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互联网可能是人类在 20 世纪做出的对 21 世纪影响最大的发明。

开放、自治、动态变化是互联网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互联网计

算与传统的分布式计算有本质的不同。互联网软件与传统软件也有明

显区别，互联网软件既要像桌面软件一样方便易用，满足多样化的个

性需求和适应动态负载与可扩展性的要求，还要有效利用分散、自治、

异构的网络资源，支持跨管理域的系统集成。 

历史上并没有人设计今天的互联网，互联网是自己演化涌现形成

的。近 20年来，互联网的新技术和新应用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每年都会出现一些与互联网有关的新概念，如 Web X.0，SOA, SaaS, 

网格，云计算等等，知识的总结赶不上技术的进步。技术工作者疲于

接纳不断冒出的新名词，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个成熟的网

络应用技术人员应该对网络有深刻的理解，不仅要理解当前的网络，

而且要理解网络的演化规律。 

市面上关于互联网的书籍很多，但多数是介绍产品工具的具体技

术。目前研究生采用的有关互联网计算的参考书大多是跨国大公司产

品白皮书的汇集，缺少对科学问题与基本原理的归纳，很难找到一本

从原理和共性规律的角度阐述互联网计算核心技术的参考书。中科院

计算所韩燕波研究员结合多年科研与互联网应用实践的体会，在自编

研究生教材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这本《互联网计算原理和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对澄清和阐述网格、云服务等互联网

计算背后的本质问题和关键技术是一次有价值的探索。 

这本参考书没有讨论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和协议，而是关注互联网

软件的构建、运营、应用的理论与方法，重点包括互联网分布资源的

存储和管理、服务资源的虚拟化、XaaS 模式的第三方运营和优化、



互联网分布式系统的安全与信任等内容。在归纳网格、云计算等各种

互联网应用的基础上，提出了统一的互联网 CSI 体系结构，试图体现

互联网计算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对读者高屋建瓴地把握复杂缤纷的互

联网计算颇有裨益。 

此书的一个特点是试图兼顾讲解理论知识的严谨性和与培养实

践能力的应用性，每一个概念都尽可能确切地给出了较严格的定义。

比如此书对“服务”的定义是“自治、开放、自描述、与实现无关的

网络构件”, 作者从互联网计算的角度对“服务”做这样的抽象，对

读者理解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可能有所启发。此书第三篇“实践篇”用

两章的篇幅叙述了基于 VINCA 的服务集成方法和软件应用，VINCA 是

中科院计算所经 8年努力发展起来的一套互联网计算环境下以最终

用户编程和第三方运营为特征的服务集成方法与软件工具集合。通过

学习 VINCA 的应用，可以使读者将前几章学到的理论知识具象化，避

免满脑子堆积似懂非懂的教条。 

互联网计算是发展很快的技术，一本参考书即不可能讲述互联网

已有的全部技术，更不可能保证书中的内容都符合未来的主流技术。

但愿这本书能帮助读者理清一些思路，使读者能从更高一些的角度认

识互联网计算，少一点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新术语的迷惘。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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