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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化现状和合理推进
!

魏
!

珊
!

操志利

摘
!

要!中国信息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推进中国信息化的措施包括!需要实施(宽带

中国计划)"夯实推进信息化步伐的基础%通过制定(缩小数字鸿沟计划)"构建公平的信息

利用环境%推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型服务业"推动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为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服务%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信息惠民"为国民提供

安全$可靠$有保障的公共信息源#

关键词!信息化%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信息化是指电子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引起工业

经济社会向信息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它是信息技术逐步开发和普遍运用"信息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信息技术技术日益成为最重要的技术"信息产业逐步成为主

导产业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简新华 "

011Q

!

03

'

#信息化现象很早就为研究人员所关注#

例如"

5<4R

年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美国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原因在于

5<4R

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从事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数字超过了蓝领

工人#然而"当今信息化的内涵已经和
5<4R

年研究者所理解的信息化的内涵完全不同

了#现代信息化的特点包括!第一"从数据$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数字化的信息化阶段"

开始进入在数字化基础上以计算机网络和数据通信网络互联$网络化信息化阶段#第二"

以智能手机$高性能计算机对数字化信息进行云计算"以及物联网高度发展$智能化的信

息化阶段#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和迈特卡尔定律描述了信息设备$信息容量和互联网发

展速度的规律#大约在
52

个月左右的周期中"信息设备的性能和信息容量翻一番%每
R

个月时间"互联网的带宽增加一倍
&

L'

,

"

0151

'

#因此"如果没有时间限制"简单地谈中国信

息化发展的现状是一个空洞的话题#鉴于此"本研究信息化定位于
05

世纪新世纪以来中

国信息化的状态和特征#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的信息化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应用$信息

源建设$信息化与相关社会变量的相互作用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此"

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信息化发展相关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合理的战略对策#

一$中国信息化的国际比较

与世界主要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情况来比较"中国的信息化发展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一'中国信息化发展进程落后于全球信息化发展平均进程

尽管中国的信息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世界水平比"中国信息化与世界平

均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从总体上看"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在全球的排名基本上在
Q1

位之后#信息化发展指数的绝对值也比全球信息化发展指数的平均值要小&见图
5

'#在

0150

年中国的信息化发展指数为
Ai52

"低于全球信息化发展指数的平均值
Ai34

#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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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看"中国新世纪以来各个年份中的发展指数都低于同期世界的平均水平#

图
&

!

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值和世界信息化发展指数平均值的比较图

&二'中国信息化的硬件建设不足

信息化的硬件建设通过信息化接入指数来衡量#从信息化接入指数来看"中国信息化接入指数在

全球排名中有下滑的趋势#

0110

年"中国信息化接入能力在全球排
Q5

位"自
0151

年开始"中国的信息

化接入能力在全球排名有所下滑"

0151

年是
24

位"

0155

年是
20

位"

0150

年是
21

位#与
51

年前相比"

中国的信息化接入能力与全世界相比"排名下滑了近
51

位#从信息化接入指数的绝对值来看#中国信

息化接入指数与全球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以
011Q]0151

年为例"

011Q

年"中国信息化接

入指数与世界平均值的差距为
1i55

"到
011Q

年"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为
1iRQ

"所以说中国的信

息化硬件建设上还应该加大投入力度#

表
&

!

中国信息化接入指数与全球信息化接入指数平均值的比较

011Q

年
0112

年
0151

年

中国在全球的排名排名
Q1 Q3 24

中国的信息化接入指数&

5

'

3iR4 3iQ5 3i2R

全球信息化接入指数平均值&

0

'

3iQR Ai1Q Ai43

&

0

'

]

&

5

'

1i55 1i3R 1iRQ

&三'中国信息化消费不足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化在中国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渗透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信息化使用上的

进步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信息化使用指数在全球的排名从
0110

年的
QA

位上升到了
0150

年的
RR

位#但是与全球信息化使用情况相比"中国的信息使用情况并不乐观#中国的信息消费状态近
51

年来

一直低于世界信息使用的平均水平"并且差距有轻微扩大的趋势#

0112

年中国信息化指数与全球平均

值的差距为
1iR5

"到
0151

年这个差距为
1iRA

"两年间"差距扩大了
1i13

#

表
$

!

中国信息化使用指数与全球信息化使用指数平均值的比较

指标 对象
011Q 0112 0151

信息化使用指数

中国&

5

'

1i25 5i1< 5iQ3

全球&

0

'

5i3< 5iQ 0i3Q

差距&

0

'

]

&

5

'

1i42 1iR5 1iRA

&四'中国信息化技能一直处于世界的平均水平附近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中国的信息化技能指数在世界上的排名一直在
<3

位附近波动&见图
0

'#

国际电信联盟进行统计的国家或者地区总计有
544

个国家#

<3

的位置相对来说处于中游偏下的位置#

与排名相对应"中国的信息化技能指数也几乎接近于世界信息化技能指数的平均值#以
011Q

年来说"

中国的信息化技能指数为
Ri35

"同期世界信息化技能指数为
Ri3

#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目前信息化技能

上的欠缺是导致中国信息化应用上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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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中国信息化技能指数在世界上排名情况

二$中国信息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尽管在
05

世纪的前十多年来"中国的信息化进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一个非常清晰的现实

是"与世界平均水平比"中国信息化进程处于世界的中下游#如何改变这一现状"顺应全球信息化发展

趋势"以信息化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当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的新挑战与新任务#从中国经济

现状及全球信息化发展态势看"中国信息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

&一'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机遇

信息化作为一个新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信息化发展有着明显的机遇"表现在!

5M

中国具有信息消费的巨大潜力#中国拥有
53

亿人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

0111

年"

中国的
6=J

在全球的排名已经升到了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处于稳步增长阶段#世界银行甚

至认为中国
0155

年就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状态#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对于

信息的需求是非常强大的"这是促进信息及其相关产业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M

中国拥有后发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有发展经济学所讲的后发优势#中国在信息化

过程中可从发达国家那里借鉴经验和教训#同时"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信息化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的信

息化物质技术基础"减少自身研发周期"从而节约成本#

3M

中国具有信息化的物质基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具有局部的技术优势#在信息化

过程中"中国在若干信息基础技术上具有优势#例如"

0153

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发的天河
0

号计算

机"以峰值计算速度每秒
4iA<

亿亿次"持续计算速度每秒
3i3<

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的优异性能成为

世界上运算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第二是中国具有信息化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基础#中国在信息技术上目

前正在奋起直追"

011R

年中国成功研制出
OJ>R

核心路由器"在
0112

年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OJ>R

示

范网#

&二'中国信息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现阶段拥有信息化发展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5M

中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在地区之间$在地域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三

个方面!第一"地区的不平衡性#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

衡问题"这带来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东部$中部$西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相对而言"西部地区处于贫

穷和落后状态"无力独立承担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基础设施的建设滞后#而东部地区经济

相对发达"具有高度发达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地域的不平衡性#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也存在信

息基础设施的(代沟)问题#大城市中无线互联$

!-T-

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中小城市中"目前信息的传

输还在使用有线宽带等作为主要传输手段#信息基础设施在地域和地区间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是一个问

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机遇"中国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并不是已经完成了"而是还有大量的工作需

要脚踏实地去完成#第三"基础设施的不平衡性#随着信息化传输介质从过去的铜芯线缆向光纤传输"

甚至通过无线传输"中国过去所铺设的一些铜芯线路和光纤传输线路面临着升级的问题#所以"基础设

施不平衡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基础设施的地区存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铺设问题"另一方面是已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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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地区面临着与时俱进的跟随技术进步的升级问题#

0M

中国的行业管理体制中"对于信息化的管理力量和统筹力量存在部门利益相互掣肘的现象"造成

信息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影响了中国信息化的进一步深化#在信息化的行业管理体制中"中国存在广

电网$电信网$互联网三个网络分别属于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其中电信网属于企业管理"广电网过去由

广播电视管理局管理"互联网有中国自主产权的
(

网$教育科研网等各种类型的网络#尽管
0111

年来"

中国政府就开始把(三网合一)作为将来信息化发展的方向#但是
51

年来"(三网合一)的进程举步维

艰"部门利益保护及其相互掣肘让这项有利于减少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的工作"直到
0151

年才正式在
52

个城市开展试点#(三网合一)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实施还有待时日#信息化过程是对国民经济各个

行业和产业进行重新组织的一个过程"也必然引来各个利益团体之间就信息化进程方面进行利益的博

弈#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使得信息化过程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严重

浪费了社会资源#一方面在信息基础设施进行升级上需要大量资源"另一方面一些宝贵的资源却在进

行重复投资"这种现象对于中国信息化的深化是一个挑战#

3M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与国民对信息基础设施需求之间存在矛盾"造成基础设施不能适应中

国国民对大量信息应用的需求#尽管新世纪以来中国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不遗余力"但是不可否认

的是"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与国民对于信息需求上的矛盾并没有根本性解决#中国的网速低"宽带

不宽"宽带的普及率低#截至
0153

年
Q

月
31

日"中国的网速平均只有
5iQLC

%

D

&新浪科技"

0153

'

"中国的

平均接入网速仍处于低速宽带阶段"在全球仅排
<R

位"韩国的互联网网速仍在全球排名第一"达到

5Ai0LC

%

D

#较慢的信息传输速度造成对信息需求的漫长等待"国民为了获得等量的信息容量"往往需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许多网民用手机上网$看视频时"常常碰到图片细节不清$视频播放不畅$甚至断掉

链接等问题#所以"当今中国国民信息的获取效率是比较低下的"造成大量的信息应用需求得不到满

足"影响了中国信息化应用的进一步深化推进#

AM

中国政府对于信息的监管上还处于摸索阶段"造成社会对于信息自由与监管的边界把握上存在

疑虑"引来诸多的争议和矛盾#信息化作为一个新鲜事物"信息化在向各行各业进行渗透的过程和规律

大家都在不断进行总结和思考中"因此"中国政府对于如何管理信息也在不断的摸索之中#例如"在进

行信息化管理过程中"对于在公共论坛上发表评论要求进行实名制认证"申请微博$微信$博客等要求实

名制认证"设置防火墙对境内外的信息进行屏蔽"对诸如
/

""

/

&)

等不遵守中国互联网管理规定的公司

进行坚决抵制"设置防沉迷机制防止未成年人长时间沉迷在游戏中等#这些貌似限制信息自由的监管

举措与社会上一些要求完全放开信息监管的呼声是相矛盾的#究竟信息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在学术上

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实践上更加是一个难以操作和量化的问题#正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许

多的争议"造成矛盾体的双方相互攻击"引来一些对抗性行为"甚至是网络约架的方式来解决这种争议"

成为了网络暴力行为#

三$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对策

信息化不是一个虚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在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信息化作为一个

进程"没有终点"随着新的技术创新"信息化会出现新的特征和形式#针对中国当前信息化的特点和面

临的挑战"本文基于目标
I

满足的模式"提出一个推动中国信息化合理推进逻辑框架#该框架由两个要

素构成"即中国信息化合理化的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措施要点"详细框架见图
3

#

针对于上述框架"具体而言"本文认为需要做好如下几方面的事情!

5i

进一步推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升级和更新工作"实施(宽带中国计划)"夯实推进信息化步伐

的基础#政府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针对不同地区和地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完善的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对经济发达地区"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用市场#对于边远地区"政府主

导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保证边远地区能够获得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对待#这些投资本身就能够促进地

区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有利于信息化对产业$社会$文化的整合"投资和社会整合过程两者相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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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中国信息化合理推进的方案框架

促进"相互补充"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0i

通过制定(缩小数字鸿沟计划)"构建公平的信息利用环境"确保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

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在城市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补贴$政策性贷款等方式提高低收入家庭

的支付能力"满足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光纤到户过程"从而解决其信息获取上的困难#对农村领域"进一

步完善(家电下乡)政策"将电脑$手机$数码相机$电话$电视机等信息产品纳入下乡产品目录"提高补贴

的力度"满足其对信息的需求#

3i

积极推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型服务业"推动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为国民经济的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服务#政府需要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鼓励企业之间的重组和兼并"通过淘汰落

后产能"推动能源$装备制造等加工业领域装备的数字化改造"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通过农业流通领域

的信息化"为农产品的高效流通服务%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建立现代金融$物流新型服务业产业体系#通

过电子政务的建立"为国民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增强政府的透明度"从而获得国民的拥护#

各行各业顺应信息化时代的各种改变"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国民经济领域"政府

要在总结过去(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试点的经验上"加快总结试点单位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对这种经

验进行推广#

Ai

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信息惠民"为国民提供安全$可靠$有保障的公共信息源#公共信

息服务平台包括教育$医疗$金融和就业等方面#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建立有利于公众获得安全$有信

任感的信息源"推进教育$医疗$就业等优质资源的共享#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就业信息联网的建立对普

通劳动者而言"有利于劳动者了解各个地区岗位的状态"并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国家而言"有利于国家掌

握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需求状况"为宏观劳动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金融
OH

卡的全国联网能够满

足公民在中国范围内的旅游$购物$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为其尽情消费提供便利#

4i

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消费环境"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提高网络信息的安全保障能力#保障信

息安全包括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是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制环境#中国当前的法制建设远远落后于

信息化的快速发展"需要加强对于信息化过程中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的研究"加强相应的立法工作"建

立和完善中国信息安全的法律框架和相关的管理制度#第二是技术层面#需要加强技术的研发工作"

修复网络中的各种技术漏洞和破绽"防止这些漏洞被不法分子利用"完善网络的管理工作"制定出严格

的信息安全技术保障规范"并在实践中严格执行#第三是实践执行层面"对于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不法

分子"不能姑息纵容"要毫不手软地进行打击"已达到对其他潜在犯罪的威慑作用#

此外"在推进中国信息化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信息化进程的推进是由政府主导推进还是由市场主导推进3 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各有

优劣#市场主导倾向于利益导向"对于盈利领域"市场会格外关注"但是这种关注往往引发盲目投资$产

能过剩等问题#它的优点是有利于调动社会的投资积极性#政府主导的优点在于能够保证公平"政府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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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参与可以保证不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下去"其缺点是政府投资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

究竟是市场主导好还是政府主导好"在学术界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研究认为"中国的信息化进程

的推进需要对不同地区进行区别对待"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信息的强劲需求会促使社会资金的参与"这

些地区可以采取市场主导的方式进行#而对于中国西部不发达地区"需要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

进行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保证社会的公正和公平#

第二"信息化是放任不管还是需要进行严加监管3 可以说信息化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带来了生产

效率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信息的泛滥也引发着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在
0151

以来埃及

的社会动乱之中"许多研究者都可以看到
T'()C""$

$

:U-::)#

等社交网络对在埃及动乱中的推波助澜的

作用#

0155

年
2

月
R

日"英国伦敦一位黑人平民被警务人员枪杀引发民众上街抗议"最终演化从伦敦

向全国蔓延的社会骚乱#研究者在分析这起骚乱的过程中发现
T'()C""$

"

:U-::)#

等网站中信息的放任

不管造成社会的重大伤害#本研究认为"信息的自由化必须辅之以法制相随"自由化的极限在于法制"

自由不能损害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能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自由的边界#

自由过程中触碰到法律的规范就是违法行为"需要严加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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