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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网格技术在我国企业信息化进程中的应用现状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企业网格的三

级商业模式 ,并探讨了如何构建第三级商业模式 ———第三方网格 ,以期为我国企业应用网格技术的商业运

作提供指导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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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格 (grid) 是从电力网格 (power grid) 中借鉴

过来的一个概念 ,原本是希望计算力和计算资源能

够像电力一样 ,“打开电源开关就可以使用”,不用去

关心是谁、如何提供的这些服务。它的目标是抽象

并量化计算资源 ,随时随地能够通过网络“定额”完

成“定量”的相关计算工作。网格技术的主要特性包

括 : ①高性能。网格不仅拥有高带宽以及高性能的

计算机 ,而且还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优势资源。②

一体化。网格技术能把计算机上的所有资源和知识

孤岛连为一体 ,在逻辑上就像一台机器。用户可以

方便地使用网格资源 ,就像使用自己计算机上的资

源那样方便。③资源共享。网格能够共享的资源范

围可以无限大 ,它包括网络服务、应用软件、数据、信

息、知识以及计算机、雷达、家用电器等设备和仪器 ,

并具有面向用户和透明性的特点 ,用户可以在不考

虑资源物理位置的情况下 ,通过网格方便地使用这

些资源。④协同工作。通过网格的众多结点 ,整合

而成的“超级计算机”的协同工作 ,实现了广域化、空

间化、无限化的连接 ,全球性的资源共享可瞬间享

受。⑤知识生产。网格可以通过互连、组合、协同解

决用户的各种复杂问题 ,从而产生具有附加值的新

服务、新数据和新信息等资源来满足用户的新需求 ,

即可以进行知识的再生产[1 ] 。

目前学界和业界围绕网格开展的研究有很多 ,

但绝大多数研究是从技术角度出发的。这些研究大

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研究网格自身的理论与技术

问题 ,如各种网格算法、网格模型等 ;二是研究网格

技术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 ,如数字图书馆网格、电子

商务网格等。然而 ,对企业应用网格技术的商业模

式研究却很少[224 ] 。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提

出我国企业网格的三级商业模式 ,并探讨了如何构

建第三级商业模式 ———第三方网格。

1 　我国企业信息化中网格技术的应用
现状

　　2004 年初 ,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宣布 ,其

将与 IBM 公司合作 ,共同建立中国第一个企业应用

网格系统[5 ] ,这标志着网格技术正式应用于国内企

业。然而 ,目前我国应用网格技术的仅仅是一些大企

业 (如中石油) ,广大的中小企业在网格技术上的实践

几乎没有。具体来讲 ,网格在我国企业信息化的应用

现状具有以下特征 : ①企业普遍看好网格技术带来的

成本降低与效率的提高 ; ②企业普遍对网格技术持观

望态度 ,等待技术的成熟与应用的普及 ; ③企业期待

借助网格对信息系统进行改革 ,消除信息孤岛 ,优化

资源配置 ; ④企业最担心的三个问题主要是应用网格

的成本、所需的技术及预期的效果 ; ⑤企业最需要了

解的问题是网格系统与原系统的关系 ; ⑥将来网格应

用的主要领域是资源整合和商业计算[6 ] 。

2 　企业网格的三级商业模式

企业网格之所以会面临目前的处境 ,主要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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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网格技术的应用缺乏一个成熟有效的商业机制。

正如国家“八六三”计划高性能计算机及其核心软件

专项总体组组长钱德沛教授所说 :“目前网格技术缺

乏一个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 ,这是网格技术大规模

应用于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门槛[7 ] 。”为此 ,在系统研

究网格理论以及全面分析网格技术在我国企业信息

化中应用现状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企业网格的三

级商业模式 ,如图 1 所示。

图 1 　企业网格的三级商业模式

　　对于图 1 所示的三级商业模式解释如下 :

1)第一级商业模式是企业级网格。它的服务对

象主要为大企业 ,其目标是整合企业信息资源 ,提高

效率 ,改善成本 ,如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建立

的企业应用网格系统。

2)第二级商业模式是行业级网格。它服务于一

个行业的内部 ,其主要目标是打造行业信息化基础

设施 ,促进行业级的资源共享 ,减少重复建设 ,如以

CORBA、DCOM、RMI/ EJB 为代表的行业互操作平

台便属于此类[8 ] 。

3)第三级商业模式是第三方网格。它的服务对

象为全社会。通过建立像电信行业那样的集中运营

商机制 ,它可以推动整个社会资源的整合 ,便于中小

企业提高效率 ,促进社会进步。典型案例便是 Sun

公司面向企业用户提供的“CPU 小时”服务[9 ] 。

可见 ,企业网格三级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是由

内而外 ,起点是企业级网格 ,行业级网格是一个过渡

阶段 ,最后二者势必统一于第三方网格的大潮之中。

因此 ,本文探讨的第三方网格是一种理念“超前”的

商业运作模式。

3 　第三方网格的构建

基于上面提出的企业网格三级商业模式 ,本文

将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适合我国企业信息化现状和

未来发展目标的第三方网格。

311 　构建第三方网格的重要意义

从目前网格技术在我国企业信息化进程中的应

用现状来看 ,构建第三方网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这主要表现为 :

1)第三方网格是三级商业模式中前两者的最终

发展趋势。一方面 ,大企业发展自身网格资源 ,既可

以为自己所用 ,起到原来预期的效果 ,而且在加入第

三方网格资源之后 ,不仅其自身资源的优势可以得

到加强 ,还可以带动整个网格系统的计算能力和信

息资源共享规模的提升 ,给中小企业带来更多的收

益。另一方面 ,行业级网格的建设理念与第三方网

格的理念十分接近 ,通过第三方网格的建设 ,可以避

免行业级网格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行业间重复建

设的问题 ,从更高层面上实现资源的整合利用 ,降低

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成本。因此 ,研究和推动第三方

网格的成熟与应用对于前两者的研究和应用具有同

样的积极意义。

2)第三方网格在我国企业信息化建设中具有较

为成熟的现实基础和潜在的市场需求。首先 ,我国

拥有一批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大型企业 ,这些企

业本身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资源和计算能力 ,有的

还拥有自己的企业级网格系统。未来的第三方网格

可以以这些大型企业为骨干节点。其次 ,我国还拥

有大量不具备足够的计算能力与资源的中小企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这些企业对于计算

能力和资源共享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强烈 ,这就使得

建设第三方网格具有潜在的市场需求。

3)第三方网格是一种超前的、符合信息化发展

前景的商业运作模式。在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几十年

间 ,曾经走过不少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弯路。究其

原因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设之初理念不够超前 ,缺

乏科学有效的远景规划。要想在未来的网格建设中

不重蹈覆辙 ,有必要探索一种超前的、符合信息化发

展前景的商业运作模式。本文提出的第三方网格就

是这样的一种模式。通过研究和推进第三方网格的

建设 ,可以有效地指导企业级网格和行业级网格的

科学建设 ,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现象。

312 　第三方网格的运作模式

下面将首先通过探讨网格产业链和网格服务过

程来阐述第三方网格的运作模式 ,然后进一步分析

第三方网格存在和运作的宏观环境 ———网格服务产

业生态链 ,从而把握和影响第三方网格的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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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1 　网格产业链

第三方网格的运作模式将与各种传统产业的运

作模式完全不同。随着用户需求模式的改变 ,传统

的顾客至上的运作原则将随着网格商业应用的逐渐

完善和运营得到改变。在第三方网格的运作模式

中 ,网格设备制造商和网格运营商以及网格用户之

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构成了网格产业链 ,见图 2。

图 2 　网格产业链

网格技术的一大特点就是资源利用 ,所以网格

技术与第三方网格的结合 ,主要是建立起一个能充

分利用现有资源的网格基础设施 ,而不是一味地去

追求新设备 ,这样将大大节约网格运营商购买设备

的开销 ;对网格设备制造商来说 ,可以将人力、物力

和财力集中在新技术规划和应用研究上 ,而不是重

复去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高和盈利不大的网络设

备。当然 ,网格设备制造商应该利用在网格设备生

产上的技术优势 ,研究出符合网格环境的新的网格

设备来。如中国科学院已经研制出并在“曙光

4000A”系统中实现的网格路由器等[10 ] ,使网格技术

在整个网格产业链乃至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充分应

用 ,并使网格设备制造商、网格运营商以及网格用户

三者在现有的基础设施上获得更大的收益。

网格计算在第三方网格运作模式中的应用对于

提高网格运营的效率、保障网格运营商的投资以及

适应未来网格服务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网格设备制造商而言 ,如果能够提供支持网格计

算的软件和硬件产品将会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赢得

机会。由于网格计算能够实现充分的资源共享 ,能

够在现有软、硬件架构下达到运营投资的利润最大

化 ,所以它是实现网格设备制造商、网格运营商以及

网格用户多赢的有效手段。

31212 　网格服务过程

网格服务是针对各行业系统应用的特点对各种

业务的抽象。它可以解析各种业务 ,或者根据工作

流技术、服务聚合语言等实现业务的服务化 ,再由作

业管理、数据管理进行流程控制 ,并使其信息服务和

安全监控一直贯穿其中 ,从而使得网格资源中的具

体系统应用能够专注于本身功能的实现 ,无需考虑

资源的动态性、数据传输、作业分配及安全问题。网

格服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有效地提供统一的业

务生成技术、体系、环境 ,从而解决了难以形成统一

的业务接口、难以形成统一方便的业务管理环境、难

以形成统一的业务开发环境 ,以及难以保障服务质

量、安全、计费等功能实现的难题。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网格业务不仅仅包括以上几

种业务 ,还包括原有的业务、新业务和第三方业务。

因为当采用了整合的网格服务时 ,无论是哪种业务 ,

企业都不需要考虑其控制和实现情况 ,只需要知道

其使用接口 (网格服务接口)即可。对于业务的提供

者 (第三方网格服务提供商) 来说 ,把业务封装为服

务 ,提供服务接口进行发布就可以实现共享。如果

业务通过高层中间件封装为高级服务 ,又是一个更

高层次的网络开放 ,它意味着各种业务之间都是松

耦合的 ,业务可以组合、可以分解 ,非常灵活。具体

行业的各种业务 ,例如电子商务、网络规划、决策支

持、数据挖掘、计费等 ,在第三方网格的运作模式下

都是一个服务化的整体过程 ,如图 3 所示。

图 3 　第三方网格的服务过程

就电子商务来说 ,在传统运作模式下可能要分

解为查询定价信息、账号管理、交易计算等 ,这些基

本的应用已经存在于所有企业的原有的业务操作应

用系统之中 ,现在通过图 3 所示的定义服务接口就

成为了可用的网格服务 (在最低层) ,因此高层业务

需要分解为多个基本应用 ,而基本应用的管理、执行

均由网格中间件进行。

图 3 中的网格门户 ,即在第三方网格服务过程

中的网格运营商 ,为用户提供了启动应用程序的接

口 ,该应用程序将使用其下层所提供的应用服务。

通过网格门户 ,用户将网格看作虚拟的计算资源 ,就

像用电户将插座看作虚拟发电机的接口一样。采用

网格门户技术 ,可以有效集成后台应用系统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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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为各类访问者提供统一的信息访问和业务系

统入口 ,并依据不同的授权对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访

问方式 ,实现一站式的服务和办公环境。

31213 　网格服务产业生态链

基于以上分析 ,整个网格服务的产业生态链主

要包括三种角色 :内容提供商、网格运营商和内容使

用者 ,而且这些角色都将最终建立在基于网格的平

台之上 (如图 4 所示) 。网格运营商根据各内容提供

商的请求创建服务 ,这些服务注册到网格服务信息

中心之中 ;内容使用者根据其需要可以查询 ,并且通

过网格中间件组合服务、监控管理工作流 ;内容提供

商再根据内容使用者的需求变化 ,不断地生产出新

的服务内容 ,然后请求网格运营商创建新的服务业

务。三者共同融入到网格服务的产业生态链中 ,形

成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

图 4 　网格服务产业生态链

从图 4 可以看出 ,内容提供商和网格运营商都

是虚拟组织 ,这些虚拟组织包括各种战略联盟 ,例如

电信运营商与相应的固话网、宽带网、移动网等业务

网络运营部门紧密结合 ,向客户提供完整的综合信

息服务 ;也可能是网格运营商和内容提供商的结合

体 ,比如现在的宽带网络经营者和网站的联盟。至

于这些虚拟组织之间的交互 ,如资源的分配、计费、

安全等问题 ,借助于网格技术将迎刃而解。因此 ,网

格运营商将是未来网格服务产业生态链中的关键一

环 ,而解决第三方网格运作模式中的问题也就不能

仅仅着眼于网格本身 ,而应该全面地考察网格服务

产业生态链的大环境。

4 　结束语

网格是当前 IT 和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前沿 ,它

是计算机体系结构、操作系统、用户界面领域一项重

大的突破性创新。我国已经错过全球微电子发展的

高潮 ,因此网格的机遇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在我国

大力开展网格研究和应用的过程中 ,本文所探讨的

第三方网格的运作模式势必会对企业应用网格技术

的商业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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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Business Operation Mode of China′s Enterprise Grid :

The Construction of Third2party Grid

Shen Jing , Qin Mang
(Depart 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 : By analyzing t he application status quo of grid technology in t he informatization process of China′s enterprises ,t his paper put s for2
ward t he t hree2class business mode of enterprise grid f rom a new perspective ,and explores how to const ruct t he t hird2class business mode and

t he t hird2party grid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s and references for t 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 he applications of grid technology in China′s enter2
prises.

Key words : enterprise grid ; business mode ; t he t hird2party grid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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