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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商务研究和应用的回顾与展望
’

汪应洛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

西安 7 10 0 4 9)

摘 要 移动商务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
、

富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
,

已经引起我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

本文通过对我国移动商务研究与应用的回顾
,

分析了我国移动商务的发展现状
,

并通过与国外相关研究与应

用现状的比较
,

发现我国移动商务研究存在的局限与机遇
.

针对我国移动商务研究处于初步阶段的现状
,

作

者讨论了今后我国移动商务的发展趋势
,

对我国移动商务研究做出展望
,

指出了对我国学者有价值的移动商

务研究领域
。

关扭词 移动商务
,

移动电子商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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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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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完美组合创造了移动电子商务
。

移动性与互联网的融合给人们的工

作和生活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选择
。

因此一个以整合通信
、

网络技术为基础的
“

移动互联新生

态
”
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

,

并酝酿着新一轮的商务革新
。

移动商务 ( M
一

C o m m er
c e

)作为电子商务

的一个子集
,

是指通过手机
、

P D A (个人数字助理 )
、

传呼机等移动通信设备与无线网络技术有机结合

所构成的一个电子商务体系〔̀ 〕 。

移动通信技术是移动电子商务形成的基础
,

但真正推动市场发展 的

却是服务
。

截至 目前
,

大量不同种类的移动商务应用模式正在或即将不断涌现
,

内容被盖到金融
、

贸

易
、

娱乐
、

教育以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

按照应用模式
,

移动商务可 以分为移动金融应用
、

移动广

告
、

移动商务重构
、

移动娱乐
、

移动库存管理和产品定位与搜索等
。

近年来
,

在引进各种创新的移动商务服务平台以后
,

移动商务业务飞速增长
,

尤其是在 日本和韩

国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

市场研究公司 D at a 一m o in ot r
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

,

2 0 0 8 年全球移动商务用户

数量将达到 16
.

7 亿
,

年收人将达到 5 5 40 亿美元
。

主要的横向国际互联网门户网站
,

如雅虎和美国在

线两者已经实行了移动战略 ; 广告业先锋如 D o u
bl ec ilc k 这样的公司正在将移动通信作为广告渠道 /

空间进行测试 ; 音乐界厂商认识到在移动国际互联网设备上宜传和推广音乐的潜力
,

如将 F M 收音机

接人与移动互联网结合在一起可以下载音乐片段
。

几乎所有的无线互联以及有线互联企业均会进人

移动商务
,

只有进人该领域才能将无线终端用户以及有线终端的网民两个社会群体转变为消费的群

体
,

从而为企业的生产带来实质利益图
。

移动电子商务不仅为用户提供一种更为高效
、

简便
、

安全的手段来获取商业信息和进行商业交

易
,

而且对金融机构
、

商业机构来说
,

也降低了成本
,

提高了效率
。

它免除了现金交易带来的短款
、

假

币
、

保管
、

携带等风险和烦恼
,

同时加快收款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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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子商务将对人们的消费购物行为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

移动商务因为其移动性的特点
,

能

够实现随时随地的信息交流
,

其快速的增长和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

使得移动商务目前正在成为一种

技术前沿和富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
。

截至 2 0 0 8 年 7 月
,

中国移动手机用户的数量已经超过 6
.

08 亿
,

约占总人 口的 45
.

6 %川
,

这预示

移动商务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发展前景
。

同时
,

移动商务作为一个重要的
、

富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
,

已

经引起我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川
。

然而
,

与移动商务应用与研究发展较为成熟的欧美
、

日本及韩国

相比
,

我国还处于相对早期阶段
,

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移动商务研究与应用进行回顾
,

分析现状
,

发现存

在的局限与机遇
,

最终促进我国移动商务的更好发展
。

本文的第二部分概述我国移动商务发展现状
,

第三部分分析我国移动商务研究现状
,

第四部分讨

论我国移动商务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

第五部分指出我国移动商务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
,

最后是本

文的结论部分
。

2 中国移动商务发展现状

中国移动电话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19 8 7一 1 9 9 3 年 )为起步阶段
,

主要是满足用

户急需 ; 第二阶段 ( 1 9 94 一 1 9 9 5 年上半年 )为发展阶段
,

中国 90 M H :
模拟蜂窝移动电话成为世界上联

网区最大
、

砚盖面最广的一个移动电话网 ; 第三阶段 ( 1 9 9 5 年下半年至今 )为迅速提高阶段 5[J
。

中国

引进世界上技术先进的 G S M 数字移动电话系统
,

它标志着中国移动通信由单一的模拟制进人模拟数

字并存时代
。

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增长很快
,

2 0 0 4 年就成为世界上移动电话用户最多的国家
,

表 1 列举了截至

2 0 0 7 年 12 月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的用户数
。

因此
,

在移动商务研究方面
,

中国的问题应该予

以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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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数据来源于通讯世界网 , 3 ,

统计数据截至 2 0 0 7 年 12 月
。

据艾瑞咨询预计
,

201 0 年中国移动商务市场规模将达到 76 亿元人民币 ( 图 1 )
。

随着移动通信技

术的成熟
,

新业务
、

新应用将层出不穷
,

包括
:

短信 ( S M s)
、

彩信 ( M M S )
、

W A P 服务
、

交互式语音应答

系统 ( IV R )
、

J A V A 应用
、

B R E W应用等
。

在产业应用方面
,

对于移动交易和购物领域
,

日本走在世界前列
。

统计数据显示
,

2 0 0 5 年 日本通

过手机下载付费信息内容
、

购买 飞机票
、

电影票以及其他商品的成交总额达到了 7 2 20 亿 日元
,

比

2 0 0 4 年增长 39 %
,

已经超过了 日本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全年销售额
。

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
,

目前移动电子商务在中国已经开始有了实际应用
。

在 2 0 0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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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

国内的移动运营商开始进军移动数据网络 ( I nt er en )t 服务
。

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经历了其第一个

阶段
,

即
:

主要提供信息服务
,

如天气和路况的预测
、

股市行情
、

新闻
、

E
一

m ial 等
。

这些服务的特点是

用户在消费前必须和商家签订购买合同 (如在商家的网站上购买消费点数等 )
,

属于预付费服务
,

支付

不在线上进行
,

资金流动形式简单
。

目前
,

移动电子商务正经历着第二个发展阶段
,

即提供具有在线

支付能力的移动商务服务
,

如移动电子银行
、

移动贸易
、

移动购物
、

移动证券
、

移动缴费等
。

与传统的电子商务相比
,

市场规模和用户数量大幅度扩张以及移动电子商务应用的特殊性
,

都预

示着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

中国移动目前已推出手机银行
、

手机炒股
、

手机彩

票
、

移动支付
、

用于增值的消息服务
、

内容下载和预付费充值
、

G P R S 位置服务
、

移动 O A
、

U M
、

IP M 等

移动电子商务服务
,

并推出了自有品牌综合 IM 业务— 飞信
。

相对应的
,

联通则与国内最大的即时通信服务商腾讯合作
,

提供基于 B R E W 平台的
“

腾讯 Q Q
”

即

时通信服务
,

在中国各主要省市的 C D M A 网络中推出
。

2 00 7 年 4 月
,

中国联通与高通
、

大显
、

三星
、

L G 及腾讯携手
,

共同推出三款可一键上 网的多媒体即时通信手机— Q Q 手机
。

这三款手机专为喜

爱 Q Q 聊天的年轻群体精心打造
,

它借助中国联通 B R E W 平台
,

能为用户提供类似于 P C 的 Q Q 体

验
.

从 2 0 0 5 年开始
,

中国联通和微软合作
,

提供基于 B R E W 平台的 M S N 即时通信业务
,

使国际化的

M s N M e s s e n g e r
即时通信业务从 p C 延伸到联通的手机终端

。

目前
,

移动商街已经在全国发展 了 10 家区域运营中心
,

在 21 个重点中心城市开街
,

与 100 家合

作伙伴形成了紧密渠道体系
,

注册商家达到 20 万家
,

注册用户更是突破了 10 0 万
。

而在用 友移动的

2 0 0 8 年移动商街发展战略上
,

将营销 目标锁定为亿万手机用户
,

力图实现商业模式从
“

B ZB
”

到
“

B ZC
”

的转变
,

成为
“

中国移动电子商务的第一品牌
” 。

3 中国移动商务研究现状

.3 , 研究概况

移动商务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

正在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

同时
,

移动商务相关研究

项目也越来越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视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2 0 0 6 年资助移动商务研究项

目 9 项
,

资助总额 2 10 万元
,

2 0 0 7 年资助项 目 3 项
,

其中包括重点项 目 1 项
,

资助总额 1 56 万元 8[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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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n a
dn J i ( 2 0 0 8) 最近的研究指出

,

国内学者对移动商务的研究近年来总体上呈现不断增加的趋

势 (见图 2 )
,

但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对具体问题进行深人研究的论文数量还相对较少
,

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我国的移动商务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 〔̀ 」。

40302010

洲余恤、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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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200 2一 200 ` 年中国移动商务研究论文傲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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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研究领域

目前国内学者对移动商务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以下领域
:

对移动商务的概述性研究
。

主要包括对移动商务的总体研究
、

基本概念的界定等 ; 移动商务及应

用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
。

与消费者行为相关的研究
。

主要包括对移动商务消费者行为的研究
、

对移动商务新技术的消费

者接受影响因素的研究
、

移动客户关系管理技术等
。

移动电子商务应用和服务模式研究
。

移动商务具有优秀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相关的技术支持基

础
,

但对移动商务应用模式的研究
,

即对如何使用移动商务这一领先技术开展更为普及易用的移动商

务应用
,

以及对燕得市场价值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

目前
,

已经开发和正在开发的应用主要分布在包

括移动支付
、

移动广告
、

移动娱乐服务等多个领域内
。

此外
,

这方面的研究还包括移动商务的价值链

和盈利模式研究
、

移动商务应用实例研究以及移动商务商业战略及商业模型的研究等
.

对安全技术的研究
。

主要是研究使用加密技术等无线安全技术为移动商务应用建立一个安全的

无线网络基础
,

以保证商务活动的安全性
。

这方面的研究还包括移动商务安全解决方案的研究和安

全支付研究等
。

对无线和移动网络的研究
。

无线网络基础设施是移动商务的核心技术
,

这方面主要包括对无线

局域网 ( W L A N ) 以及 3 G 等无线网络和网络标准对移动商务的影响进行研究
。

其中
,

对移动商务的概述性研究
、

移动商务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和移动商务商业模型的研究论文

数量比例相对较高
,

这也说明中国的移动商务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

.3 3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
,

我国移动商务研究采用的方法相对单一
,

真正意义上运用实证方法的研究比例明

显偏低
,

根据 M in a
dn ij ( 2 0 0 8) 对其所收集的 1 62 篇国内学者有关移动商务研究论文的分析

,

采用实

证研究方法的比例仅为 14
.

2 %
,

有 85
.

8 %的研究采用非实证方法
,

而在非实证方法方面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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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性
、

说明性研究方面
,

以跟踪国外的概念介绍或者说明为主
,

缺乏应用实证方法探讨移动商务主

题 [` J
,

这和国外实证研究方法为主 ( 6 8
.

1 % ) [ ,〕的情况形成明显反差
。

A l
a v i a n d C a r

l
s o n

( 19 9 2 )指出
,

非实证方法更适合某一研究领域的早期发展阶段
,

随着此领域的逐渐成熟
,

实证方法更加具有严密

性
,

也更有利于从实践中提炼理论〔`。」。

从我国 H C I研究的现状出发
,

探索更深层次的研究问题需要

增加对实证方法的采用
,

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的移动商务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 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研

究方法使用中的局限
。

4 中国移动商务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

从现实情况看
,

虽然移动商务的发展历史还很

短
,

但从应用来看
,

中国的移动网络规模世界第一
,

而且还在快速发展当中
。

我们也看到
,

当前中国移

动商务的应用类型和服务种类的丰富程度和其他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

比如
,

欧洲的移动商务个

人应用消费中
,

网上购物和预订业务
、

交通气象信息和家庭职能化控制占据移动商务的 96 %业务份

额
,

日本的移动商务种类集中于娱乐
、

信息
、

交易和数据库方面
。

而中国 目前移动商务的主流技术为

短信
。

因而中国需要进一步开发范围更广的移动商务服务种类和更丰富的移动服务内容
。

同时
,

中

国从事移动商务的企业规模和数量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

因而需要大力促使新业务的拓展和开发
。

.4 , 理论问题

由于中国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

在很多方面存在巫待解决的问题
。

总体上看
,

国

际上移动商务研究主要集中在移动商务的理论研究 ( m
一 e o m m e r e e t h e o r y a n d r e s e a r e h )

、

无线网络的

基础设施 ( w i r e l e s s n e t w o r
k i n

f
r a s t r u e t u r e )

、

移动中间件 ( m o
b i l e m id d l e w a r e

)
、

无线用户 基础设施

( w i r e
l

e s s u s e r i n f r a s t r u e t u r e ) 以及移动商务应用和案例 ( m o b i l
e e o m m e r e e a p p l i e a t i o n s a n d e a s e s )

等0[]
,

某些领域我国学者的研究尚未涉及
,

或虽有涉及
,

但仍需更加系统深人的分析研究
。

对照中国于 2 0 0 6 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指出电子商务重点研究领域 (包括教育
、

医疗
、

传媒等方面 )
,

作者认为
,

在当前中国移动商务理论研究方面没有充分研究移动商务位置相关
、

紧急性

和随时随地的特性引起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方面的不足
:

首先
,

目前中国某些移动商务应用领域的研究还为空白
。

国内还未出现对移动教育
、

移动医疗
、

移动应急行动等移动商务新的应用领域 的理论研究
。

移动

服务是传统服务和基于互联网服务的延伸
,

但是
,

移动服务具有以往服务形式不具备的移动性
、

位里

相关性
、

紧急性
、

随时随地的访问等特征
,

不 同类型的服务本身也具有 自身的特点
。

比如移动医疗的

及时性和服务质量至关重要
。

因而
,

以往的研究成果在各类移动服务中的适用性就成为一个问号
。

所 以
,

在理论上
,

鱼须针对各种移动服务特征的理论模型
。

其次
,

研究涉及的内容不够深人
。

当前国内有关移动商务消费者采纳影响因素的研究仅针对一部分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
,

并

没有考虑其他影响因素
,

没有深人剖析各类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

而且
,

不 同类型的移动商务的相

关影响因素的类型及相对重要性也会根据服务本身特点而有所不 同
。

随着消费者对移动服务的熟悉

程度不断加深
,

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程度也可能有所不同
,

目前的研究还没有深人剖析各种因素在时

间和使用经验的作用下对移动商务采纳行为的影响
。

再次
,

没有针对新服务的探索性研究
。

作为新兴的商务模式
,

各种新的移动服务不断推向市场
,

然而
,

这些服务在推向市场之前需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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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服务能否被消费者接受
,

需要采用严谨的研究方法论证服务特征对消费者采纳的影响
。

最后
,

我国的移动商务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

采用实证方法对移动商务问题进行系统

深人分析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

随着移动商务的不断发展和成熟
,

要探究更深人的规律
,

就应考虑多种

实证方法的采用
,

不能仅仅停留在非实证研究上
。

4 2 现实问题

另一方面
,

中国移动商务发展还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
:

( 1) 安全性是影响移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问题
。

无论对于传统电子商务还是移动电子商务
,

安全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

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发

展程度
,

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对于移动电子商务持观望态度
,

主要是基于安全性的顾虑
。

目前
,

无论是

无线传输中的网络的安全
,

移动支付过程的安全
,

还是移动终端的装置安全问题
,

都有待进一步改进
。

( 2 ) 服务内容与费用的制约
。

虽然目前的中国移动用户数量巨大
,

但是 W A P 用户不多
。

一方面
,

因为大部分 W A P 网站内容

缺少吸引力
,

大部分是一些新闻
、

天气预报等以文本为主的信息
。

只有丰富的内容才能吸引用户
,

也

只有用户通过对内容的体验
,

不断提高对移动商务的认知度
,

才能进一步促进移动商务的发展
。

另一

方面
,

较高的费用也影响了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
。

资费一直是用户最为关心的问题
,

也是个非常

敏感的话题
,

对于移动电子商务
,

关键是如何制定合理的价格和利益分配机制
。

( 3) 缺乏良好的商业模式
。

传统电子商务的商务模式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渐成熟
,

如网上商店
、

网上拍卖等
,

而移动电子商务

要想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打造良好的商业模式
,

缺少成熟的商业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移动商务发

展的瓶颈
。

( 4) 技术本身的制约
。

首先
,

与有线相 比
,

对无线频谱和功率的限制使其带宽较小
,

带宽成本较高
,

同时分组交换的发展

使得信道变为共享
,

时延较大
,

且连接可靠性低
,

超出覆盖 区服务则拒绝接人
。

所以移动服务提供商

应优化网络带宽的使用
,

同时增加网络容量
,

以提供更加可靠的服务
。

其次是来自移动设备的挑战
,

目前移动设备屏幕尺寸
、

内存以及总存储容量有限
,

用于无线传输的电池寿命有限
,

同时要支持不同的

设备
。

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从事移动电子商务
,

必须提供更加方便可靠
、

具备更多功能的移动设备
。

5 中国移动商务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

未来的发展中
,

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可能呈现出下列发展趋势
:

( l) 多元化的移动商务应用
。

当前最为流行的移动商务应用是有关金融方面的活动
,

移动银行和支付是研究人 员广泛讨论的

话题
。

在许多应用方面
,

移动娱乐服务和游戏有很大潜力
,

而且将可能在未来的移动商务收人中占主

导地位
。

其他潜在的应用还有移动教育
、

移动供应链管理等
。

( 2) 企业应用将成为移动电子商务领域的中心和热点
。

无线客户关系管理 ( C R M )
、

销售管理和其他企业应用 (如报表填写和报送
、

通知群发等 )将使得企

业用户不论在收人和办公效率方面都获益匪浅
。

因此
,

移动商务企业应用将成为移动商务应用 的重

要组成部分
。

( 3) 消费者使用移动设备主要是获取信息而不是进行事务处理和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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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者来说
,

他们主要使用手机获取信息
,

如电子邮件
、

股票行情
、

天气
、

旅行路线和航班信息

等
。

不过尽管这些服务并不代表直接的商业机会
,

但是在电子商务的引导下
,

这些业务有助于构建客

户关系
,

并且创造间接商业机会
。

( 4 ) 移动电话中将集成嵌入式条形码阅读器
,

这为移动商务带来新的风气
。

预计具备嵌人式条形码阅读器的手机很快就能供货
,

这种新功能将在传统商业和网络商业之间

架起桥梁
。

嵌人式条形码阅读器解决了数据输人的问题
,

而这使移动电子商务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 5) 移动终端设备的用户界面将有所改善
。

分辨率较高的显示屏以及具有条形码阅读功能的移动设备会增加用户的友善性
,

但是狭小的显

示屏和烦琐的数据输人方法依然是限制移动互联网易用性和功能性的主要障碍
。

I D C 预测在近期数

据输人方式和屏幕尺寸不可能有较大的改善
。

此外
,

随着中国移动商务应用的不断发展
,

相应的理论研究问题将包括
:

( 1) 有关移动商务行为的研究
。

近年来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移动商务理论应用方面
,

特别是移动商务行为问题
,

移动商务经济学
、

战略和商务模式
,

以及移动商务的述评
、

场合和用途
。

在移动商务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
,

不同的因素

扮演着重要角色
。

在早期阶段
,

技术和基础设施占主导地位 ; 在成熟阶段
,

有关用户体验和营销方面

的研究可能更多
。

( 2) 研究各种各类移动商务技术和应用的接受模型
。

挖掘特定移动商务环境下影响人们采纳对应应用或技术的因素
,

特别是不同情境下的独特的因

素 ; 典型的个人移动商务应用包括购物 (移动支付 )
、

娱乐
、

教育及紧急呼救等
,

组织移动商务应用包括

报表填写和报送
、

通知群发等 ; 典型的移动商务技术包括个性化推荐
、

比较购物
、

安全或隐私保护技术

等
。

可以考虑采用的理论包括
:

理性行为理论 ( T R A )
、

社会比较理论 ( S o e i a l C o m p a r i s o n T h e o r y )和

权利理论 ( P o w e r T h e o r y )等
。

( 3) 移动商务模型和定价机制对服务的采纳和使用的影响
。

这是一个新的而且可能对移动商务采纳领域带来较大贡献的方 向
,

已有研究文献还 未涉及
。

例

如
,

商务模型影响定价机制 ; 定价影响移动商务服务的有用性感知
,

后者反过来影响移动商务服务的

采纳
,

利用这个逻辑建立新的研究模型和框架
,

有助于移动商务的理论发展
。

( 4) 移动商务的跨文化研究
。

在采用移动商务的过程中
,

文化方面的差异可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的话题
。

例如
,

不同文化

背景下
,

刺激人们采纳含有新技术的移动设备的因素
。

信息学家 T
.

W il so n
在他提出的信息行为模

型 中
,

将地域文化确定为影响人类信息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川
。

随着移动商务的更广泛应用
,

文化的

影响也可能更加明显
,

人们对移动商务的服务内容
、

表现方式以及技术与任务结合的方式等方面的要

求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
。

例如
,

通过对中国
、

美国
、

欧洲等国家或地区的跨文化研究
,

可 以发现我 国

移动商务用户使用行为的特殊之处
,

从而可以指导适合我国国情的移动商务模型和移动商务战略的

研究和设计
。

国外较为成熟的移动商务研究成果在我国文化情景中是否适用
,

也是值得我国学者考

虑的地方
。

( 5) 研究各种移动商务环境下的共性问题
。

移动设备用户界面的设计问题
。

随着开发的移动商务应用越来越多
,

用户的基础设施应予以关

注
。

移动设备越来越小
,

处理速度越来越快
,

存储空间越来越大
。

对应的移动界面也需要修改 以适应

新的商务模式的需求
。

无线射频技术 ( R IF D )可能有新的巨大的机遇
。

它对于供应链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

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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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可能涉及安全问题
、

组织中采用 R FI D 的模式
,

以及与遗留系统集成的系统体系结构等
。

此外
,

移动商务主要依靠移动手持终端完成
,

因此
,

移动终端系统的隐私保护等安全问题就非常

重要
。

移动商务活动的另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就是交易各方的信任问题
。

这些问题常常和电子商务中

的安全信任问题联系在一起〔’ 2〕 。

( 6) 其他值得研究的问题
。

包括现代企业管理的下一代移动物流 ( m
一

lo ig st ic s )
、

利用移动商务支持或增强客户服务
、

移动电

视和移动数据服务
、

移动商务和数字多媒体广播
、

移动远程医疗
、

移动远程教育
、

移动商务在汽车产业

的应用
、

移动商务市场开发等
。

最后
,

随着移动商务研究的不断成熟
,

在研究方法上
,

我国学者要探究更深人的规律
,

就应考虑多

种实证方法的采用
,

不能仅仅停留在非实证研究上
。

6 结论

移动商务吸引了业界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

当前无论是对移动商务的产业开发
,

还是其学术研究均

大大繁荣了起来
。

随着移动商务的应用步伐加快
,

3 G 网络在世界范围内相继商用
,

对移动商务的商

务战略
、

商业模型
、

应用模式和消费者行为的研究等基础性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

本文在回顾我国移

动商务研究与应用的基础上
,

结合国际研究现状
,

分析了我国目前研究存在的局限和机遇
,

最后对

我国移动商务研究做出展 望
,

希望促进我国学者发现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

更好地 开展移动商务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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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s e d o n t h e r e v ie w o f t he r e s e a r e h a n
d a p p li e a ti o n s o f m o bi le e o m m e r e e i n C hi n a ,

t hi s a r t i e l e a n a l y s e s t 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s o f m o b il e e o m m e r e e in C h in a

.

F u r t h e r m o r e , t h r o u g h e o m p a r i s o n w it h t 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s o f m o b il e e o m m e r e e i n t h e w o r ld
, th e a u th o r d e m o n s t r a t e s th e li m it a t i o n s a n d e h a l le n g e s o f m o b ile

e o m m e r e e r e s e a r c h i n C h in a
.

I n l ig h t o f t h e p r im a r y s t a g e o f t 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s o f m o bi le e o m m
e r e e in C hi n a , t h is s t u d y

d i s e u s s e s t h e d e v e lo P i n g t r e n d o f m o bi le e o m m
e r e e in t h e f 6 t u r e a n d m a k e s P r o s P e e t f in a l ly

,

i
n d i

e a t i n g t h e v a l u a b l e

r e s e a r e h t o P ie s t h a t w o r th s t u d y in g fo r C h in e s e r e s e a r e h e r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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