。但是对于资金筹措的数据体现了相互印证关系。资金成为困扰

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另外对于互联网环境的应用只有3％Lg例也反映了大

家对互联网的重视程度正在增加，并没有大面积的出现企业对互联网认识的缺

位。

盈剿模式
7％

初创企业的运作(不足)

工捂骋与管理
10％

图3．10初创公司的运作不足(或需改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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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对初创企业的调研中，试图从多个方而获耿中小企业在初创期可能遇到

的各种运营问题。最终探寻互联网环境同企业运营之间的影响关系，帮助企业结

合企业现状合理有效地利用互联网。针对中小企业的运营，主要如图3．1 l所示，

从以下几个方面展丌对初创企业运营问题的调查：资会筹措、成本控制、产品设

计、市场定位、定价、广告推广、寻找新客户、员工招聘、员工培训与管理、商

业模式的创新、盈利模式的规划、信息化手段的利用、互联网资源的使用等，从

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主要问题集中在资金筹措(15％)、寻找新客户(15％)，广

告推广(8％)。另外对于商业模式的创新(1 1％)和盈利模式的规划(8％)也

占了较大比例，这很好地反映了传统行业在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的旧

的运作模式和盈利模式需要新的突破点，充分利用新的资源和能力成为企业持续

经营的动力。这也和国内逐渐高涨的经济转型导向不谋而合。相信商业模式的创

新会随同企业对市场和产品的重新定位，而共同纳入创Hk者重点考虑的内容。

初创企业面临的问题

图3—1 1 初创企业面临的问题

中小企业在初创期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的运营问题，尽管各个层面的问

题比例和影响不同，但是都成为导致企业发展停滞的滞涨点，尤其在初创期表现

的尤为明显。关键是创业者们能够正视问题，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现解决问题

的途径，消解问题的影响。



(13)初创企业的人力不足的原因。在调研企业运营问题的关联因素时，本

文重点从人力资源和资金成本两个方面深入探寻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如图3—12

所示，初创企业的人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成本压力，这是所有

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初创期的企业由于资金短缺，招聘太多的人力会带来成本

的压力，所以所有的初创企业都会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二是由于所在市场占有

率不高，对企业面临的竞争预期难以估计，所以不敢急于配备过多的人手，这既

反映了企业对人手配置的审慎态度，也反映了初创企业往往面临的问题较多，通

常产品和市场成为优先级较高的问题，而人手的问题成为配合以上问题解决的配

套资源；三是由于初创企业的市场影响力较低，企业资源有限，可以给予所需人

才的待遇相比不是非常有吸引力，而且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市场风险不够明朗，一

些高素质的人才难于撇开原先较为成熟稳定的工作环境，而挺身参与初创企业的

发展，这也成为企业初创期面临人才问题的原因之一；四是难于找到合适的人才。

初创企业人力不足的原因
市场不成

图3．12初创企业人才不足的原因

这种情况由于企业从事的行业、技术需求、能力组合、岗位配置等因素的不同变

现的细节也不尽相同。另外也反映在人才招聘的渠道、人才评估的方式、交叉行

业的能力需求、人才培养的周期等多种因素有关。总之，招人难，找工作难的问

题一直是人爿‘市场上热议的话题。

(14)初创企业解决人才问题的渠道。从上面的分析了解到，初创企业普遍面临

人才的难题，但是企业又是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满足企业运营的需要?在

本次调研中，通过以下的几个方面，对解决人才问题的渠道做一个统计与分析。



由于初创企业的特殊性，从3—13图中所示，25％的企业主要通过合作伙伴(或

是N,JjzN人)来满足企业运营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这也恰好反映了耿长补短型的团

队在初创企业中的比例较高的统计结果。这在充分发挥团队优势的同时，可以减

轻对运营资金的压力。另外，25％的初创企业有效地利用互联网资源通过兼职或

远程的方式，建立松散的劳务合作方式。在低投入的同时，灵活达到用工的目的，

这对大量闲散在家，成天上网的网民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方式。通常这种方式

主要在互联网行业中被采用，企,Ik矛N用工人员较为依赖网络环境，从而达到合作

的目的。虽然传统的招聘方式依然被企业所采用，但是初创企业较多通过亲戚朋

友、招聘兼职、暑期工、合作分成等低成本运作的方式解决企业短期内面临的人

才需求，在兼顾企业用人需求的同时，尽量压低人力支出。

初创企业解决人才问题的渠道分布
台作鼻嗡 其泡

图3—1 3初创企业解决人才问题的渠道分布

(15)初创企业的资金不够用，筹资渠道窄，是个无容置疑的现实问题。本

次调研重在对初创企业如何分配和利用有限的资金，以及资金压力的分布等方面

做一个比例分析。如图3．14所示，初创企业的资金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市场推广(32％)、客户关系营销(1 6％)、员工工资(1 6％)、固定资产

(11％)、广告宣传(1 O％)、产品研发(5％)、同常丌支(5％)。对于短期

贷款为O％，反映了两个层面的原因，一4是缺乏短期贷款的渠道，或是短期贷款

的利息会给企业带来另一重的资金压力；二是由于初创期的企业对未来的市场和



产品定位缺乏足够的信心，从而不敢过t产地背负债务的压力。所在在所调研的企

业中几乎没有采取短期贷款这种方式的。

初创企业资金压力的原因分布
短期贷款 ：j!l常开支

网络或通i

支比
0％

产品研发
5％

图3．14初创企业资金压力的原因分布

从图中可以验证了初创企业对市场推广和广告宣传的迫切性，企业急切需要

将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告诉广大消费者，拉动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所以在这两个领

域的投入占到了总体资金支出的近乎40％。总体而言，资金压力主要分布在同企

．业运营密切相关的各个环节，而且对外的宣传需要强力的资金支持。

(16)初创企业减低运营成本的方式。针对初创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特对

初创企业如何降低运营成本的方式进行了调研总结。从图3．15中所示，最直接，

最为常用的方式是压缩日常开支，在所有调研企业中占到了31％的比例。而适当

保持员工的保有量占到了19％的比例。除了这两种常用的方式之外，不同企业也

会采用多招聘兼职员工(4％)、薪资结构的调整(8％)、减少固定资产投资(4％)、

必要的业务外包(8％)、减少广告投入(11％)。在加强互联网营销(11％)同

减少广告投入之问有一定的相关性，目前一些企业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传播渠

道，在更少投入的情况下，实现广告宣传的目的，有的企业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

显著的效果。在与其他商业伙伴合作(0％)方面，初创企业认为商业合作可以

提高产品和市场的互动，但是并没有在短期内起到降低运营成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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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企业降低运营成本的方式
商业伙伴合作

O哆二

多铭骋燕职员工
4％

图3一15初创企业降低运营成本的方式

(17)初创企业用于改善公司运营所采用的互联网技术。在目前埴联网环境

逐渐成熟的趋势下，为了分析初创企业对互联网环境的认识和利用程度，特针对

初创企业是否有利用互联网技术，以及利用了何种瓦联网技术方面做了统计调

研。经调研发现，F1前，初创企业的确将互联网环境对商业运营的影响纳入了考

虑范围，许多企业慢慢改变对互联网的认知及态度，从漠视到模仿，再到实施，

企业内部丌始融入了互联网技术，通过尝试一些技术对传统运营模式带来的变

化，逐渐从运营效率、运营模式等方面考虑互联网技术的可实时性及有效性。如

图3．16所示，目前企业使用的互联网技术，尽管比较离散不成系统，但是一些

具体的应用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普及，如邮件和聊天工具的使用(17％)是企业用

的最多最广的技术，除了可以提高沟通效率之外，可以非常好的完成文档的传输、

视音频交流方式的功能，大大提高的传统基于电话的沟通效率与效果。另外web

网站(23％)、门户网站(11％)、互联网搜索(1 1％)、互联网广告(9％)、

网络视频会议(3％)、互联网营销(14％)、互联网支付(电子支付)(7％)、

网络协同(2％)等互联网技术都被有效的尝试和利用。体现了互联网发展和影

响J下逐步渗透到各个行业。另外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0％)也反映了初



创企业对互联网环境及技术认识和使用的成熟度，目前对互联网的使用较多反映

在具体应用或软件的使用，而同商业模式的结合较为薄弱。这种情况会随着初创

企业的成长，以及互联网模式的推广而产生积极的变化。

初创企业用于改善公司运营的互联网技术

网络坦频台议

3％，

图3．1 6初创企业用于改善公司运营的互联网技术

(18)初创企业对可获得帮助渠道的预期。中小企业在初创期的“爬坡”阶段

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企业自然期望通过某些渠道的帮助，支持他们摆脱或解决

问题。有些期望建立在对资源的渴求，有些基于政策的支持，有些基于创业方向

的把握，有些是基于对具体事务的处理。通过抽样调查的结果，如图3．17所示，

初创企业对可获得帮助渠道的预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行业专家(17％)、

来自创业成功人士的经验分享(5％)、政府的指导协助(1 1％)、金融机构的

贷款(11％)、政府的税收政策(28％)、行业协会的指导(11％)、信息领域

的专家指导(1 1％)、法律、法规方面的专家(6％)。其中对税收政策方面优

惠的期望值较高。对于咨询顾问(0％)或是培训机构(O％)的预期反而没有特

别的要求，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咨询和培训在帮助企业改善运营现状方面，并不

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对政府、对政策的依赖及期望较高，这反映了初创



企业对政府政策支持的依赖程度较高，政策对企业运作的影响有时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

初创企业的对帮助渠道的预期

信息

领域

的专

家
11％

法律、

方面的
6％

培训机

O％

其他
0％

询顾问
O％

图3—1 7初创企业对帮助渠道的预期

(19)初创企业对政府支持的期望分析；通过对初创企业可获取渠道的期望分析，

知道初创企业对政府支持的期望值非常高，所以特别针对初创企业对政府支持的

期望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总结。通过调研分析，如图3．18所示，初创企业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对政府支持抱有期望：投资融资平台(23％)、政策(企业孵化器)

(14％)、税收政策(27％)、市场和服务的对接(4％)、信息服务平台的搭建(14％)、

产业发展的预期及指导(4％)、创业导师团队的咨询(4％)、风险投资平台(5％)、

其他(5％)。从以上的期望中，税收政策依然以27％高居需求榜的榜首。而对

投资融资平台期望以23％紧居其次，从而再次反映出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和融

资的支持需要加大力度。



图3—18初创企业对政府支持的期望

通过以上各节的详细分析，借助采样数据，从企业性质、创业团队、创业资

源、创业支持、初创期运作、运作优势、运作问题、互联网资源应用、政府支持

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调研，并在详实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和总

结了中小企业初创期的发展现状，以及相关的原因解析，从而帮助我们更加清晰

地了解中小企业在初创期的整体发展状况。在下一节，基于对本节所分析的内容，

对中小企业初创期面临的运营问题做进一步的归纳总结。

3．2中小企业初创期面临的运营问题

通过上节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现状调研获知，目前，中小企业初创期面临的

主要运营问题表现为以下方面：

(1)资金筹措

(2)成本控制

(3)产品设计

(4)市场定位

(5)产品定价

24



(6)广告推广

(7)发现新客户

(8)员工招聘

(9)员工培训与管理

(10)商业模式创新

(11)盈利模式的规划

(12)信息化手段的利用

(13)互联网资源的使用

(14)可利用的政府政策及资源

无论初创企业所在行业，以及面临的竞争环境的差异程度如何，从运营的角

度、内部管理及能力提升的角度，尽管目前初创型企业面临的问题较为分散，但

本文将主要聚焦运营成本、运营效率、和运营模式三个方面的问题，对初创企业

的运营做一个综合的分析。

成本的控制、资金的补充、现金流的充裕都是初创型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

解决不了资金的问题，企业的运作就会陷入僵局；平衡不了现金流的问题，整个

运营的链条就会断裂；后续资金的补充不到位，企业的发展只能是“昙花一现”

的过程；所以有效的控制运营成本、挖掘资金注入成为企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任务。

如果企业解决了初步的资金问题，接下来要慎重考虑如何使用资金，以及如

何利用有限的资金获取必要的回报，赚取客观的利润，在保证正常现金流的情况

下，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储备必要的资金。使用资金就要体现资金运作的效率，

这不但需要决策层在战略定位过程中慎之又慎，而且需要管理层关注到运营层面

的整体效率。战略决定方向，运营决定效果。缺乏高效的运营实施，再好的战略

只能是纸上谈兵的过程。

企业的发展需要突破，需要结合当前的环境发现新的商机、新的理念、以及

新的模式。运营模式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是一个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整个

行业的模式都需要随时调整的必然趋势。尤其在当今互联网逐步渗透到各行各业

的时代，迎合、适应、利用互联网技术及特点，定位企业自身发展的前景，寻找

新的商业模式，在整个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获取独特的竞争优势，保证企业在

今后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内获取新的可利用资源和前进动力。企业运营模式不

单单是模式的转变，更加是资源配置优化、市场机遇挖掘、产品服务提升的持续



完善过程。企业的发展脱离了现实的、变化的生存环境，企业必将面临倒退或者

破产的厄运。曾经是电脑行业巨人的IBM在80年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窘境。由

于轻视对手、短视近利、鸵鸟心态以及过于保守的组织文化导致了IBM在80年

代的个人电脑竞争中彻底落败【1 01，一直坚持的大型主机业务不但没有为公司带

来更加高额的营收，而且由于对个人电脑的忽视，导致公司开始出现赤字，而且

开始落后于微软、康柏等新兴的个人电脑厂商。这恰恰验证了企业的发展是与时

俱进的，昨日的成功不代表今日的辉煌。在痛定思痛之后，IBM在新的CEO带

领下开始了包括商业模式在内的全面变革，其中最为重要的转变就是以顾客为导

向，将IBM从硬件业转型为软件服务业为核心的模式，经过10年变革和发展后

的今天，IBM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而“大象真的可以跳舞”了。商业模式是一个

需要不断适应的过程，就如同没有一成不变的生态环境，商业模式也没有一成不

变的。

在接下来的论文中，会针对企业生存的新环境，通过对互联网环境及技术的

深入剖析，进而结合企业在运营层面面临的问题，探讨企业如何在新的环境、新

的竞争资源、新的竞争模式条件下，思考和应对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从而在帮

助企业，尤其在初创期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和总结企业运营同互联网接合的方法

与思路。



第4章关于国内互联网的现状及其影响

4．1国内互联网的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反映【⋯，截止2009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较2008年增长了28．9％，

互联网普及率从2008年的22．6％达到了2009年的28．9％，互联网普及率在稳步

上升。但是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还较低。截止2009年12月，美

国、日本和韩国互联网普及率分别达到74．1％、75．5％和77．3％，我国网络使用

的差距还很大。

三3 30 o

愈

二圈
图4—1 中国网民规模与增长率

资料来源： 《中国中小企发展报告2008—2009))

在整体网民的增长构成中，主要体现在宽带网民的增长、手机上网网民的增

长、以及农村网民的增长。从图4—2中可以看到，截It_2009年，国内宽带网民

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45亿，是2008年1．28倍。

一震霾覆鬻瓣一



图4．2 中国宽带网民规模对比

资料来源： 《中国中小企发展报告2008—2009))

从4．3图中可以看到，截止2009年12月底，手机上网网民的规模达到2．33

亿，占网民总体的60．8％，是2008年总体规模的1．98倍，从这种增长态势可以

预见到移动网络、手机终端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9

年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快速增长，主要鉴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对于3G网络概念的炒作和构思已经有相当的年头。移动互联网的概

念应该是广大网民期待己久的概念。

(2)终端设备对上网的支持程度逐渐完善。各种商务手机终端，基本上以

大屏幕手机为主，而且内嵌了对高速上网服务的支持，WAP2．0与HTTP协议的

支持给了用户更多的选择和使用空间。

(3)运营商的大力推广以及相应的资费优惠都对无线互联网的发展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效果。另外手机网民上网用的大量工具软件和功能性软件都可以免费

获取，这也无形中降低了手机上网的门槛。

手机上网网民快速的增长性已经表露无疑，在3G网络的大力推行之下，相

信这种趋势会更加突飞猛进，新的基于无线上网的商业模式及各种应用会应运而

牛。

28

，

0

O

0

0

O

万

∞

暮：

∞

∞

一，

∞

如

功

‘三



图4—3手机上网网民规模对比

资料来源： 《中国中小企发展报告2008．2009))

国内互联网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网民规模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不但同国

际竞争环境有关，也同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增长、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国家政策

的扶持等各个方面有着紧密的关系。

首先，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政策导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1)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互联网网民规模快速增长的基础。

(2)为了保证国家信息化的健康发展，国家制订了一系列信息化战略规划

及政策，这其中包括((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

(3)国家也愈发重视农村信息化建设，农村信息化逐渐成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电信营运商也为农村地区提供了资费优惠政策，这在客观

上也推动了互联网的使用和推广

其次，通过多年的持续投入，不断完善，我国已经搭建了良好的网络基础设

施，为互联网的使用及价值增值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准备：

(1)网络接入的软硬件环境得到了不断优化

(2)随着业内竞争的引入，网络接入和用户终端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低

廉的互联网接入成本，成为大众互联网网民积极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前提条件。

(3)互联网使用的复杂度及用户上网的门槛不断降低，也为互联网的普及

起到了促进作用。

再者，随着互联网应用环境的成熟，伴随互联网共同发展的相关“软”环境也

得到了不断完善，这也为网民规模的快速增长扫除了障碍：

(1)简单的入门知识。



(2)充足的关于如何使用互联网的学习资料

(3)普遍的上网行为和氛围

(4)大量的免费互联网应用

(5)互联网上涌现了大量体现个性化创造和自我表表现的工具机平台，这

无形中对广大网民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根据梅特卡夫法则揭示的：互联网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而呈算术级数

增长或二次方程式的增长的规则，相信随着互联网向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进行广

泛的渗透和扩张，随着计算机网络节点数的增长，国内互联网的规模和价值会有

更大规模的成长【1 21。

4．2国内互联网的应用现状

如果说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了一个广阔的舞台，那么精彩纷呈的互联网

应用就是一幕幕经典的演出。现有广大网民规模的成倍增长，除了互联网接入成

本的降低，国家政策的指导等关键因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互联网独有

的影响力和创造力牢牢吸引住了广大网民的注意力，成为网民汇聚、交流、创作、

以及资源共享和信息互动的大平台。

目前，主要的互联网应用大致分为：网络媒体、信息检索、网络通讯、网络

社区、网络娱乐、电子商务及网络金融等应用，援引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

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们利用相关的数据对各个领域

的现状加以分析和阐述。

4．2．1网络媒体

2008年 2009年 年变化

弼院规模 嘲阮规梭 增长盈
使用攀 使用奉 增长攀

t万人) f万人) 《冤人)

搜索弓l擎 68．瞩 搬300 733％ 28,134 7墨弭 38．鼢

隧络新闻 79，5％ 23,400 80-1％ 30，769 7．_369 31．5％

图4．4网络新闻用户对比

资料来源： 《中国中小企发展报告2008．2009))



网络媒体由于其良好的互动性，强大的多媒体表现能力，以及』。+阔的互联网

受众等特点，在同传统媒体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以飞快的速度蚕食着报章、电

视、，“播、杂志等传统媒体的市场领地。互联网赋予网络媒体的超儿的传播速度

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使得网络成为当6，J．最为重要的媒介手段，这不但反映在美国

总统奥巴马在选举过程中，如何通过瓦联网媒体的影响力说服和感染到青年一代

成为帮其拉票的主力军，而且同新月异的信息传递手段也迫使政府重新审视互联

网环境下的国家信息安全的保护。从4．4图可以看到，相对2008年的表现，2009

年关注和使用网络新闻的增长率提高了31．5％，围内通过互联网了解新闻的人群

已达到3．07亿，互联网媒体的力量已经足够引起了新闻媒体界的高度关注，相

信在2010年网络媒体会有更加长足的进步。

考察网络新闻在2009年的良好增长，主要源自以下因素：

(1)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的覆盖地域和人群同趋广泛：

(2)网络新闻表达的形式更加丰富，传递信息的渠道更加1多样，是网络新

闻得到持续增长的客观条件。随着于机．【二网、微博等网络技术和应用的发展，互

动式的传播方式吸引了更多网民的青睐和使用。

(3)由于互联网特有的粘性彳i断提高，也直接推升了网络媒体的J“告价值。

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网络新闻媒体也更加投入精力推动网络J。告市场的发展，挖

掘新闻载体的互联网价值。

4．2．2信息检索

霪钙

200S l：

删网民规模
2009 l二

——使用率

图4—5 2008．2009搜索引擎用户对比

资料来源： 《中国中小企发展报告2008．2009))



Google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搜索技术提供商之一，不但满足并实现了大众

对信息的准确定位及获取的需求，而且在推动新的商业模式的革新过程中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Google的出现，推动了搜索引擎功能的推广，以及新的

广告营销模式的产生。互联网变成了信息的海洋，引爆了知识的聚变，现代人缺

的不是信息，而是如何剥离并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实在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搜

索引擎，我们将如何快速获取必要的信息。

搜索引擎不但功能强大，而且明显地降低了个人或团体对于知识获取的成

本，这也是为什么在互联网应用中，搜索引擎的应用可以高达73．3％(如图4．5

所示)使用率的原因之一。搜索引擎有效地解决了信息的供方与需方的供求矛盾，

搭建了信息分享渠道，提高了知识的利用率，挖掘了信息的可利用价值。搜索引

擎成为当前互联网应用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应用。

基于信息搜索的互联网应用中，除了搜索引擎，还有综合其他需求群的功能

应用，例如：找工作、找住房、找餐馆、找酒店、找航班等细分的功能需求在互

联网上都有相对应的服务提供平台，有些是纯粹免费的，也有些是大型机构以电

子商务的形式体现出来。无论如何，正是互联网海量信息的存在及其快速成长的

本质，必然导致信息的查找成为第一需求，这也客观上促进了广大网民对基于搜

索引擎应用的高度依赖。

4．2．3网络通信

没有互联网之前，大家主要通过电话、电报、信件等方式保持联系与沟通，

但是随着互联网接入成本的降低、覆盖全国乃至连接世界的互联网网络的成熟，

越来越多人开始接触和使用更加便宜、更加方面的互联网通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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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2009年 年变砉艺

隧民规模 网醚娩嫒 增长最
佬掰警 使用串 增长譬

《万．夭) (万人) (万人》

卸时运佑 75．3％ 22．400 7a9％ 27，233 4．833 21．6％

拥存蹲咨 54．3％ 16．2∞ 5≯7％ 22140 5舆O 36．7％

燮瓤簿客 35．2％ lo．5010 3≯7％ 14，477 3．977 37．粥‘

论坛刀BBS 30．张 9．1∞ 30．5％ 11．70l 2．601 28．仍‘

社交獬站 45．8％ 17,587

电f部铹： 56．8％ l 6-900 5曩鼢 21，797 龟897 29％

图4—6 2008．2009网络通信用户对比

资料来源： 《中国中小企发展报告2008．2009))

电子邮件是企业级用户的最爱，企业主要通过电子邮件随时同客户、厂家、

供应商保持联系，既是服务的延续，也是保持客户关系的有效手段。随着企业对

互联网模式的重视，现在大量的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设立了拥有自己的域

名的邮箱地址，不但起到了内部或外部之间的良好沟通，而且通过邮箱地址来展

示企业的专业化运作，并及时传递企业的潜移默化的品牌影响力。目前电子邮件

的应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自建邮箱；另外一类是利用免费信箱，通常网

民会随着自己偏爱的互联网应用提供商提供的免费邮箱而与之绑定，如Google

用户会用Gmail，QQ用户会用Qmail，电信用户会用163等等。

如果说电子邮件为网民提供了一种“半在线”的方式保持联系的话，那么即时

通信工具就为网民提供了一种纯粹的“在线”的沟通方式。成为一种维持个人关系

的重要工具。根据个人喜好的不同，应用目的的不同，朋友圈的属性不同，网民

可以选择不同的即时通讯互联网应用，目前在国内，QQ是用户数最多的一个即

时通信软件，当然还有MSN、Yahoo Messenger等。

由于即时通信应用在有些企业内部有“聊闲话”的“不良印象”，所以即时通信

工具在企业内部属于“受控使用”的应用，除非有同外部市场沟通的需要，才开通

这些网上功能，否则，大多像QQ，MSN的工具会被企业内部网的防火墙阻断。

当然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文化，有些公司更加乐意企业的员工可以借助现代化的

沟通工具，建立和促进企业内部沟通的良性循环，加速企业战略和品牌思想的传

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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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6可以看到，尽管用户在2009年的即时通信使用率为70．9％，相对

2008年有所下降，但是相信随着3G时代的来临，这个使用率还会继续上升。

4．2．4网络社区

从4-6图可以反映出网络社区是web2．0时代的最活跃的群体。各个网络社区

应用全面开花。中国网民对论坛、BBS、讨论组、论坛社区等的应用已经超过即

时通讯，成为仅次于电子邮箱的互联网基本应用。社区应用在种类翻新、群体聚

集、社区建设等方面都表现出精彩纷呈的内容：从论坛BBS、校友录、博客(Blog)、

个人空间、SNS交友等新旧社区应用，到社区搜索、社区聚合、社区营销、社区

创业、社区投资等社区经营话题，都是业界关注的热点。

由于网络社区具有传统社区俱乐部、协会、民间组织等形式做不具备的独特

优势，成为互联网应用的一支新军，而且正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借助网络社

区的凝聚力，互联网社区真正体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特点。另外互联网

社区具备以下的特征：

(1)网民容易借助互联网渠道，基于个人兴趣、功能需求、信息共享等要

求形成需求明确、个性相似、特点突出的圈子。

(2)社区用户在一定信任度的基础上，对信息的传播起着“口传心授”的作

用，有利于信息在圈子里的快速传播。

(3)社区用户具有良好的互动性，在论坛公约的基础上，大家自发地建立

和维护着社区的良性沟通和互动，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增强个人的信誉，大家

都愿意作为社区的建设贡献一份力。

社区信息已经成为影响消费者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同时更多社区用户选择

在社区中进行购物，并在社区中进行购前查询和购后分享，使得社区有望成为

开展电子商务的有效平台。目前一些大的厂商也开始关注社区的影响力，持续在

社区平台上展开精准营销和品牌推广的活动。



4．2．5网络娱乐

2008诤 2009年 年变化

蹦民觇援 蹦＆规模 增长骚
使用串 使f}l宰 增长率

≤万人， 《万人) (万人)

嘲络游残 62．8％ 18,700 鼹．9％ 26．454 7．754 41．5％

淄络褪频 67．7％ 20．∞O 626％ 24,044 3．g钳 19．O％

嘲络搿琢 83．7％ 2龟900 83．5％ 32，074 Z174 28，8％

网络文学 42．3％ 16．261

图4．7 2008．2009网络娱乐用户对比

资料来源： 《中国中小企发展报告2008．2009))

从图4．7上我们看到相对2008年，网络音乐和网络视频的使用率在2009年

有所下降，但是网络游戏相反有了正增长，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国内网游市场的

蓬勃发展，另一个方面，由于网络音乐与网络视频缺乏足够的盈利模式，在现有

的市场部署完备之后，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使用率则不升反降。这从图4．8中的

2007—2008网民年龄的结构对比中也可以反映一定的事实。在整体网民的构成中，

1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了总体的大约60％，所以任何互联网应用是否对这个年

龄段的网民产生了吸引力，决定着当前应用的使用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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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2008．2009网民年龄结构对比

资料来源： 《中国中小企发展报告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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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网络游戏的持续增长主要受益于网络游戏产品内容及其形式的推陈出

新：一方面，游戏内容的多样化加大了其向高低两个年龄段用户的扩张。如图

4．10所示，除去60％左右10．29岁年龄段的网民，依然有40％的网民市场有待开

发；另一方面，网页游戏的兴起，使得游戏娱乐的成本更加低廉，无需下载客户

端、操作方便等特性使的玩游戏的时间和环境更加向终端用户靠拢。加之在游戏

网站中加入了SNS元素，使得网络游戏的传播范围更加扩大。这些因素都导致

国内游戏市场始终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

在2008年网络音乐还是是国内网民的第一大应用服务，虽然使用网民比例

从2008年的83．7％下降至2009年的83．5％，但用户数量仍然增长了7174万人。

网络音乐的高普及率源自于其大众化的内容以及使用的便捷性，用户进入门槛较

低，而这些特性也成为了互联网普及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当然关于网络音乐与数

字版权的问题一直都是业界关注和不断平衡的话题。

4．2．6电子商务及网络金融

2008年 猢年 年蔓化

磁既撬楱 瓣＆规蠖 增长嚣
健用攀 使瑙率 增长搴

《万入) 《万A) (万人)

网络购物 24．8％ 7,400 丝1％ 10。800 3,400 45．9％

旅纷预订 5．6％ 1．7∞ Z9％ 3．024 1．324 孔姒
嘲上支付 17．移络 52∞ 24．5％ 9．406 4206 go．9％

髑上锻行 拶．3％ 5．3∞ 筋．5％ 受412 3．612 62．3％

嬲绦炒殷 11．移幺 3．400 l曩8％ 5,678 2273 67．o％

图4-9 2008．2009商务交易类用户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中小企发展报告2008．2009))

互联网是个造就网络英雄的地方，马云～手将中国的电子商务推到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高潮，从此之后，电子商务可以赚钱的信念深深埋在互联网那些广大网

民心中，也为那些互联网的创业者们提供了新的楷模和商机，基于互联网商业模

式的研究和探讨开始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网络购物市场的增长趋势明显。从图

4．9可以看到，目前的网络购物用户人数达到了1．08亿人，年增长率达到45．9％。，

网络购物使用率继续上升，目前已经达到28．1％．据CNNIC检测，2009年国内互

联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500亿，较2008年翻番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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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购物的发展除了客观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大量企业开始重视互

联网资源，将网络作为便捷的营销平台，成为企业脱困的捷径。2009企业自建

B2C的平台数量增加迅速，网络商品的品种与供应量都有了大幅提升，国内的大

商家像苏宁电器、京东商城等都不同程度地完善了各自的电子商务平台。另外，

国内完善的物流配送系统和服务，为网络购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商

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的坚定后盾。物流体系的建设直接缩短了配送、发货的时间，

为商家和消费者赢得了时间，做到足不出户就可以快速的完成交易过程。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网购观念的普及，网络购物已经不是什么新

鲜事物，它已成为网民消费生活的习惯。据CNNIC检测，2009年中国网络购物

市场交易规模达到了2500亿，较2008年翻番增长。从图4．9可以看到，在电子

商务相关的领域，如旅游预订、网上支付、网上银行、和网络炒股都获得了非常

显著的增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支付环境的规范、民众生活水平的总体提

高、无线互联网生态环境的完善，会涌现出更加种类繁多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应用。

4．3互联网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已经将传统的以人流、物流为流动主体的“车马”社会，

转变成以信息流、比特流、和知识流为主体的“网络”社会。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多

样化，信息沟通的渠道与方式变得更加广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网络的技术

拉近到了想象不到的距离，网络的效用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推动了整个经

济结构和商业模式的转变，一个与传统迥然不同的信息社会正在形成。

时间与空间是两个复杂的概念，许多科学家和物理学家穷其一生在追本溯

源，试图探索时间和空间的奥秘。本文不打算在这两个高深的概念上挖掘其本身

的渊源，仅仅试图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狭义地探讨互联网环境和技术对企业商

业环境和广大网民的生活环境带来的改变及影响。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对时间的理解和考量。我们从以下一些具体的方

面观察时间是如何被互联网“瘦身”的：

(1)任何时间都可以方便地建立沟通的渠道。互联网就是一个资源的网络、

关系的网络、自我表现的网络、更是一个交流互动的网络。只要有网络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建立沟通和交流的地方。环境的约束力已经在互联网面前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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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效用。在企业里，传统的沟通可能因为物理条件的限制，只能在固定的场所并

以固定的模式展开。但在互联网环境下，我们可以邀请尽可能多的人员参与共同

话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同时在线或是离线的状态下互动，沟通可以是单向的、双

向的、甚至是多向的。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可以建立各种灵活的方式，借助各种

有效的多媒体工具或技术，建立更加高效的沟通。有些企业采用的360度沟通和

评估的管理办法，就是借助了互联网技术和环境，才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全方

位沟通和反馈，获取更为准确和有效的决策。

(2)发现和结交新朋友的时间被缩短。现代社会发展的快节奏，生活的压

力剥夺了现代人结识和结交新朋友的时间，关系维护的成本太高，直接导致大家

为了生活而奔波，朋友的概念被悄然淡化!但是互联网的出现，网络技术的出现

大大改变了这种状态，互联网上不同的社群成为凝聚主题、结交朋友的好去处。

论坛、博客、社交网络、网络游戏、即时通信工具为互联网用户搭建了非常完善

的平台，吸引和聚集着趣味相投的人群。现在交朋友不用刻意而为之，无须为了

保持朋友关系而去饮酒作乐。只要登上网络，朋友就在指尖被挖掘。一个短信、

一个笑脸、一个连线的游戏都会传达心中的关爱。

(3)发现和利用特定信息的时间缩短。当我们遇到问题，我们会找老师、

问长辈、查图书，但是互联网就是一个知识的海洋，而搜索引擎的出现为大家提

供了非常有效的工具，完成知识的共享和传递，无论是找答案，还是找专家，网

络都可以给你一个较之传统更加精确的答案。社区里有许多“草根级”的专家，虽

然素未谋面，但是公开、分享的互联网精神将大家联系在一起互通有无、取长补

短。发现和利用特定信息将不在是教授、专家或者某一个阶层的专利，提供信息、

授业解惑成为互联网无名英雄的平常之举。

(4)信息传播与价值转换的过程被极大地加速。较之传统的信息传播，无

非是印刷物、电视、广播、电影、书籍等方式。但是同互联网相比，无论是传播

的速度、渠道、内容的提供者、参与者、受益者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覆盖和影响。

互联网是一个完美平台，鼓励和发挥了每个人的创作才能，无论是专家学者、教

授名家、还是草根阶层，都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畅所欲言，发表个人见解与看法。

于是数不尽的主题，观点、热议，上到国家政策、金融危机，d,N家庭琐事，寻

人启事，互联网“长尾”被淋漓精致的挖掘出来lJ川。无限的创造力加上“病毒”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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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信息就像长了翅膀，在互联网的天空尽情翱翔。绯闻、明星、犀利哥；奥

运、世博、玉树情；无一没有互联网的身影。互联网就是媒介，互联网就是力量。

(5)较短的时间完成购物消费的过程。每当节假日，商店旱的人头攒动、

摩肩接踵是不是让每个人都感触深刻!一个购物过程没有一到三个小时是解决不

了的，但是电子商务的出现、网上购物的盛行、电子支付的支持、完善的物流配

送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购物过程和体验，现在鼠标是我们的眼睛和手，信用卡是我

们的钱包，屏幕就是我们的商店，我们可以尽情在点击之间，在家中、在办公室、

在咖啡馆、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完成我们的整个购物。我们无须挤公交、搭地铁、

无须排队、交钱、打包!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消费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6)利用和创造信息附加价值的时间被缩短。信息的传递是互联网的基本

功能，而挖掘和利用信息背后的附加价值才真正起到服务大众的作用。由于互联

网上信息的多、乱、杂，无价值和有价值的信息同样多，透过表层，系统化、规

模化、准确地形成信息服务体系，才可以起到快速、准确、有效地利用信息的目

的。国内许多企业和机构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专业的表现，无论从细分市场，

还是垂直的整合市场，都建立了系统的、聚焦的信息源，帮助互联网网民利用这

些系统化的信息提高生活的质量，如去旅游，我们会预订房间、订机票、规划旅

游线路、寻找美食和名胜景区等等，我们皆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正确的指导，而

且往往在一个网站或服务提供商那里就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这就是信息附加价

值的体现，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同时，帮助我们最大化了个人的时间价值。

互联网同样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空间的认识。“世界是平的”、“地球村”等

概念都反映了互联网在空间层面带来的影响，空间的维度和广度被互联网再次拓

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体验一下，互联网及其技术对空间概念

的挑战：

(1)互联网环境的全球性。没有哪种方式可以向互联网一样能够如此紧密

地将全球资源、信息、人员、和产业等联系起来，并且依然高效、便捷、可靠。

如果说铁路和公路缩短了陆路交通的时间，飞机缩短了空中交通的时间，那么互

联网就彻底摆脱了地理条件的限制，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层面建立了全新的高

效连通渠道。在加速信息交流、改善人际关系、开拓市场空间等方面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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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联网拓展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传统上，我们会用距离、长

度、广度等概念去衡量空间的存在，但是互联网下的空间并不可以用这些概念准

确地加以度量，不是因为互联网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而是互联网包含

的内容更加复杂、更加带有自身的独特性，仅仅用长度和距离不可以如实表达互

联网的基本特征。由于我们视线的局限性、物理空间的局限性，导致我们大多时

间只考虑和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事务、以及资源，但是互联网将许多我

们看不见的需求、资源、机会等都一一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也就是

“长尾效应”中所传达的-‘‘看不见的长尾”在互联网时代同样重要!

(3)基于互联网资源的“无限制”想象力【J引。互联网将我们既带入了一个充

满想象的世界，也给了一个触摸和感受这个世界的平台。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网民

数不清、想得到的的产品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信息的极大丰富已经远远超出

了个人的需求!真实的人际关系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被数字化!数字化的虚拟

产品可以换来真金白银!可以和远在天边的网民聊天!可以将某偏僻小地的新闻

在鼠标的点击之问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可以和领导人、明星、偶像进行对话!可

以从人山人海中‘‘人肉搜索”到某个感兴趣的人物!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不

可思议。

(4)企业竞争环境从全球的物理环境向互联网”虚拟“环境延伸。基于互联

网的“虚拟”产品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产品”的概念。互联网世界仿佛将人带到了一

个大一统的空间，无形的、有形的产品和服务，有意的、无意的信息提供，让我

们从一个付费的世界转向一个免费的空间。互联网技术帮助我们突破了传统的地

理位置限制，通过信息流、比特流将物流、人流、资金流、需求流、产品流紧紧

地串接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生存环境。传统的生产制造业逐渐向知识经济转型，

国内产业结构创新的呼声此起彼伏，这离不开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的强大冲击，

离不开互联网时代前行脚步的震动。

(5)更多基于个体的定制服务空间被极大地挖掘和开发Il洲。如果说互联网

创建了全球的竞争环境，是互联网高端影响一种表现，那么互联网技术与环境从

各个层面渗入个体生活及产业创新领域，并且产生了颠覆20／80效应的互联网“长

尾效应”，就完全表现除了互联网向“更加微小、细分市场”的渗透与关注，体现

其广阔空间个体有效性的低端影响。在传统模式下，由于地理空间的限制、资金

投入的限制、市场竞争的限制、可调配资源的限制、和信息不对称的限制导致的



被忽略和放弃的市场、小众、小利等草根层面的空间，现在被互联网有效的放大

了，并且有效地挖掘和满足了这些长尾级别需求，令到需求空间被极大的凸显出

来，随之而来的商业机会、商业模式、服务体系及思想因其而动，创造着互联网

的奇迹与价值。点对点的、针对个人的服务变成现实，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突破

了传统的观念，成为企业关注的对象。草根阶层也可以成为互联网市场的主题，

而不再是那群被忽略的部落。

(6)基于互联网模式的新媒体形式的涌现(网络视频、电视、广告等)【loJ，

以及基于互联网营销渠道的创新，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宽泛的选择，更加精准的渠

道，在线下营销模式的基础上，利用新的互联网手段，积极开拓线上营销模式的

开发和利用II¨。这不是在追求时髦，而是现实互联网资源体现出来的独特优越

性。在传统模式中较难实现的双向交流、定点营销、“试销”、调研等营销模式，

通过互联网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等高互动性的互联网环境得以实现，并取得良好

的效果。

互联网对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不但深深地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而且正逐步渗

透到各个行业，对于中小企业如何理解和利用互联网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在下节

总结互联网的六大内在优势，并以此为起点深入分析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成

本、运营模式、和运营效率是如何受到互联网环境与技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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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运营影响的

实证分析

5．1互联网的内在特性概括

从实验室的军用项目中走出来的互联网，在诞生之初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会

对整个人类的交流，生产力，乃至社会文明的转变等方面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

互联网的出现与成熟，推动了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在为传统的制造型企

业带来极大冲击的同时，也为传统行业的制造型经济模式，带来了改良和创新的

动力及方法。现代人的生活同互联网已经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交通购物、新

闻信息、旅游出行、交朋识友、科研互动等等新的生活方式、交流模式，皆都基

于互联网这个大平台成为现实。如果电话的出现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离

散、更加快速的话，互联网的出现则将人与人的交流变得更加多样化，将人的视、

听的感觉以更加及时、更加逼真的方式传递给对方。QQ、博客、论坛等互联网

方式给了大众更加多样的表达方式及渠道，信息的传播和聚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产生和汇聚，信息的功能与价值特性被互联网表现得淋漓尽致，随之，信息向

知识转化，知识向价值转化的进程就在不断冲击传统的过程中，推动着知识经济

列车的前行。

互联网的影响已经遍布到各行各业，平常百姓人家乃至国家战略。针对本次

论文关注的主题，此处将从中小企业运营管理的角度，分析和总结互联网的内部

驱动因素，进而在帮助企业运营管理方面挖掘一些新的思路及观点。通常，制造

型行业的中小企业运营离不开几大运作单元：财务管控、产品设计及生产、市场

推广及销售、人力资源储备。各个单元既独立又相互配合，既是推动也是约束的

关系，任何环节产生的问题，都会导致企业综合运营效果同目标之间的差距。各

个单元的目标、效率、盈利能力、业务支持能力都会对价值链带来不同的贡献，

从而帮助企业达到战略目标，实现企业的战略地位。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各个

运营单元在互联网环境下，都面临着如何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和规律，达到改善运

营环境、提高运营效率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企业首先需要了解互联网的优势，



互联网可以带来什么与传统方式不同的生产力。在互联网时代，快速流动的海量

信息，瞬息万变的商机，资源的稀缺性都导致企业的决策愈发倾向于快速、准确、

及时，任何忽视信息价值，忽视变化的企业都会在竞争中陷于不利之地。

基于企业运营的基本构成要素：资源、产品或服务、生产、市场，考察构成

要素所受互联网的影响，通过对大量分析数据以及案例的分析【18。1 91，并结合当

前成功商业模式的比较及分析，本文总结了互联网的六大特性及优势，其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成本

(1) 多种网络营销模式使得低成本选择成为可能

(2) 诱导用户互动时，尽量降低参与成本

(3) 网络营销上投入的成本与传统的广告价格落差非常大

(4) 利用网络免费资源降低总体投入成本

(5) 利用互联网技术降低管理成本

(6) 互联网边际成本趋于零的特性

第二：资源性

(1) 无偿的信息资源

(2) 免费的软件应用和系统平台(IM、博客、论坛、电子邮件等)

(3) 知识、技术、方法、理念等的全球性流通

(4) 通过信息资源创造附加价值(如数据挖掘)

(5) 利用信息技术网络

(6) 利用人际社会关系网络

(7) 利用数据流带动信息流、物流、现金流、知识流

第三：互动性

(1) 增强组织内部的互动与沟通

(2) 密切客户与企业的关系

(3) 以客户为中心的双向交流与服务递交

(4) 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匹配与调整

(5) 网上营销与网下营销的匹配

第四：精确性

(1) 网络营销能够帮助企业比较精准的找到潜在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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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调研的覆盖／准确度

(3) 广告的精准投放

(4) 服务(物流)的精准提交

(5) 质量和效率的精准评估

(6) 一对一的定制化服务的可行性

第五：时效性

(1) 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

(2) 服务的提供速度

(3) 产品设计与上线速度

(4) 生产和交付速度

(5) 市场策略的应对速度

(6) 突发事件的传播速度

(7) 公关危机的处理速度

(8) 个人隐私与安全防范

第六：渠道性

(1) 信息分享与传递渠道

(2) 社交渠道

(3) 电子商务渠道(B2C，B2B)

(4) 全球贸易渠道

(5) 全球化组织的通讯渠道

(6) 网络营销渠道

(7) 品牌影响渠道

(8) 人力资源获取渠道

互联网的六大特性或多或少反映了其对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见前文)，但是

更加细化了其在中小企业的运营方面带来的深刻影响。本文将从互联网的特性：

低成本、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时效性、渠道性六个维度，结合企业运营的

基本构成单：元人力资源、财务控制、产品设计生产、销售与推广，从企业运营

管理：运营成本、运营模式、运营效率三个方面，展开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

运营的影响分析。从而帮助中小企业在了解互联网的同时，有效结合相应的互联

网方法及手段改善现有企业的整体运营。



5．2互联网对企业运营影响的回归分析模型

本文将采用问卷调查、案例分析、交流访谈的方式获取论文主题关注的数据，

进而在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15对所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进而验证和总结互

联网如何在低成本、资源性、互动性、精准性、时效性、渠道性六个维度影响着

中下企业初创期运营的运营成本、运营模式、及运营效率。

5．2．1回归分析的考量指标

表5-1考量指标(互联网衡量指标)

l 营销模式的低成本

2 免费资源
1 成本性 C0st

3 运营管理的低成本

4 边际成本近似“零”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5 信息资源的获取

6 免费互联网资源

2 资源性 7 互联网信息技术 Resource

8 互联网社会关系网络

9 互联网社区群落

10 企业内部沟通

互
3 互动性

11 网上营销与网下营销的匹配
Interaction

联 12 客户为中心的双向交流与服务递交
网 影 13 特定用户群的定位及互动
环 响

境 维
14 市场调研的准确度

与 度 4 精准性
15 潜在客户的精准定位

Precision

技 16 广告的精准投放

术 17 一对一的定制化服务

18 市场响应速度

19 服务的提供速度

5 时效性 20 产品设计与上线速度 Efficiency

2l 市场竞争策略的应对速度

22 品牌危机的处理速度

23 全球贸易渠道

24 网络营销渠道

6 渠道性 25 人力资源获取渠道 Channel

26 品牌影响渠道

27 创新的商业(供应链)模式

本次论文的问卷设计、数据归类及汇集、影响分析皆基于以下的回归分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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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标展开。互联网对企业运营影响，主要从：外界影响(互联网)，影响受体

(中小企业)，影响内容(企业运营)三个方面展开【20-2¨：

第一：外界环境影响(互联网的内在特性及优势)：

主要考量互联网的内在特性，以及同传统行业相比较其所体现的优势。分析

互联网是从哪几个方面影响到中小企业运营的，以及如何影响的。如表5．1所示，

本文互联网对中小企业运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维度。

(1)低成本。采用互联网技术，或是利用互联网环境推动现有企业管理或

运作的的成本考量。在企业运营管理过程中可能体现在销售成本的降低，或是由

于规模经济性带来的，基于边际成本近似于“零”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无限扩张的

可能性。

(2)资源性。互联网是信息的海洋。互联网技术是可以产生附加值的有效

资源。知识经济更加注重知识向价值的转换过程，更加注重信息的加工、提炼、

和挖掘。基于现有市场信息发现和利用市场发展的趋势，是现代企业利用和挖掘

信息价值的直接体现。互联网作为信息资源、社会网络资源、技术传播资源的载

体，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可忽视的可再生资源。

(3)互动性。互联网时代，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最为直接和明显

的改变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信息之间、政府与群众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国

内与国际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变得更加便捷、快速，这完全是互联网技术以及互联

网络成熟的标志和效果。互联网为公众呈现了更加丰富和多样的表现媒介、手段

和方式。

(4)精确性。同传统制造业经济相比，有人将互联网经济比喻为就是O和

1的数字经济。这不但体现在信息的数字化方面，也体现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决策、

评估、改善等活动的数字化，许多企业开始用数据说话，许多定性的评估、需要

大量人员参与的活动、需要精确反馈服务效果和质量的活动、市场调研、潜在客

户定位、广告投放等大量活动，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精确。

(5)时效性。互联网不但加速了信息的流动，而且对企业在新的竞争条件

下的快速应变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市场是全球性的市场，产品的生命周

期明显缩短，没有长期的竞争优势等，苛刻的竞争条件逼迫企业重新定位和考虑

时间、效率、投入与产出、以及战略的有效性等问题。



(6)渠道性。渠道为王，每个企业都知道渠道的重要性，而互联网的出现

为传统的渠道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容。“线上”和“线下”的概念就是随着互联网的

出现而出现的。

第二：影响受体(处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

主要考量中下企业在初创期的运营过程中，哪些运营单元或要素受到互联网

的影响。为了深入考察当前互联网环境及技术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弘剧，如表5．2

所示，本文拟从企业运营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及沟通管理、产品设计研发、市

场营销、客户关系管理、及资金成本管理六个方面，对互联网环境及技术带来的

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给予现状调查及分析。基于互联网的六个影响维度，每个维

度对企业运营单元的影响深度与广度也不尽相同，通过对运作单元的影响分析，

进而总结出互联网对企业运营的总体影响。

表5-2考量指标(企业运营单元)

职能单元 简称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

组织结构及信息传递 组织沟通

产品设计、研发、市场投放 产品研发

市场调研、营销及广告公关 市场营销

客户关系及服务管理 客户关系

资金、成本控制 资金成本

(1)人力资源。包含企业中同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内容：招聘、面试、测

试、选择、指导、培训、提高、关怀、评估、奖赏、惩罚、提升、调动、降级、

解聘及劳动关系管理。

(2)组织沟通。包含企业中同组织机构管理相关的内容：组织结构与设计、

工作设计、团队管理、组织沟通、领导与信任等

(3)产品研发。包含企业中同产品或服务设计相关的内容：产品设计、研

发、测试量产、市场投放、质量监控等

(4)市场营销。包含企业中同市场营销相关的内容：市场调研、商品或服

务营销相关数据的系统化搜集、整体营销方案的设计及实施、广告公关等

(5)客户关系。包含企业中同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的内容：客户关系及服务

管理、潜在客户挖掘、服务响应的标准及实施、服务响应的方式及便捷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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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金成本。包含企业中同资金控制有关的内容：资金、成本控制、ROI、

成本分析等。

第三：影响内容(企业运营)：

主要考量互联网对企业运营过程中的总体影响，由于考量企业运营的维度和

内容可以比较宽泛，可以从盈利能力、客户满意度、市场竞争力等多个方面加以

评估，但鉴于调研数据获取的针对性以及容易程度，本文最终选取了如表5．3所

示的运营成本、运营模式、和运营效率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表5．3考量指标(企业运营关注指标)

成本(费用)％ 运营模式 效率

1 人力资源管理

2 组织结构及信息传递 企

3 产品设计、研发、市场投放 业

4 市场调研、营销及广告公关 还

5 客户关系及服务管理 营

6 资金、成本控制

(1)企业运营成本，是指在上述各个业务运作单元中可能导致的总体运作

成本，它可能包括人力成本、产品研发成本、营销成本、广告成本、客户关系维

持成本、财务管理成本等

(2)企业运营模式，是指影响企业盈利模式的商业模式，以及为实现总体

战略目标而设计的多个功能单元的协作模式，这也会涉及到企业内部运作，及同

企业外部的合作方面的流程、及供应链的管理

(3)企业运营效率，是指企业运营过程中现实绩效同目标绩效之间的评估

指标。效率既可以从时间维度，也可以从投入产出比、或者从改善效果等方面加

以评估。

5．2．2回归分析及问卷调查的基本框架

在界定了考量对象和调研范围基础上，为了获取足够的调研数据，本论文设

计了问卷调查的基本框架，后期的回归分析和数据收集及整理将基于这个框架完

成。

如表5．4所示，回归分析和问卷调查的基本框架将整合外界环境影响、影响

受体、影响内容，并从三个维度对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影响展开调研



和回归分析。按照设计框架，如果要详细考察和获取足够的信息，将遍及外界环

境影响(6个维度)，影响受体(6个维度)，和影响内容(3个维度)的15个

维度，6*6*3(105)个考察点，这对于问卷的设计及数据收集带来非常大的难度，

甚至难于获取足够的采样问卷，所以本次论文在问卷设计的过程中，对问卷的问

题进行了适度的压缩及抽取。

表5．4回归分析及问卷调查的基本框架

企业运营面嚣丽
运营成本 运箭模式 运营效率 l 2 3 4 5 6

是否在企业运营
基丁互联蜘环

的六个方面降低
境与技术的低 基于互联网环境

l 成本性 了现行的成本
成本特件是否 和技术的低成本

是否利用了互联
影响或带来了 特性是否有助于

企业运营模式 效率的提升
网的规模经济性

的提升或转变

是否利用互联网
是否利用互联 互联纠资源是否

2 资源性 资源降低运营成
刚资源调整或 帮助企业提高的

改善现行的运 运作、管理或服
本

营模式 务效率

企业是否利用了 互联网的互动 组 客

3 互动性
互联网的互动性 性是否带来了

互联嘲的互动性

自 降低了沟通的成 现有运作模式
是否提高了企业 人

织 声 市 户 资

运营的整体效率 力
结 品 场 关 金

变 本 的改善 构 设 调 系 、

资
与 计 研 及 成量

现有的运作模 源
选 企业是否在同样 企业在更加准确 信 与 与 服 本

的成本投入下获
式是否在互联

的决策指导下， 管
息 研 营 务 控项 4 精准度 网环境下获得 理取了更加精准的 运营的效率是否 传 发 销 管 制

运营效果
了更加准确的

得到了提高 递 理
执行

企业是否足够霞
现行运作模式

视，并利用了互联
中，是否考虑 互联网快速传播

5 时效性 网快速传播的特
了互联嘲快速 的能力是否直接

性，从而提高企业
传播的特性对 或问接地促进了

企业运营带来 企业运营的效率
的自身价值

的良性效果

基丁二互联网建立

的物流、资金流、 基于互联网的 基于互联网建立

信息流、沟通流等 渠道是否迫使 的渠道是否明显
6 渠道性

渠道是否降低了 传统运营模式 的提高了运营的

传统运作模式的 的改变 效率

成本

基于以上的基本框架，总结企业运营的影响范畴及变化区间如表5．5所示，

针对互联网对企业运营的人力资源、组织沟通、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关系、



和资金成本的影响，划分影响程度为10个范围，从无影响，到高达90％的影响，

90％的影响程度意味着互联网较为彻底地改变了企业原有的运用模式及效率。

表5．5企业运营的影响范畴及变化区间

企业运营的影响(考察)范畴及变化区间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下 高于 高于 高丁． 高于
分数

化 O％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在回归分析的过程中，将进行影响幅度的数值转换，如表5-6所示，采用O．10

的分值对应，将从百分数转换成整数，有利于回归分析的数量分析。

表5-6影响的分值转换

受影响程度 0．10分制

没有任何影响 O

介于0～9％的变化 l

介于10～19％的变化 2

介于20～29％的变化 3

或变化，或受影响，
介于30～39％的变化 4

介于40～49％的变化 5
或调整的总体幅度

介于50～59％的变化 6

介于60～69％的变化 7

介于70～79％的变化 8

介于80～89％的变化 9

介于90～99％的变化 10

通过对采样数据的整合，论文最终将互联网对企业运营的影响聚焦在运营成

本、运营模式和运营效率三个维度，同互联网属性成本、资源性、互动性、精准

度、时效性和渠道性六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上，如图5．1所示，此处自变量将作为

回归分析模式的验证，以及抽样调查问卷的设计之用，同时更为直接地反映了影

响因素同影响结果之间的关系。



图5．1 回归分析的关系变量

论文的回归分析将按照如图5．2所示，通过二元变量线性模型和多元变量线

性模型对采样数据进行分析。二元变量线性模型旨在发现和验证互联网内在属性

对运营三要素两两影响的趋势及拟合程度。多元变量线性模型旨在发现和验证互

联网六个维度的属性对企业运营过程中的运营模式、运营效率、运营成本的综合

影响趋势以及数据的拟合程度【231。

溯揪黪懒誊)缪缪缫缀燃缈缀燃辫嬲缀缪缀缪甥缫霪渺蟛缪缪缪缪缳绷
1 运营成本=％4-B：成本+B2资源性+B3互动性+B4精准度+B5时效性+B6渠道性

2 运营模式=％4-B：成本4-132资源性+83互动性+B4精准度+B5时效性4-B6渠道性

3 运营效率=％4-B；成本4-B2资源性+B3互动性+日4精准度+B5时效性+B辣道性

缪酾魏摧甏缵搜兹嗍獭戮戮缪戮缪缆缓鬻戮嬲鬻缀戮黝辫嬲鬻鬻瀚锈鬻黝鬻嬲嘲
运营成本：6。4-B：成本 7运营模式：艮4-B：成本 13运营效率=％4-B：成本

运营成本=％4-B：资源怕 8运营模式=％4-B：资源性 14运营效率=％4-B：资源性

运营成本=％4-B：互动怊 9运营模式=％4-B：互动性 15运营效率=％4-B。互动性

运营成本=％+日：精准癌 lo运营模式：％4-B二精准度 16运营效率=％4-B：精准度

运营成本=％4-B：时效怕 ll运营模式=艮4-B：时效性 17运营效率m--"％4-B：时效性

运营成本：％4-B：渠道性 12运营模式：龟4-B：渠道性 18运营效率：％+B：渠道性

图5．2回归分析的线性模型

5．2．3回归分析的结果构成

在回归分析的结果中会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散点图。通过散点图试图发现采样数据中的线性关系。进而通过回归

分析发现和验证回归分析模型，以及相应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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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归分析模型概要。该表中列出了模型的相关系数(R)、相关系数

的平方(R Square)、调整的相关系数的平方(Adjusted R Square)、估计的标

准误差(Std．Error ofEstimate)、对R的检验结果。

(3)方差分析表。该表中会列出回归项(Regression)、残差项(Residual)

的平方和(Sum ofSquares)、自由度(df)、均方和(Mean Square)、F值(F)、

和显著性概率(Sig．)。当显著性概率小于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回归系数

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

(4)回归系数分析表。该表中列出了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和常数项、标准误差(Std Error)、标准化回归系

数(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Beta值、t值、显著性水平(Sig．)。

5．3互联网对运营成本影响的回归分析

根据上文的分析，互联网对运营成本的影响，将考察互联网的六个维度：成

本性、资源性、互动性、精准性、时效性、和渠道性同运营成本的二元及多元关

系，通过采样数据在线性回归分析中变现出的相关性，反映互联网对运营成本的

影响。

5．3．1互联网的成本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现有互联网环境在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引，如借助多

种网络营销模式降低传统营销的广告推广投入；通过互联网扩大用户互动的规

模，控制参与成本的投入；采用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在既有的资产模式下扩大

电子商品的挖掘，以及电子商务市场的占领；这些借助互联网技术和环境的方法

都可以帮助企业降低企业运营的运营成本。

企业欲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必须满足几个应用条件：一是国内的互联网环境

较为成熟，具备较为完善的基础网络架构、可依赖的实施的管理法规、不断完善

的应用环境、以及足够的互联网受众；二是企业具有应用互联网的意识，以及推

动互联网应用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三是企业领导者对互联网市场的重视，和对互

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的感知。只有在此基础上，企业才可以真正了解、利用和挖

掘互联网的价值。从前文对互联网现状的论述可知，国内目前就接入互联网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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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连接条件、运营商的配套服务、以及固定的租用支出都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可

控范围，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接入互联网，建立企业的web服

务器，搭建企业的信息应用平台，建立同世界的无线沟通。互联网真正体现了技

术就是生产力的魔力，基于互联网，基于信息技术，世界上涌现了许多出类拔萃、

迅速壮大的公司，像互联网行业的思科、当当、百度，还有零售行业的沃尔玛、

亚马逊。当然最初的投资成本低，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应用是个低投入的领域，恰

恰相反的是，互联网真正发挥它强大的创造力必须要在人才、系统、工具、技术、

理念、流程等方面不断投入和改善，需要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这也是中小企业

面临的一个问题。从下面的采样数据分析中也可以反映出这样的结论。

互联网的低成本对运营成本的影响从图5．3中可以看到一定的相关性，虽然

隐约看到一条正向的直线，但是并不足够得标准和干净。散点图中有许多点漂移

表现出了非线性关系。

成奉

图5．3散点图(成本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如图5．4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5％，拒绝原假设，

即认为回归系数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成本=成本(互联网)事3．464+47．958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49．8％，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低成本特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中的49．8％能被

互联网成本性和企业运营成本影响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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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竹l：0conlt·ntX成本

Aim小
SⅧl of

Model S olutes df _e-n Square P Si￡

1 Re矿essiOn 101532 48 l 101532．476 50．t96 卅
Resi缸．1 102546．05 51 2010．TOT

Total 21D4078．53 52

‘Predictors：(conshnt)．成本

b．Depen&mt yuilble：运曹成本

Cseffi clo entsm

unsttndardi zed Stndardi zed

Coeffi ei ent$ Coeffi ei ents

mod,1 B Std ErrOr Bet- t Si￡．

l (const_mt) 47．958 1l 634 4．122 0∞

成本 3．454 ．啪 ．T05 7．106 ．∞0

·．Dependent y口i able：运营成本

图5．4回归分析(成本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从线性回归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互联网的低成本特性并没有给企业的运营

成本的变化带来突破性的影响，或是对企业的运营成本有一个有效降低的效果。

分析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互联网的低接入成本提升了企业使用互联网的机会，但是不能给企业

带来直接的成本降低的效果。

(2)想要通过利用互联网的免费资源、海量资讯、网上商机等优势，达到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目的，企业必须具备了解这些行业知识的技术人才，但是人

才本身就意味着成本，如果企业的模式和运作本身缺乏一定的规模性，人才成本

的消耗短期内表现出成本增加的反向效果。

(3)信息部门在许多中小企业始终是成本中心，而非营利中，L,[25】，所以本

身就是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一个源头。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低成本特性对于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的降低缺乏直接，

有效的影响。

5．3．2互联网的资源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成为传统沟通方式的替代品或互补品，但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生的资源，创造出的信息资源以及对传统行业的改变是非常深



远而难以磨灭的。互联网可以为我们提供渠道、信息、问题的解决方案、互动的

知识、商业信息、招聘广告、致富商机、财富论坛等等层出不穷的信息资源，我

们在哀叹自己的学习力是如此的弱小时，不得不惊叹于信息给我们带来的神奇魔

力【2钮71。

现代企业的领导者除了关注人力、设备、市场、产品、技术等传统资源的同

时，应该逐渐重视和利用互联网资源带来的创造力，以及在运营成本方面来到的

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力。企业在利用资源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资源的获取成本、

价值增值或转化的成本、以及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在互联网时代，企业获取和利

用免费的互联网资源、互联网社会关系网络、博客、论坛、邮件等方式的成本相

对较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降低企业运营总体成本的目的。在对中小企

业初创期的调研过程中，仅从调研数据的散点图，如图5—5所示，互联网的资源

性同运营成本之间呈现了一定的相关性。从正相关的假定下，企业如果利用互联

网资源足够有效的情况下，对运营成本的影响程度也越高。

链鞭性

图5．5散点图(资源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在回归分析过程中，如图5-6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

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回归系数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

资源性同运营成本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成本=资源性宰4．481+3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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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63．6％，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资源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中的63．6％能被互联

网资源性和企业运营成本影响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在现代企业的运营管理过程中，企业信息化过程就是帮助企业建立标准化、

电子化、流程化的过程，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互联

网技术与环境不仅仅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而存在，而是在决定企业生存的商业大战

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互联网就在我们身边，企业从互联网中挖掘的价值

同企业关注和利用互联网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看不到互联网的价值，看不出互

联网资源性的企业自然就缺乏对互联网的正确认识。中小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若

想借助互联网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需要留意以下两点：

(1)正视互联网的存在，承认互联网的资源性及其内在价值。

(2)结合企业的现状，积极尝试和利用互联网上存在的各种低价钱、低投

入、高产出的知识资源、模式资源、和渠道资源。

综合实际调研和回归分析结果，互联网的资源性，同其他特性有着直接的关

联性，资源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缺乏直接的影响，而且单独的影响力较弱。

·．Predictors’啦oMt¨t)．资源性

咕髓’一

Su of

|odLl SmeLt,S df _●●n SquLr‘ r Slz．

1 Re霉-essiOn 129觎M T2 l 129894 7lT 69．卸O ．000I

X●siduel 74I∞8ll 5l 14s4 5皓

Tort]． 2040T8 53 52

‘Pr·di ctors：日％nst-nt)，资源性

I．D+pesuInt Vsritbll·：运营成本

Coefficie-tsn

Unsttndsrdiz*d St^nd”dlzed
Coeffi Ci ents Coeffi clents

Iodtl B l Std Error Bet‘ t Si￡

1 忙onstznt) 3I．1T7 l 10 585 2．钒5 ．∞5

资凛『生 4 48l J ．474 ．7铂 9．450 ．∞0

‘D印nant ylrilld．e：运夸成本

图5-6回归分析(资源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5．3．3互联网的互动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互联网的互动性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是否有通过互联网环境及技

术，改善企业内部的有效沟通；内部与外部环境的沟通；或者开展了以客户为核

心的双向交流和整体服务体系的改善。而互联网的互动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直接

体现在是否降低了沟通的成本。

’．￡萌住

图5．7散点图(互动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通过调研数据，如图5．7所示，散点图中互动性与互动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时间呈现了一定的线性关系。意味着互联网的互动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呈现了一

定的相关性。再由图5—8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5％，拒

绝原假设，即认为回归系数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

方程为：

运营成本=互动性·3．646+43．335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64．6％，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互动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中的64．6％能被互联

网互动性和企业运营成本影响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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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Pr*dictors：(COnltent),互动性

▲■o时
Su_of

model S olutes df _en S¨"e F Si￡

1 Re曩'essxOn 13lT60 29 1 131760 2∞ 92．920 ．∞01

ResidⅡal 72318 239 5l 1416 005

TotLl 2040T8，53 髭

l Fredi ctotI：CoMt-nt)．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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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tLndgrdized St“ndxrdi：ed

Coeffi ciClOtS Coefficients

|odol B Std Error B●t- t Sif．

i (con=tent) 43．445 9 313 4．铂5 ∞0

互动性 3．646 378 ．∞4 9．B39 ．∞0

‘])epexIdent yⅡi“1e：运营成本

图5-8回归分析(互动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在调研过程中，互联网互动性的具体表现在有些企业有效地利用及时通信工

具、网上电话、网上视频、和网上会议等互联网技术有效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在差旅、长途通信、远程沟通及项目执行等方面有效地控制了费用。结合上述的

回归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的互动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有着直接的效果。

互联网的互动性对运营模式、运营效率的同样有着直接的影响。这将在后续

章节中表述。

5．3．4互联网的精确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互联网的精确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是否在同样的成本投入下获取了更加精准的运营效果

(2)是否会对企业运作单元的运作成本来带影响(如销售或者财务管理)

(3)互联网的精确性来带的一对一的定制化服务。在传统行业中，想要根

据客户的多样性需求而提供相应的定制化服务，是一件非常复杂且成本很高的事

情。这涉及到企业对产品的市场调研、设计加工、高效配送和市场投放，以及及

时的售后服务等很多环节，想把整个产品周期以及服务周期的投入成本进行有效

的控制是一项艰难的挑战，甚至是不太可能完成的目标。但在互联网时代，产品

的多样化组合、价格的多层次定义、信息的快速回馈等条件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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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逐渐成为现实，并且利用互联网的精确性为服务的有效实施、持续改善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

(4)互联网的精确性还表现在，由于搜索引擎的出现【2引，为网民提供了高

效的手段，可以快速地完成信息的获取、分类、过滤、以及引用和加工的过程。

为企业运营过程中的战略决策、市场分析、服务跟踪、质量改善等过程提供了有

效的工具和输入，从而在帮助企业决策者依赖互联网的精确性作出正确而精准的

判断，从而达到正确投资、量化管理、减少决策失败的目的，最终达到控制甚至

降低运营成本的效果。

麓囊性

图5-9散点图(精确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在对采样数据的分析过程中，如图5-9所示，互联网的精确性同对运营成本

的影响之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由图5．10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

概率小于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回归系数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

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成本=精确性}3．246+52．989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58．1％，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精确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中的58．1％能被互联

网精确性和企业运营成本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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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回归分析(精确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通过如上对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由于互联网的精确性帮助企业在运营过程

中，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减少了由于在市场布局、投资、发展计划等方面的失

误导致的资源浪费或成本提高，所以互联网的精确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呈现了正

相关的关系。

由于想要有效地利用互联网精确性，就必须建立必要的、能够适应数字精确

性的标准化流程和管理机制，这需要企业在信息化方面具备一定的投入，否则企

业会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对互联网粗犷式使用的潜在风险就是将互联网作为一

种工具，或是成为报章杂志之外的另外一个信息来源，而不是有针对性地助力企

业的发展。

5．3．5互联网的时效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互联网的时效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企业是否足够重视，并利用了互联网快速传播的特性

(2)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地理位置的局限性，大大超

越了传统传播速度的极限。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快速性，直接导致了信息的时效性，

从而也间接地对企业决策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互联网的时效性也反映在企业对机会成本的把握上。一个商机在互联

网环境下非常容易被竞争者获取，如果企业对信息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或

者对商机的把握缺乏当机立断的高效决策，丧失机会成本的可能性就被无形中

增大。

(4)互联网的时效性也反映在企业对公关危机的处理方面。面对企业突发

性的营销危机、服务危机、和公关危机，企业如果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

就可能导致隐性的品牌危机，从而导致企业需要花更多的钱在后续的纠错过程中

亡羊补牢。这无论对企业的隐性成本或是显性成本的控制，还是对企业短期或是

长期的品牌影响都是一次不可忽视的打击。

对教性

图5—11散点图(时效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在对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中，如图5．11所示，互联网的时效性同运营成本之

间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如图5．12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

小于5％，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成本=时效性幸4．134+39．4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74．4％，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时效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中的74．4％能被互联

网时效性和企业运营成本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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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回归分析(时效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知，互联网的时效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有着较为

显著的效果。尤其对中小企业的运营而言，时效性有着更加直接的营销效果。在

后续的多元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可获得同样的分析结果。

5．3．6互联网的渠道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互联网的渠道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91：

(1)企业是否能够认识到，互联网为企业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市场渠道。

(2)互联网渠道性表现出了“长尾效应”，区别于传统的渠道特性，互联网

渠道将整个互联网受众都纳入到了渠道的影响范围。相较传统方式渠道构建和维

护费用，互联网渠道更加具备低成本、影响广的效果。

(3)基于互联网建立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沟通流等渠道在帮助企业

降低传统运作模式的成本方面提供了无与比拟的成本优势。

(4)互联网的渠道性对于企业营销渠道、品牌影响渠道、全球贸易渠道、

人力资源获取渠道的建立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成本优势。

(5)企业对互联网渠道性地有效利用，建立在企业对互联网整体应用的合

力规划及有效投入基础之上的。并且需要不断的监控、评估和完善，同时配备专



业的技术人才维护和互联网渠道的畅通，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投入了资金，但是

难以看到改善的效果，当然这样只能徒增运营成本。

图5．13散点图(渠道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在对采用数据的回归分析中，如图5．13所示，互联网的渠道性对运营成本的

影响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如图5．14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

率小于5％，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成本=渠道性·4．130+40．083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73．6％，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渠道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中的73．6％能被互联

网渠道性和企业运营成本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综上所述，有效地利用互联网的渠道性可以比较显著地影响企业的运营成

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对互联网渠道性特点的应用，需要第一，建立在企

业信息化的成熟度基础之上，必须具备必要的人才、技术、市场、内外能力等要

素，并且在一定的投入之后，才会看到效果；第二，互联网的渠道性极大地改变

了企业传统的运营模式，互联网渠道的建立是企业运营模式创新的必备条件。所

以建立自有互联网渠道，或者利用现成的互联网渠道，都可以达到创新运作模式，

提高运作效率，利用互联网的经济规模性降低运营成本。

总之，互联网的渠道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有着长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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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回归分析(渠道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5．3．7互联网的综合特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

互联网对运营成本的整体影响，将从互联网的六个维度：成本性、资源性、

互动性、精准性、时效性、和渠道性，综合考察同运营成本的多元关系。通过对

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验证和考量互联网如何影响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成本。

通过对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最终结果和最初的设想产生了不小的差距。原

本认为互联网的成本性和资源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应该有较多的贡献，但从

实际的回归分析的结果看，时效性成为唯一对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起决定作用的

互联网特性。

如图5．15所示，对于多元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变量的输入采用了步进

(Stepwise)的方式。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5％，拒绝原

假设，即认为回归系数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多元线性回归

方程为：

运营成本=时效性事5．339+258．484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26．4％，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综合特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中的26．4％能被互

联网整体特性和企业运营成本影响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其中由于多元回归中多



重共线性的存在，成本性、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渠道性在互联网对运营模

式影响的回归估计中缺乏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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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多元变量回归分析(运营成本)

综上所述，互联网对中小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比较弱势，从六大维度评估过

程中，尽管时效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相较其他维度起到了主体的影响作用，但从

最终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回归方程以及时效性对运营成本影响的可解释程度非

常微弱。从结果中可以反映出以下问题及解释：

(1)企业对互联网价值挖掘及应用程度和企业信息化成熟度紧密相关。尽

管国内互联网应用环境日趋成熟，但是企业内部的信息化程度却存在很大的差

异，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对于那些非IT行业的制造型或贸易型企业，缺乏足

够IT成熟度帮助企业顺利地融合互联网优势，开发出有效的控制成本的方法。

为了良好地利用互联网特性，必须要第一，建立必要的软硬件IT环境，比如内

部网络的搭建，必要软件的使用，技术人员的储备，对互联网资源和知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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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立现代化的管理流程；帮助企业规范化管理，建立信息管理和价值挖掘

的实践标准；第三，从“人治”的管理模式，逐渐向基于制度进行管理的模式。只

有奠定了足够的信息化成熟度的基础之后，利用和开发互联网降低运营成本的目

标才可能逐步实现。

(2)中小企业在初创期不得不经历初期的IT规划的投入和建设过程。为了

建立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中小企业不得不完成初期规划、投

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这是一个投资大于回报的阶段，所以对于中小企业在IT

成熟度不足的情况下，并不能直接利用互联网特性达到降低运营成本的目的。这

也是为什么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并没有体现出资源性、成本性对运营成本影响的有

效解释。

(3)中小企业初创期的业务成熟度制约了其利用互联网的互动性、渠道性

等特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中小企业在初创期忙于现有业务盈利模式和盈利能力

的完善，有些甚至挣扎在盈亏平衡的生存线上，难以投身于建立自身的信息系统

的建设，以及商业模式同互联网的结合方面的探索。所以难于从六个维度考量和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资源优势、精准优势、渠道优势。同非IT行业相比，IT初创

公司在对互联网的应用方面表现稍微乐观一些，但是受制于初期投资的限制，在

利用互联网优势方面也同样表现的不尽人意。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在多

元变量的回归分析中难以体现各个特性对运营成本的贡献。

(4)互联网的时效性对运营成本的微弱影响反映在，第一，中小企业在初

创期可以利用非常小的成本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第二，仅仅局限在互联网时效

性的认识，而没有基于时效性展开模式、资源、渠道方面的改善，企业运营成本

受互联网技术和环境的影响就非常的微弱。这也是为什么在回归分析中，互联网

的综合特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中的26．4％能被时效性解释。

综上所述，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成本的影响缺乏足够的良性效

果，互联网的成本性、资源性、互动性、精准性、和渠道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降

低缺乏足够的解释，而时效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降低仅具有微弱的解释能力。换

个角度解释就是，中小企业在初创期想要利用互联网优势显著地降低企业的运营

成本，必须是建立在一定的IT成熟度基础之上。



5．4互联网对运营模式影响的回归分析

商业模式已经成为现代创业者们热议的话题，正在席卷中国的创业风潮中，

有人将创业最大的风险定义为商业模式的风险，也有人定义商业模式是“战略的

战略“，创新了的商业模式可以获取较之传统行业更加持久的利润增长。而在国

内经济转型的关口，商业模式的创新成了转型升级的核心路径。本文将从企业运

营的角度，针对中小企业在成长的初创期，研究互联网对商业模式的影响。(在

本文中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有着互为包含和互补的含义，下文将混合应用运营模

式和商业模式)。本节将考察互联网的六个维度：成本性、资源性、互动性、精

准性、时效性、和渠道性同运营模式的二元及多元关系，通过采样数据在线性回

归分析中变现出的相关性，反映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模式的影响。

5．4．1互联网的成本特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的成本特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基于互联网环境与技术的

低成本特性是否影响或带来了企业运营模式的提升或转变。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带动的创新商业模式本身成为创业者的初始动力

和动机。互联网不但在经济的规模性方面有着较之传统行业不可比拟的优势，而

且互联网的经济规模性非常完美的解决了资本的投入瓶颈。就如同在《免费》一

书中描述的：免费越来越成为一种有效的商业模式。数字化技术的基础经济学决

定了免费模式在数字世界比在模拟世界中更容易大行其道。信息产品和服务具有

较为‘‘特殊”的成本结构。生产第一份产品的成本非常高，但是生产此后的产品的

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所谓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另外数字世界带来

的商业模式发展有着惊人的膨胀速度。

互联网的成本特性决定了，中下企业在考虑融合互联网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

过程中，必须考虑商业模式的两个阶段：第一，运营模式启动期的高成本。通常

一个好的创意、产品、或者技术都会吸引风险投资的注意，通过风险投资的注入

解决启动期的资金问题。第二，运营模式的成长期。通常一个成熟的、禁得起验

证的运营模式，在这个阶段都会创造稳定的现金流，将业务的规模逐渐推向一个

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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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企业的初创期，商业模式的选择往往基于资金的来源、商业模式的

长空间、业务模式的规模性、资金的回笼和收益性等几个方面。然后结合互联

的固有特性，寻找商业模式的突破口。

图5．16散点图(成本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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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回归分析(成本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成

网

通过采样数据的分析，如图5．16所示，互联网的成本性同运营模式之间呈现



一定的相关性，如图5．17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5％，拒

绝原假设，即认为回归系数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

方程为：

运营模式=成本(互联网)}3．620+48．537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63．1％，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低成本特性对企业运营模式的影响中的63．1％能被

互联网成本性和企业运营模式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这个结果反映了成本成为商

业模式创新的重要考量点，而互联网的成本性对商业模式的创新的影响有着高度

的关联性，这同时表现在商业模式的创建和实施过程中。中小企业在初创期由于

资金的限制，更加关注成本对商业模式的影响，以及投资回报率对商业模式的要

求。

总之，互联网的成本性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模式有着较为直接的相关

性。

5．4．2互联网的资源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的资源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是否利用互联网资源调整或

改善现行的运营模式。

爱鞭性

图5．18散点图(资源性一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就是资源，互联网上拥有大量免费的资源，企业是否利用了免费的互



联网资源、免费的互联网渠道的资源优势，部分或彻底地在企业运营的人力资源、

组织沟通、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关系、资金成本几个方面改善了现行的运

营模式，即是对企业IT应用成熟度的考量，也是对企业挖掘互联网资源，推动

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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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回归分析(资源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在对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中，如图5．18所示，互联网的成本性同运营成本之

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并如图5．19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

于5％，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模式=资源性}3．031+59．15]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63．1％，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成本特性对企业运营模式的影响中的63．1％能被互

联网成本特性和企业运营模式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总之，互联网的成本特性，对于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模式的选择和推动有

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5．4．3互联网的互动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的互动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是否利用了互联网环境

和技术创造的低价、高互动的方式(及时通讯、邮件、博客等)，局部或整体地

调整或改革了传统的运营模式。

互联网的高互动性体现在基于网络互动人群的规模性，以及互动媒介和互动

方式的多样性。独立的个人可以成为互动的发起者、参与者、规范者或者管理者。

基于互联网的互动既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传统的那种被动的互动关系，

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被彻底改造。社区、论坛、即时通信、博客等等形式令到每位

网民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分享者，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每个人都可以

表达自己的观点。虚拟社区的维护者中不乏一些隐性的言论领袖，思想的交流、

知识的传递、事件的传播、奇闻异事的泛滥在互联网的环境里肆意疯长，再没有

那个年代具有互联网这么高效的互动效率。

互联网的互动性为企业运营模式的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小企业推动商

业模式改造提供了更加多样的选择：

(1)Web2．0将网民之间的互动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互联网互动性催生了大量的“伟大”的平凡人。

(3)互动性将传统的交流方式从“线下”延展到了“线上”

(4)互动性将信息的影响广度与深度，发展到了传统方式无法比拟的程度。

(5)互动性成为企业强化自我品牌的一个重要渠道。

图5．20散点图(互动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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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采样数据的分析，如图5．20所示，互联网的互动性同运营模式之间呈

现一定的相关性。

·Fr*di ctor=：(COaSter)，互动性

蚰眄_●

S1珈of

|odd Squate= df Mean Square F Si己

1 Reo'essio“ 150640 99 l 1S0640 99l 115．155 ．000I

R,si¨ 66716 330 5l 13∞．163

Total． 2lT35T．32 52

·，rr。dictotz： ‰nst·nt)，互动睦

b．B,pendant Ylriabl,：运营梗式

C·●ffi ci emts-

Unztandardj zed Staadardi：ed

Coeffl ci ents Co●ffi ci●Att

Hodd B Sta Error Bet^ t Sif．

l Const·at) 35 803 8 828 4．056 ∞0

互动性 3 854 ．359 ．∞3 10．731 嘎m

·．Dependent yLri able：运营梗式

图5—21 回归分析(互动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如图5．21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5％，回归方程是有

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模式=互动性掌3．854+35．803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59．3％，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互动性对企业运营模式的影响中的69．3％能被互联

网互动性和企业运营模式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互动性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模式的影响有着直接的

关联度，尤其对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互动性成为必要的考虑因素。著名的视

频网站、论坛、博客等网站上的广告就是互动性的一个典型表现。

5．4．4互联网的精确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的精确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现有的运营模式，是否

在互联网环境和技术的帮助下，得到较之传统运营模式更为准确或者可度量的决

策、执行及评估。



互联网技术帮助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通过技术手段完成信息的采集、归类、

分析、和储存，将旧有的定性的管理模式向定量的模式转变，比如平衡积分卡制

度的推广及实施，就体现了战略决策、战术实施、客户管理、服务质量、财务监

管、能力培养等方面的管理，以量化的、可评估的方式在组织中推广，借助互联

网的互动性和成本优势，将管理的设计、实施、评估和改善过程标准化，极大地

提高了企业战略地有效实施，同时有力地改善了管理的精确度，提高了高层决策

的准确性。

对于中小企业，互联网的精确性有利于企业快速准确地获取市场信息，推动

产品定位、价格策略、售后服务、客户反馈等方面决策，在改善企业运营模式方

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令到运营模式的改善和实施，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进

行，减少由于领导者个人拍脑袋带来的决策错误。

图5．22散点图(精确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在对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中，如图5．22所示，互联网的精确性同运营成本之

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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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3回归分析(精确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如图5．23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5％，回归方程是有

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模式=精确性毒3．842+38．715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65．7％，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精确性对企业运营模式的影响中的65．7％能被互联

网精确性和企业运营模式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精确性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模式的影响具有较为显

著的作用。

5．4．5互联网的时效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的时效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是否留意并利用了互联

网环境下，信息传递的快速性特点，并有针对性的对现有的运营模式进行了相应

的调整或完善。

互联网的时效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互联网商业模式成立的企业，要受到互联网规则的制约，如同样

的行业或者商业业态，只有前三名才可以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如果考察一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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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电子商务，同样领域的企业经过激励的市场竞争后往往仅有三家可以以较为

满意的营利模式生存下去，如网上书店，当当、亚马逊、卓越。其他的网上商城

仅能在一个更加细分的市场获得生存。

(2)互联网商业模式具有易复制的特点，所以一种商业模式一旦在互联网

上出现，就会存在大量的模仿与跟风。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市场占有率，

或者建立独有的品牌，后进入者不但会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而且非常难以改变

现有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感知及习惯。所以时效性对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建

立非常关键。

(3)由于互联网技术更新的快速性，互联网的时效性还表现在商业模式受

互联网技术的影响较为显著，所以商业模式也是随着互联网技术与环境不断完善

的过程。就如同产品具有生命周期，商业模式同样具有其生命周期。企业对于商

业模式的探索虽然不建议随着技术的更新过于频繁的改变，但是持续的评估和改

善是必要的。

图5．24散点图(时效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通过对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如图5．24所示，互联网的时效性同运营模式之

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

如图5．25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5％，回归方程是有

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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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模式=时效性宰3．800+47．431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58．6％，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时效性对企业运营模式的影响中的58．6％能被互联

网时效性和企业运营模式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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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眄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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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t Yariible：运营梗式

图5．25回归分析(时效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时效性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模式的影响有着较为显

著的作用。

5．4．6互联网的渠道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的渠道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主要考察：企业是否留意并利用了免费的

互联网传播渠道，对运营模式(电子商务、B2C、B2B)或运营领域(线上、线

下、互动)进行了必要的优化和调整。

互联网的渠道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渠道的概念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新的含义。互联网较之传统的方式创建

了新的渠道：全球的网上贸易渠道、网络营销渠道、人才的招聘渠道、消息的发

布渠道、品牌的影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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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联网渠道的影响力和波及范围更加全球化。

(3)互联网渠道为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与形成奠定了运作的基础。

(4)互联网渠道的形成为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集成的管理平台。

(5)互联网渠道为国内企业积极开拓电子商务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处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在考虑运营模式的问题上，需要了解互联网渠道性的

特点，在创业过程中积极融合互联网渠道在开展传统业务上的推动作用，综合两

者的优势，在传统的业务运作中，借鉴和利用互联网在资源的获取、产品的市场

定位、市场推广等方面优势，完善商业模式的科学性和时代性。

互联网渠道应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人力资源的获取，传统的方式必须通过

现场的招聘会，或者利用报纸、杂志、电视等渠道发布招聘信息，然后再经过初

审、面试、多方评估，才可以完成招聘过程，即便是有些公司将人力资源招聘的

工作完全外包，但是这需要承担一定的费用支出。但是利用互联网渠道，整个过

程会更加简洁、费用支出更加少，在国内招聘过程可以借助招聘网站如51job，

zhaopin，中华英才网等web网站完成，网站不但提供招聘信息的发布、跟踪、

聘雇和反馈，而且可以提供必要的数据整理报表，不但提供较为系统的分析数据，

极大地方便了应聘者和招聘者的找工作效率，而且对招聘者和应聘者而言都无须

花费高昂的费用。相较传统模式，互联网模式无论从成本、快捷性、针对性，还

是从最终效果衡量，都比传统方式更加具有竞争力。这从原先流行的招聘方式．

报纸招聘的规模萎缩可见一斑。

图5—26散点图(渠道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在对抽样数据的回归分析中个，如图5．26所示，互联网的渠道性同运营模式

之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如图5．27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

于5％，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模式=渠道性奉3．153+49．855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58．4％，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渠道性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中的58．4％能被互联

网渠道性和企业运营模式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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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7回归分析(渠道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渠道性对于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模式的影响具有较为

显著的作用。

5．4．7互联网的综合特性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对运营模式的整体影响，将从互联网的六个维度：成本性、资源性、

互动性、精准性、时效性、和渠道性，综合考察同运营模式的多元关系。通过对

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验证和考量互联网如何影响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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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8多元变量回归分析(运营模式

如果5．28所示，对于多元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变量的输入采用了步进

(Stepwise)的方式。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5％，

假设，即认为回归系数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多元

方程为：

拒绝原

线性回归

运营模式=资源性·2．532+渠道性晕2．882+精确性幸3．460+187．592

其中包含三个输入参数精确性、渠道性、和精确性时，R Square为总平方和

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52．4％，既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

综合特性对企业运营模式的影响中的52．4％能被互联网整体特性和企业运营模



式影响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其中由于多元回归中多重共线性的存在，成本性、

互动性、时效性在互联网对运营模式影响的回归估计中缺乏显著的作用。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资源性、渠道性、和精确性在影响中小食业初创期的运

营模式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回归分析中，成本性、互动性和时效性在对中小

企业的运营模式的影响则缺乏直接关联性。从结果中可以反映出以下问题及解

释：

(1)在对商业模式的影响中，互联网的六个维度之间具有相关性，所以在

评估的回归方程中，仅仅出现了三个维度：资源性、渠道性、和精确性对商业模

式影响的解释。

(2)评估的回归方程较为准确地体现了中小企业初创期的现状。中小企业

在自身资源有限，市场渠道较为匮乏的情况下，在对互联网的六个特性的评估中，

对互联网资源性和渠道性的获取较为迫切。

(3)在中小企业的调研过程中，也反映出企业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目的，

就是改善企业现有的盈利能力，在企业主营业务的业务模式、业务规模上得以提

升，而此时互联网的成本性、互动性和时效性则是较后考虑的主题。

(4)由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外资企业自身拥有的资源、规模、市场

的控制力、内部的竞争优势有着显著的差别，所以互联网商业模式的设计、推行

以及后期投入都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起点和目标的不同，决定了中小企业只能量

入为出，步步谨慎，对于商业模式的创新采用分步投资，定点尝试的方式展开。

而能够同时考虑互联网的全部特性，并加以有效利用和大面积实施对中小企业也

是不合适的，毕竟中间存在的商业分析太大。

(5)中小企业在初创期可以竞可能的利用新兴资源．互联网带来的优势，积

极在以下方面展开模式的创新和尝试：

第一，拓展企业的广告渠道，尝试新兴的网络广告方式：品牌图形广告、富

媒体广告、文字链接广告、电子邮件广告、搜索引擎广告、以及不断出现的其他

形式的广告模式。

第二，深度挖掘免费+收费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在利用免费吸引大量的互联

网用户的同时，提供优质的、可定制的、容易获取的收费服务留住有价值的、能

够帮助公司创造现金流的长期客户。



第三，重视论坛、博客、SNS(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播客的互联网社区的

力量，在利用一定的技巧推销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利用网络社区中的群体

力量、关系及互动，完成企业品牌的推广。

第四，自建或者借助第三方平台，完成深度市场数据和客户数据的挖掘工作，

为企业的战略规划输入更加准确的信息。

在国内，基于互联网，基于信息技术推动的商业模式的创新真在如火如茶

的进行着，对中小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机遇和风险的成长之路。无论如何，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一种潮流。

5．5互联网对运营效率影响的回归分析

本节将根据互联网的六大优势：成本性、资源性、互动性、精准性、时效性、

和渠道性，考察互联网同运营效率之间的二元及多元关系，通过采样数据在线性

回归分析中变现出的相关性，反映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效率的影响。

5．5．1互联网的成本特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互联网的成本特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是否利用了成熟的互

联网环境及技术，在保持或降低了原有的运作成本的前提下，在企业运营的过程

中提高了现有的运作效率

在对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中，如图5．29所示，互联网的成本性同运营效率之

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

如图5．30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5％，回归方程是有

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效率=成本性·3．800+60．537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59．7％，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低成本特性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中的59．7％能被

互联网成本性和企业运营效率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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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回归分析的结果中，互联网的成本特性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具有一

定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的调研过程中，发现许多企业在这点的反馈中，互联网的

成本特性并没有表现出如回归分析结果中的体现的那种影响力(59．7％的解释能

力)。 关于这点的解释在互联网的成本特性对运营成本的影响分析中有过详细

的描述。



5．5．2互联网的资源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互联网的资源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是否将互联网环境视为

种资源，并利用了这种免费的互联网资源、免费的互联网渠道的资源优势，对

原有的运作效率有了相应的提高

图5．3l散点图(资源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在对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中，如图5．31所示，互联网的资源性同运营效率之

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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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32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5％，拒绝原假设，

即认为回归系数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效率=资源性搴3．453+47．787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64．6％，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资源性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中的64．6％能被互联

网资源性和企业运营效率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资源性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效率的影响具有较为显

著的作用。

在实际的企业运营过程中，由于互联网作为一种资源，不但提供免费(相对

的)的互联网资源，而且提供了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渠道，这种渠道直接影响了运

营模式的提升，从而达到了提高企业运作效率的结果。作为一种资源的角色，互

联网在企业运营的成本、模式、及效率方面存在了间接的潜在影响。

5．5．3互联网的互动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互联网的互动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t互联网环境下，良好的互动

性是否在帮助企业提高部门或整体的运作效率的过程中发挥了必要的作用。

图5．33散点图(互动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在企业运作过程中，正是因为互联网良好的互动性，在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

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正如在前文中，大量描述了关于互联网互动性方面的特点，



以及互联网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对现代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和影响。在企业运营的

过程中，互联网的互动性对运营效率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互联网丰富了企业互动的渠道和效率。突破传统的电话、信件、报纸、

电视等偏单向的交流方式。互联网真正提供了实时、双向的多媒体沟通方式。

(2)互联网技术可以帮助使用者，为互动过程中的信息提供的存储的功能，

这对信息的再次使用，或是信息的可回溯性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例如：现在

的MSN即时通信工具可以通过加密的形式进行，这不但从功能性上，而且在安

全性方面，都为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功能。

(3)现代互联网技术缩短了人与人之间距离，增强了组织内部的沟通，对

于提高组织内部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4)互联网的互动性不但提高了企业沟通的效率，而且加速了企业内部知

识的传递和转化的效率。例如企业内部培训，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或是企业内

部的Intranet，直接部署统一的内部培训课程，这样企业的组织机构无论是在中

国，还是在国外，都可以通过网络完成培训的过程。

(5)互联网的互动性为企业高层提供了战略分享和实施的交流渠道。现在

在一些企业，企业高层通过个人博客，发表个人对企业的观点，或是就某事表明

公司的立场或态度。而员工则可以随时和企业高层建立起通话的渠道，这对建立

企业内部的高度信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6)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优势可以在企业的很多方面得以应用和开

发，例如工作流程的标准化、办公的自动化、移动办公等等都体现了技术和网络

环境为现代企业的运营带来得革命性的变化。

在对调研数据的回归分析中，如图5．33所示，互联网的互动性同运营效率之

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如图5．34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

5％，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效率=互动性·3．490+45．690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65．7％，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互动性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中的65．7％能被互联

网互动性和企业运营效率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互动性对于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效率的影响有着显著

的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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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互联网的精确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互联网的精准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在保持和改善整体运作

效率的过程中，是否利用互联网环境提供的有效手段保持甚至超过了原有的精准

控制。

从互联网的精准性的角度考量运营效率的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运营效率的高低问题。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我们经常讲持续改善，不

但改善我们的质量水平，而且提高的我们的生产率，提高我们的投入产出比。运

营的效率既要讲战略的效率，也要讲执行的效率。在日常工作中，可能要讲项目

的执行效率、同客户的沟通效率、纠正错误的效率、学习新知识的效率等等。

(2)运营效率的正确与错误的问题。速度快不等于效率高!错误的事情重

复十遍还是错误的，还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正确的事情的作对一件，哪怕时间

长点，依然是高效率的表现。作为企业战略的决策者，决策的正确性远比单纯评

估决策的数量更加客观和有价值。

(3)互联网的精准性就是要帮助企业在提高自身运作“速度”的基础上，增

强企业运营决策的正确性。互联网提供了非常多的工具或者理论，对企业在信息

的处理和深加工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持。例如在零售行业，或是电子商务，厂商都

会利用互联网技术完成客户个人信息、消费数据的收集，进而通过数据挖掘的手



段获取消费者消费趋势的数据，从而更加准确的预知客户的消费习惯，以及市场

的流行趋势1301。

(4)互联网的精准性还体现在现代管理模式的精细化。现在企业的运营过

程中不乏最佳实践、国际标准、国内规范、监督、审计、评估之类的管理词汇，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现代企业管理越来越走向精细化管理，对于战略的设计、实

施、评估，人员的管理、项目的控制、资源的监管等等都有非常的量化体系和指

标做支撑。针对这些层出不穷的量化体系，没有互联网技术的支持，那将是一个

非常耗费精力和实践的事情。而正是有了互联网的支持，跨国公司的精细化管理

才成为可能。

图5．35散点图(精确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通过对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如图5．35所示，互联网的精准性同运营效率之

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如图5．36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

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回归系数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

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效率=精确性·3．697+35．077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73．5％，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精准性性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中的73．5％能被互

联网精准性和企业运营效率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精准性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效率的影响有着显著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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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互联网的时效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互联网的时效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在当前快速的市场变化

及激烈的竞争中，是否利用了互联网建立渠道快、传递信息迅速、获取市场反馈

便捷等特点，提高了整体的运作效率。

从运营效率的角度考虑互联网的时效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互联网特性的相关性。互联网的时效性同互联网的渠道性和精准性有

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互联网建立起的灵活的传播渠道，广泛的互联网受众，

以及精准的投递渠道，才对信息处理的时效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互联网时效性要

求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必须”做正确的事，否则过了关键时期，

无论机会，风险，还是收益都将不复存在。

(2)互联网时效性对运营效率的被动影响。企业由于对互联网缺乏足够的

认识，所以不能有效地利用互联网优势，预测和预防商业风险的发生，而多采取

时候补救的手段。例如，当企业发生公关危机的时候，改如何应对和处理关系到



企业形象，企业品牌的问题，如果企业不小心轻视了问题的存在，问题通过互联

网会飞快的传递出去，这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就是快速地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潜在的

阴影，从而影响到企业长远的运营效率。

(3)互联网时效性对运营效率的主动影响。当企业意识到互联网将企业的

发展无形中同市场、同客户、同竞争者捆绑在一个竞争环境下的时候，就会尽量

避免因为对互联网的优势错误理解而招致负面的效果，从而未雨绸缪，利用互联

网的时效性特点，巧妙地将公司的广告、产品、品牌等市场信息通过互联网发布

出去，从而起到提高运营效率的主动影响。

图5．37散点图(时效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通过对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如图5．37所示，互联网的时效性同运营效率之

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如图5．38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

5％，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效率=时效性幸3．849-I-49．855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64．0％，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时效性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中的64．0％能被互联

网时效性和企业运营效率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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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8回归分析(时效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时效性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效率的影响有着显著的

作用。

。

5．5．6互联网的渠道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互联网的渠道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是否利用了免费的互联

网资源、互联网社会关系网络、博客、论坛、邮件等渠道，提高了企业的运作效

率。

在对互联网的渠道性对运营效率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对

于渠道性的认识和使用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性。这主要反映在几个方面：

(1)IT应用的成熟度差异性大。

(2)企业对于渠道的认识和使用情况差异较大。

(3)由于对信息的保密性关注度不同，所以各个企业对于互联网渠道的使

用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公司限制员工对互联网渠道的使用，如MSN即时通信

工具，有的公司则会非常频繁的使用QQ聊天工具，如外贸型企业。



(4)由于互联网的渠道有两种方式获取，一种是公用的渠道，任何人都可

以使用；一种是公司内部的渠道，仅限于公司内部的信息交流。所以企业之间对

渠道的使用的差异性较大。

图5—39散点图(渠道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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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0回归分析(渠道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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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中，如图5．39所示，互联网的成本性同运营成本之

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如图5．40中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

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回归系数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

线性回归方程为：

运营效率=渠道性宰2．420+84．31 l

其中R Square为总平方和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24．8％，既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渠道性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中的24．8％能被互联

网渠道性和企业运营效率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渠道性对中小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有着较为微弱的作

用。这同现实现况相比还是有一定差异，这主要铜中小企业所处行业、自身的管

理模式的差异性较大有关。

5．5．7互联网的综合特性对运营效率的影响

互联网对运营效率的整体影响，将从互联网的六个维度：成本性、资源性、

互动性、精准性、时效性、和渠道性，综合考察同运营效率的多元关系。通过对

采样数据的回归分析，验证和考量互联网如何影响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效率。

如图5．41所示，对于多元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变量的输入采用了步进

(Stepwise)的方式。回归系数分析表所示，由于显著性概率小于5％，拒绝原

假设，即认为回归系数不为零，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所以估计的多元线性回归

方程为：

运营效率=渠道性·1．909+资源性·2．046+互动性·4．097+181．700

其中包含三个输入参数渠道性、资源性、和互动性时，R Square为总平方和

中能被估计的回归方程解释的百分比为64．7％，既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互联网的

综合特性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中的64．7％能被互联网整体特性和企业运营效

率影响之间的线性关系解释。其中由于多元回归中多重共线性的存在，成本性、

精确性、时效性在互联网对运营模式影响的回归估计中缺乏显著的作用。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资源性、互动性、和渠道性在影响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

营效率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回归分析中，成本性、时效性和精确性在对中小

企业的运营效率的影响则缺乏直接关联性。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反映出以下结果及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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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 多元变量回归分析(运营效率

(1)真如在前文中分析的，互联网的成本性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有着

非常微弱的影响作用。

(2)在上述的回归分析中，互联网特性间表现出了相应的关联性。企业在

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的同时，由于互联网渠道性的优势，带来了相应的业务模式

和管理模式的转变，进而带来互动性的提高，所以在对运营效率的回归方程评估

中，互联网的资源性、互动性、和渠道性表现出了显著的作用



(3)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始终存在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为了在有限的

资金和人员配置下，获取不断的成长，企业就需要关注运营的效率，提高内部运

作的连贯性和高效性。灵活、快速是中小企业的长处，由于没有大型企业的复杂

构成，没有历史沉淀的制约，中小企业在初创期的发展可以根据市场、政策、客

户及时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从而更加高效地适应竞争，获得稳定的发展。

(4)中下企业由于组织结构相对简单，人员构成有限，所以企业内部的沟

通相对较为简单，如果需要，企业老板甚至可以整天和员工达成一片，保持顺畅

的沟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某些中小企业过于关注业务的发展，市场的开拓，

疏于内部管理的强化，久之就会产生管理的漏洞。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应该利用

互联网技术和手段，在增强交流和互动的同时，大力整理和改善企业内部管理，

通过对信息、制度、评估等手段的采用加强企业的过程管理，从细节、流程、效

果、目标性方面逐步完善和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

(5)运营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企业对与已经“做对”的事情做得更快，做得更

好。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战略在战术层的执行。缺乏执行效率的企业，企业战

略往往推行的效果强差人意。运营效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改善过程的结束，它代

表着一个新的突破的开始。效率的提高有利企业对更高目标的追求。

如图5．41所示，由于多元变量多重共线性的存在，互联网的成本性、精确

性、时效性对企业运营效率影响的解释力度非常弱，因而在多元回归方程中没有

相应的变量，缺乏相应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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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互联网对运营影响的总结

随着互联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为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了解互联

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影响，本文通过大量的访谈、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的

方式开展了互联网对企业运营影响的深入了解和分析，并进一步对采样数据进行

线性回归量化分析，通过回归评估方程对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做一个解释性的验

证。

以调研互联网对企业运营影响为目标，文本将互联网对运营的影响分解为对

运营成本、运营模式、运营效率的影响分析。同时基于对大量案例的分析，以及

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现状和内在特性，将互联网的影响力分解为六个特性：成本性、

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时效性、渠道性。进而分别从互联网的六个特性，完

成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影响分析。

通过对采样数据的二元变量回归分析，获取以下的回归分析方程：

(1)互联网对运营成本影响的二元回归评估方程。如表5．9所示，互联网

对运营成本的影响，通过成本性、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时效性、渠道性同

运营成本的二元回归评估方程得以量化。同时完成互联网的各个特性独立对运营

成本影响的评估与验证。

表5．7互联网对运营成本影响的二元回归估计方程

运营成本

成本性 运营成本=成本性·3．464+47．958

资源性 运营成本=资源性乖4．481十31．177

互动性 运营成本=互动性奉3．646-．I-43．335

精确性 运营成本=精确性幸3．246+52．989

时效性 运营成本；时效性宰4．134+39．400

渠道性 运营成本=渠道性奉4．130+40．083

(2)互联网对运营模式影响的二元回归评估方程。如表5．10所示，互联网

对运营模式的影响，通过成本性、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时效性、渠道性同

运营模式的二元回归评估方程得以量化。同时完成各个互联网特性独立对运营模

式影响的解释评估与验证。



表5．8互联网对运营模式影响的二元回归估计方程

运营模式

成本性 运营模式=成本性事3．620+48．537

资源性 运营模式=资源性}3．031+59．15l

互动性 运营模式=互动性·3．854+35．803

精确性 运营模式=精确性·3．842+38．715

时效性 运营模式=时效性奉3．800+47．431

渠道性 运营模式=渠道性·3．153+49．855

(3)互联网对运营效率影响的二元回归评估方程。如表5．11所示，互联网

对运营效率的影响，通过成本性、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时效性、渠道性同

运营效率的二元回归评估方程得以量化。同时完成各个互联网特性独立对运营影

响的解释评估与验证。

表5．9互联网对运营效率影响的二元回归估计方程

运营效率

成本性 运营效率=成本性宰3．800+60．537

资源性 运营效率=资源性}3．453+47．787

互动性 运营效率=互动性幸3．490+45．690

精确性 运营效率=精确性幸3．697-I-35．077

时效性 运营效率=时效性幸3．849 4-49．855

渠道性 运营效率=渠道性宰2．4204-84．31l

(4)互联网对运营影响的多元回归评估方程。如表5．12所示，通过对样本

数据的总体分析，互联网对运营的总体影响，通过以下的多元回归方程得以总结

和验证。在多元回归方程中，由于互联网的成本性、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

时效性、渠道性对运营成本、运营模式和运营效率的影响贡献各不相同，所以多

元回归评估方程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和验证了中小企业初

创期所具有的与成熟企业不同的运作特点。

表5．10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运营影响的多元回归估计方程

成本性

资源性

互动性

精确性

时效性

渠道性

运营成本=时效性·5．339 4-258．484

运营模式=资源性·2．532 4-渠道性奉2．882+精确性幸3．460+187．592

运营效率=渠道性·1．909+资源性·2．046 4-互动性·4．097 4-181．700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渠道性、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以及时效性，对中小

企业初创期的运营成本、运营模式和运营效率方面的影响有着较为显著的作用。

针对本文的结论，为了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下更加有效的理解和利用互联网带

来的影响，中小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可以结合自身企业的现状，选择性地参考和使

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结合现状，量力而为。论文的结论尽管尝试对中小企业的初创期运营

提供一定的普适性指导，但是个体企业的实情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企业务必需要

针对自身的现状，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逐步渐进地验证与实施互联网战略，不

易盲目冒进，无原则的跟风极易导致对新技术、新方法、新环境的误判及失误。

(2)在战略的长远指导性下，充分验证短期实施的有效性。互联网的影响

力是逐步渗透和融合在企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基于互联网的发展的战略需要符

合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并在不断的实践和验证中，合理完善并发挥，新技术优

势为企业带来的创造力，成功的运营离不开持续不断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选

择最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方法和路线才是正确的选择，简单的模仿和快速的推动

可能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短期的、局部的影响，但是绝对不可脱离企业长远的发

展战略，否则任何新的方法和手段都是促其失败的罪魁祸首。

(3)重视信息技术的整体均衡发展。互联网战略需要企业的信息化完善程

度作为成功的保障，局部的推动、短暂的计划、个别的方案实施都不可能帮助企

业快速地实现信息化的成熟。企业的信息化能力亦需要足够的人才储备做支撑，

即便是“外包’’的盛行也不可能为企业快速的带来建立实施互联网战略、应用互

联网技术的“能力”要素，信息技术如同企业的数字神经，需要同企业发展及运

营充分融合的基础上发挥其最大的优势。在企业信息化过程中需要循序渐进，持

续突破与完善。

(4)参照标杆，积极推动。面对新的环境、新的经济模式裹足不前，甚至

视而不见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消极的应对，期望市场的发展带动企业自身

的发展与变化，尽管较为“稳妥"，但是失去了企业竞争力的革新及夯实，错过

了市场商机及自身能力的适时挖掘及培养。面对新的事务，企业应以一种勇敢的

态度，参照行业的新标准、新方法，积极推动和实践与之相适应的运作，从而保

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6．1研究结论总结

第6章结论

本文通过简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针对每一次技术革命和政策调整过

程中，对国内中小企业所经历的转型与调整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结合大量的文

献整理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以当前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为切入点，以互联

网技术和应用环境为背景，通过深入分析互联网技术与环境的发展现状，总结出

互联网的六大特性：成本性、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时效性、和渠道性。并

以这六大特性作为评估和分析互联网对企业运营影响的指标，纳入互联网对中小

企业初创期的运营影响的调研框架中。基于调研和回归分析框架，通过大量的调

查问卷、交流访谈、案例分析获取中小企业运营同互联网相关的数据，借助统计

分析工具，完成调研数据的回归分析，最终获取互联网对企业运营过程影响的二

元和多元回归分析方程，完成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影响的量化分析及

验证。借助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运营影响的回归分析模型以及回归评估方

程，本论文最终获得了以下主要的研究结论： ．

(1)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影响有着较为显著的作用。尤其互联

网从资源性、互动性、精确性、时效性和渠道性几个方面对中小企业运营的影响

较为明显。文中总结的互联网六大特性，会因为评估目标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

的贡献和解释能力。

(2)互联网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影响是一个综合性的效果，互联网单

一特性的影响，可能会在在多变量的综合影响研究中，失去其原有的解释能力。

论文中，针对互联网的六大特性和运营影响的三个维度，分别做了较为详细的二

元变量和多元变量的回归分析，其中一些变量在二元回归方程中有较为显著的变

动解释，但在多元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则失去了原有的解释强度。

(3)由于中小企业初创期发展的局限性，互联网的成本性、资源性、渠道

性等特点对中小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较为微弱。这既受制于中小企业IT应用的



成熟度，也同中小企业本身的发展规模，以及互联网对企业业务运营的支撑强度

不够有直接的关系。

(4)互联网对企业运营有着不合忽视的作用。通过论文中对样本数据的回

归分析可以验证，互联网对企业运营模式(商业模式)和运营效率有着非常显著

的作用。企业的运营模式对企业的发展和成长至关重要，通过对企业运营模式的

影响，可以带来企业其他方面的改善。

(5)企业应用互联网技术和环境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系统化过程。对于

初创期的中小企业而言，互联网的确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互联网并不是初创企业

获取成长的唯一资源和方式，有效、合理、必要、可持续性是中小企业引入互联

网资源的必要条件。

(6)尽管论文中对互联网的六个特性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和论证，但是由

于企业业务的差异性，以及行业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千差万别，互联网对企业运营

影响的有效性，可能还会表现出其他形态。

6．2研究的局限性

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由于研究方法、客观条件、以及个人能力的原因，对

论文内容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可能带来一些主观或客观的影响，所以此处就论文可

能预见的局限性做一补充说明：

(1)论文对中小企业运营影响的参数选择。文中对中小企业初创期的运营

影响从三个方面展开：运营成本、运营模式、运营效率。但对于企业运营的影响

参数的选择，首先存在局部影响和整体影响，关键影响和次要影响的问题；其次

运营效果的相关性会令到选择的参数之间存在关联影响。

(2)论文对互联网的六大特性的总结。由于论文对互联网的六大特性的总

结是基于对大量的案例分析，交流访谈以及个人的从业经验，所以在参数的选择

上可能有失偏颇。所选参数对某些业态具有较好的解释性，但对其他某些业态则

缺乏期望的效果。

(3)论文的数据采样和搜集效果。为了照顾这次论文的线性回归分析的需

要，为了获取足够信息量的量化数据，调查问卷不得不设计的较为繁琐，且题量



较大，这就导致了在数据的采样过程以及后续的分析过程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

题，如问卷的有效性、表述的全面性、正确性、以及被调查者的耐心等等。

(4)论文数据的针对性。由于本次论文的主题主要关于处于初创期的中小

企业，问卷的主要投递对象应该是这种类型的企业，但是处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

对IT应用缺乏足够的成熟度，部分企业甚至对互联网缺乏基本的认识，所以后

期的调查问卷将调研对象扩大到中小型，但不一定是初创期的企业。这无形对研

究的结果带来一些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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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录1：中小企业运营现状的调查问卷

为了配合对中小企业在创业发展过程中的运营现状有较为客观和准确的认

识，进而基于互联网环境的特有的优势，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战略、商业模式

创新、和网络营销方面的指导，特组织本次针对中小企业的运营现状的调查。为

了了解贵公司在创业阶段的运营现状的真实情况，此次问卷采取只有记录方式，

可署名也可不署名；本人本着诚实守信的精神，在取得调查结果后立即销毁，而

且所有数据仅供研究所有，绝不外传和泄漏。希望大家积极支持，本着认真、负

责和客观的态度完成本问卷。本人可通过联系，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小企业的基本数据

1．贵公司的性质：

a．有限责任公司b．股份有限责任公司c．个体工商户d．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2．贵公司所在行业：

a．电脑、信息b．零售、贸易c．广告媒体d．动画、多媒体e．房地产￡其他

3．贵公司团队现有人数：

a．1 b．2-3 c．4—5 d．6-7 e．10人以上￡50人以上g．100人以上

4．贵公司成立时间：

a．半年左右b．长于半年，不到一年c．长于1年，不到2年d．长于2年，不到

3年e．3年以上

5．贵公司的启动注册资金：

a．3万b．3-6万c．6--9万d．10万以上e．20万以上￡50万以上g．100万以

上

6．贵公司的启动资源基于以下哪个方面：

a．项目b．产品c．客户群d．新兴产业e．政策优势￡商业模式创新g．团队

组合h．家族产业i．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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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的运作状况

7．贵公司是否拥有充沛的人力资源：

a．差的远b．不够c．勉强够用d．满足现状e．有待补充￡其他

8．贵公司的创业团队属于哪种类型：

a．领袖型b．取长补短型C．同质型d．技术专长型e．领域专家型￡激情冲

劲型g．其他

9．贵公司拥有哪些创业优势(或创业资源)：

a优秀的团队b．成熟(或创新)的产品c．良好的客户资源d．良好的政府关系

／背景

e．创新的商业模式￡低成本竞争力g．光明的市场前景h．新兴的产业i．其

他

lO．贵公司在以下哪些方面运作良好：

a．创业团队合作b．员工招聘与管理C．产品定位d．市场推广e．寻找客户￡

资金筹措g．广告宣传h．盈利模式i．互联网环境的利用g．同政府或行业协

会的合作k．其他

11．贵公司在以下哪些方面的运作需要继续完善：

a．创业团队合作b．员工招聘与管理c．产品定位d．市场推广e．寻找客户￡

资金筹措g．广告宣传h．盈利模式i．互联网环境的利用j．同政府或行业协会

的合作k．其他

12．贵公司需要来自哪些渠道的帮助：

a．行业专家b．创业成功人士c．咨询顾问d．政府的指导协助e．金融机构的

贷款￡税收优惠政策g．行业协会h．培训机构i．信息领域的专家j．法律、

法规方面的专家k．其他

13．贵公司目前面临何种问题：

a．资金筹措b．成本控制c．产品设计d．市场定位e．定价￡广告推广g．寻

找新客户h．员工招聘i．员工培训与管理j．商业模式的创新k．盈利模式的规

划1．互联网资源的使用m．信息化手段的利用n．其他

14．贵公司目前如何解决人才的问题：

a．市场招聘(专职)b．市场招聘(兼职)c．合作伙伴(创始人)d．顾问咨

询e．亲戚朋友￡互联网(兼职、远程)g．暑期工h．合作分成i．其他



15．贵公司目前的用人方式是否可以满足公司业务运作的要求：

a．短缺b．基本满足c．短期内需要补充d．变化太快，估计不到e．其他

如果用人短缺，或是严重不足，是什么原因?

a．成本压力b．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c．公司缺乏足够的吸引力d．市场不成

熟，不敢急于配备过多的人e．其他

16．贵公司目前在以下哪个方面的资金(或成本)压力较大：

a．日常开支b．员工工资c．产品研发d．市场推广e．广告宣传￡网络或通

讯支出g．客户关系营销h．固定资产i．短期贷款j．其他

17．贵公司采用何种方式降低公司的总体运营成本?：

a．压缩日常开支b．减少员工数量c．多招聘兼职员工d．薪资结构调整e．减

少固定资产投入￡必要的业务外包g．加强互联网营销h．减少广告投入i．商。

业伙伴合作j．其他

18．贵公司是否使用了以下的电脑设备和办公软件?：

a．台式机／笔记本b．局域网络c．文件服务器d．数据库服务器e．邮件服务器

￡网络防火墙g．打印机h．传真机i．无任何电脑设备

19．贵公司是否使用了以下的办公软件?： j

a．Office办公软件b．聊天工具(QQ、MSN等)c．杀毒软件d．文件上传工具

(FTP)e．公司web网站￡公司f-jp g．办公自动化软件h．公司论坛i．具

有公司后缀的电子邮件j．数据备份软件k．其他

20．贵公司目前是否采用了同互联网相关的技术，改善公司的整体运作：

a．web网站b．门户网站c．邮件、聊天工具的使用d．互联网搜索e．互联网广

告￡网络视屏会议g．互联网营销1L互联网支付(电子支付)i．网络协同j．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k．其他

21．贵公司认为目前采用互联网技术门槛在何处?：

乱投资较大b．专业性强c．知识储备不足d．技术人才不足e．对互联网的认

识不足￡实施周期长g．实施难度较大h．需要进一步的培训i．影响当前的业

务模式．j．需要专业公司的顾问支持k．缺乏必要性1．其他

22．贵公司需要当地政府的何种支持(如创业园、科技园、软件园等)：



a．投资融资平台b．政策(企业孵化器)c．税收优惠d．市场和服务的对接e．

信息服务平台￡产业发展的预期与指导g．创业导师团队h．风险投资平台i．

其他



附录2：互联网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分析

为了深入考察当前互联网环境及技术对企业运营的影响，本调查问卷拟从企业运

营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及沟通管理、产品设计研发、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管理、

及资金成本管理六个方面，对互联网环境及技术带来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给

予客观的调查及分析；调查评估将采用比较的方式，对传统的运营模式同基于互

联网的运营模式加以对比，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当前企业受影响，或发生改变的

程度。在此十分感激您能在百忙之余给予这次调查的支持!

调查承诺：本次调查的所有数据将仅为学术性的研究及分析的目的，数据分析结束后将

彻底销毁所有采集的反馈，并严格保守数据的机密性!

在以下的调查问卷中，您只需在相应的表格中标记、／(或者粘贴标记√)就町以了。

由于本次调查会涉及到一些关于企业运营的概念或者简称，在此给出略微详细的解释，

供您必要时参考：

人力资源包含企业中同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内容：招聘、面试、测试、选择、指导、培训、提

高、关怀、评估、奖赏、惩罚、提升、调动、降级、解聘及劳动关系管理。

组织沟通包含企业中同组织机构管理相关的内容：组织结构与设计、工作设计、团队管理、组

织沟通、领导与信任等

产品研发包含企业中同产品或服务设计相关的内容：产品设计、研发、测试量产、市场投放、

质量监控等

市场营销包含企业中同市场营销相关的内容：市场调研、商品或服务营销相关数据的系统化搜

集、整体营销方案的设计及实施、广告公关等

客户关系包含企业中同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的内容：客户关系及服务管理、潜在客户挖掘、服务

响应的标准及实施、服务响应的方式及便捷性等

资金成本包含企业中同资金控制有关的内容：资金、成本控制、ROI、成本分析等

企业运营成本是指在上述各个业务运作单元中可能导致的总体运作成本，它可能包括人力成本、

产品研发成本、营销成本、广告成本、客户关系维持成本、财务管理成本等

企业运营模式是指影响企业盈利模式的商业模式，以及为实现总体战略目标而设计的多个功能

单元的协作模式，这也会涉及到企业内部运作，及同企业外部的合作方面的流程、及供应链的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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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效率是指企业运营过程中现实绩效同目标绩效之间的评估指标。效率既可以从时问维

度，也可以从投入产出比、或者从改善效果等方面加以评估。

器《酌纂旗瓣蕊嚣震纛谶瑟瑟瑟瑟鬣趸嚣鍪繇嚣黧霾蒸霆嚣鬟鬈囊灞
l 贵公司的性质：

a．跨国公司b．国营单位C．民营企业d．家族企业 e．其它

2 贵公司已成立多长时间(大概)：

a．1 b．2年C．3年d．4年e．5年以上

氍辍溅戮鳓醪瞩嚣露篓戮霾鬻麓麓蕊阂薰麓勰浚懑圈
3 企业是否利用了互联网提供的免费信息或资源，或者利用了互联网边际成本

增加近似为“零”的运营模式，为企业带来了成本方面的节约：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丁： 高于 高于 高丁：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0％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0,6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4 企业是否利用了免费的互联网资源、互联网社会关系网络、博客、论坛、邮

件等方式，达到降低企业运营总体成本的目的：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5 企业是否有通过互联网环境及技术，改善企业内部的有效沟通；内部与外部

环境的沟通；或者开展了以客户为核心的双向交流和整体服务体系的改善：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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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6 企业是否利用了互联网环境与技术，在资源管理、组织沟通、广告投放、客

户定位等多方面，获取了较之传统运营模式更为精准的运作效果：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丁：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丁二 高于

单元 化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7 企业是否借助了互联网快速传播的特性，在企业运作的过程中，从以下几个

方面直接或间接，无意或有意地提高了运作的响应速度：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8 企业是否关注和利用了基于互联网环境和技术建立起来的社区渠道、兴趣分

享渠道以及网络营销等渠道，降低企业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管理成本：
运营 无变 高丁．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丁二 高于 高于 高丁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巾．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嚣囊靴莲蓬筝模式酌影蠛懑蠹懑翳鬻黟霪麓薰鬻燮要鬻骥翌翼鬻爨臻鍪霎霎飘
9 企业是否利用了免费的互联网资源、免费互联网渠道具备的低成本优势，实

现或部分改善了企业的总体运营成本：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了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10企业是否利用了免费的互联网资源、免费的互联网渠道的资源优势，部分或

彻底地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了现行的运营模式：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llO



11企业是否利用了互联网环境和技术创造的低价、高互动的方式(及时通讯、

邮件、博客等)，局部或整体地调整或改革了传统的运营模式：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12企业现有的运营模式，是否在互联网环境和技术的帮助下，得到较之传统运

营模式更为准确或者可度量的决策、执行及评估：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13企业是否留意并利用了互联网环境及技术下，信息传递的快速性特点，对现

有的运营模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善或转型：
运营 无变 高r 高丁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14企业是否留意并利用了免费的互联网传播渠道，对运营模式(电子商务、B2C、

B2B)或运营领域(线上、线下、互动)进行了必要的优化和调整：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予 高下 高于

单元 化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萤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簿鳓啦鞣豸泽5够磷鬻嚣鬻翳缀黧燕翳黧黧鬻鬻裹飘荔黧攀溪懑
15企业是否利用了成熟的互联网环境及技术，在保持或降低了原有的运作成本

的前提下，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了现有的运作效率：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丁二

啦元 化 O％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

火系

资金

成本

16企业是否将互联网环境视为一种资源，并利用了这种免费的互联网资源、免

费的互联网渠道的资源优势，对原有的运作效率有了相应的提高：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丁二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17互联网环境下良好的互动性是否在帮助企业提高部门或整体的运作效率的

过程中发挥了必要的作用：

运营
无

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化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18企业在保持和改善整体运作效率的过程中，是否利用互联网环境提供的有效

手段保持甚至超过了原有的精准控制：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丁二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19企业在当前快速的市场变化及激烈的竞争中，是否利用了互联网建立渠道

快、传递信息迅速、获取市场反馈便捷等特点，提高了整体的运作效率：
运营 无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丁二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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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企业是否利用了免费的互联网资源、互联网社会关系网络、博客、论坛、邮

件等方式，提高了企业以下方面的运作效率：
运营 无变 高丁． 高于 高于 高予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单元 化 O％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人力

资源

组织

沟通

产品

研发

市场

营销

客户

关系

资金

成本

戮瓣醑籍彩霄鬻黧翟蕊鬻簿燮黧鬻黟零鬻黧雾翟爹鬻嘲
21在借助互联网环境和技术方面，请评估以下两个维度对企业运营带来的影响

程度为：

有效利用互联网上大量的免费资源

有效引入边际成本近似为“零”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影响
无

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丁二 高于 高于

范畴 O％ I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化

运营

成本

运营

模式

运营

效率

22在借助互联网环境和技术方面，请评估以下两个维度对企业运营带来的影响

程度为：

充分利用互联网上传播的新闻信息、产品信息、市场信息、竞争者信息等有

效信息资源

利用互联网上流行的社会关系网络挖掘产品或客户市场

影响
无

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范畴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化

运营

成本

运营

模式

运营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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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借助互联网环境和技术方面，请评估以下两个维度对企业运营带来的影响

程度为：

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沟通

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企业内部员工同外部客户之间的沟通

影响
无

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范畴 O％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化

运营

成本

运营

模式

运营

效率

24在借助互联网环境和技术方面，请评估以下两个维度对企业运营带来的影响

程度为：

利用互联网环境实现对潜在客户的精准定位

利用互联网环境实现企业产品、营销、及品牌广告的精准投放

影响
无

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范畴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化

运营

成本

运营

模式

运营

效率

25在借助互联网环境和技术方面，请评估以下两个维度对企业运营带来的影响
程度为：

利用互联网提高产品设计和上线的速度
充分重视和利用互联网环境，有效抑制品牌危机的发生，提高品牌危机

的处理速度

影响
无

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范畴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化

运营

成本

运营

模式

运营

效率

26在借助互联网环境和技术方面，请评估以下两个维度对企业运营带来的影响

程度为：

在全球化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利用互联网建立全球贸

易渠道，以全球化的视野参与竞争



巧妙应用互联网，运用整体营销方案，发挥网络营销的传奇魔力

影响
无

变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高于

范畴 O％ l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化

运营

成本

运营

模式

运营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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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论文撰写既是对自我学习的总结，也是对所学知识的一个验证，证明白己掌

握了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掌握了进行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态度。

这篇论文不但意味着个人学习的成果检验，也包含母校的老师对我孜孜不倦

的教诲，代表着老师对学生的期望，代表老师对知识的无私传播，没有各位老师

辛勤的劳动与付出，我们又如何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掌握商业管理的真谛；

感谢老师不仅仅在传授我们知识，更教会我们合作、坚持、努力的人生态度!

在论文即将结束的时刻，脑海有太多太多的人要感谢!激动之余，对论文的

艰辛计划、构思和写作似乎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有那么多来自值得

我永远尊敬和感激的老师、朋友、兄弟姐妹，正是你们的关怀、奉献和付出才帮

助我一直坚持着将论文完美结束，不求有功，但求对自己，对帮助和关心过的人

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方志远博士，没有您的帮助，我的论文不知何时才

能步入正轨!正是您的智慧和关心，我才可以迅速定位论文的主题，并找到论文

分析和验证的方法，奠定论文的良好框架。在论文过程中，您又在百忙之中不时

给予我宝贵的指导，帮我理清思路、克服障碍、鼓励我坚持的信心。多谢您的帮

助和教导，让我受益不浅。在这里我也真心感谢您的夫人，当我困惑于问卷调查

的复杂时，她给了我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和热心的帮助，并且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

的意见，令到我茅塞顿开，最终得以坦然面对问卷调查的挑战。请容许我在此祝

福您同您的家庭身体健康、事业顺利。

在这里，我也要衷心感谢那些帮助我完成问卷调查的朋友、同学、同事们。

多谢Shell，Anne，你的热情和投入，让我多拿到了几份属于你的朋友和同事的

问卷答案；多谢Lawrence，Jun F，Leon，Ellen，Chri，JollIl(还有很多，非常抱

歉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有了你们的帮助，我才可以获得较为真实的调研数据。

在这里，我还要郑重的感谢那些，我虽然不知名字，但是也为本人的论文作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的朋友们!顺便，我也要特别感谢那些肯安排时间和我一起讨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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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讨论企业运营的朋友们，正是你们的付出，让我的论文更加有凭有据，可

考证性更强。多谢了!

在这罩也要感谢我的家庭，如果没有充分的理解和足够的支持，论文的完成

实在难以想象。由于本人的论文撰写占用了大量家庭的时间，在此仅对我深爱的

每位家庭成员报以深深地歉意。

想感谢的人太多，不能一一致谢，就在这里默默地祝福大家吧! 祝大家生

活愉快，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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