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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na shou ld u se the experiences of o ther coun tries fo r reference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fields of st rengthen ing leadersh ip , perfect ing law s and re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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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产业是专门从事信息机器生产、信

息加工整理与提供、信息技术研究的产业群

体。它是一种智力、技术、知识密集型和高渗

透、高增殖型产业, 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

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信息产业起步不久, 同

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至少落后 20 年。因此, 只

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做到“高点起步”, 急起

直追, 才是快速发展我国信息产业的出路。

1　美、日、中信息产业之比较

衡量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发展水平有两项

标准: 一是信息部门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

(GN P) 的比重; 二是信息部门的劳动力数占

社会劳动力总的比数。据悉, 美国 1967 年信

息产业占 GN P 的比重为 46% , 1972 年为

50% , 1985 年为 60% , 1990 年上升为 75% ,

预计 2000 年将达到 90% [1 ]。现在美国信息

产业的产值接近 5000 亿美元[2 ] , 占世界信息

产业总产值的 35% [3 ]; 从业人员, 1981 年为

51% , 1987 年 达 到 67% [4 ] , 目 前 已 达 到

76%。日本信息产业发展也较快, 1983 年占

GN P 的 913% , 到 90 年代就占 GN P 的

55% [5 ]; 从业人员, 1980 年就达到 3813% [6 ]。

我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到 1995 年占 GN P 的

2712% , 到 2000 年将超过 30% ; 从业人员,

到 1995 年只占总从业人员 1816% [7 ]。差距

是显而易见的。下面就美、日、中三国信息产

业各个组成部分予以比较。

1. 1　计算机业　它包括计算机制造业 (硬

件) 和技术业 (软件)。从 1965～ 1985 年美国

计算机硬件的产值年增长率为 1518% , 80 年

代后期软件产值的年增长率高达 80% [8 ]。美

国计算机软件业产值占世界软件业产值的

75% ,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9 ]。其计算机的安装

量占全世界的 60% , 拥有计算机 4000 万台,

平均每两人有 1 台[10 ]。其多媒体技术已达 130

亿美元的年服务额[11 ]。1993 年的信息和通信

技术市场的销售额就达 332613 亿美元, 占世

界市场的 37%。日本现已有计算机 860 万台,

有每秒计算万亿次的巨型计算机。日本是世界

第三大软件生产国, 仅次于美国和法国[12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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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80 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制造几乎是个空

白。现有制造厂约 300 家, 拥有计算机 140 万

台。近 10 年来, 全国大中小型计算机装机总量

112 万台, 微机 200 万台。1993 年全国计算机

产业共完成产品销售收入 284 亿元, 其中硬件

占 6816% , 软件服务占 3114% [14 ]。国产亿次

巨型机“银河 1 号”只生产了 5 台。但从国外进

口的计算机硬软件只有 10% 的利用率, 现有

140 万台计算机中, 联网率不到 10% , 其中

2ö3只作打字机用[15 ]。

1. 2　数据库业　它是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信息高速公路的“货”。据统计, 1991

年全世界有商用数据库 5000 多个, 美国就占

3000 个, 年产值 80 亿美元, 生产服务机构达

2300 家。日本 1980 年成立数据库中心, 1991

年有大型数据库 2354 个 (其中国产 800 个) ,

年产值 1886 亿日元 (相当 15 亿美元) , 有生

产服务机构 213 个。 1991 年我国有数据库

806 个, 年产值达 30 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 3

亿多美元)。806 个数据库可用的不到 1ö10,

其容量在 10M B 以下的占 5513% [16 ]。 1995

年数据库增加到了 1038 个, 约占世界的

10% , 容量、产值只占世界的 1% , 且大多在

10M B～ 100M B 之间。

113　通讯业　它是联机检索中心和用户之

间的纽带, 是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

通讯网已建成贯通全国的有线、无线、光纤等

电话网。电话、电视、电脑已达到普及程度,

1993 年普及率为 98% [17 ]。美国计算机网络

异常发达, 远程、高速、交互式计算机网络独

领风骚。1964 年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巴兰就

设计了交互式电脑网络, 1969 年美国国防部

就开始筹建局部交互式电脑网络。现在, 电子

数据交换 (ED I) 的用户每年成倍增长, 有

1715% 的公司已使用 ED I, 1414% 的公司和

3417% 的进出口公司计划使用 ED I。到 80 年

代中期, 美国耗资 3 亿美元建起了 In ternet

网 (全国信息自由交换网) , 1991 年又建立了

N R EN 网 (国家研究与教育网络)。1993 年克

林顿总统和副总统戈尔提出建设“信息高速

公路计划”, 预计 2015 年贯通, 将光纤通信伸

向家家户户。日本 1993 年电话装机量已达

666316 万部, 电话普及率为 5513%。日本科

技情报中心 1976 年开始了联机检索系统服

务 (JO IS) , 1985 年 2 月扩展到国外, 1987 年

加入国际科学技术情报联机网络系统

(STN ) , 1988 年 1 月实行了事实数据库联机

检索服务 (JO IS2F)。自此, 三个联机检索系

统实现了网络化[18 ]。现有 6500 台终端。其技

术水平可与 D IALO G、ORB IT 系统媲美。

1986 年成立的日本学术情报中心, 下设 8 个

逻辑子网, 已有 69% 的国立大学、62% 的公

立大学、53% 的私立大学与其联网[19 ]。日本

正在加快实施曼陀罗 (M andara) 计划, 打算

投资 1 万亿日元, 从 1994～ 1999 年北起北海

道, 南至冲绳, 建立 10 个巨型计算机中心, 借

助于 3Gbp s 的高速信息网络连接建成纵贯

日本南北的高性能计算机空间, 形成一个高

速数据网络[20 ]。我国 1993 年电话装机普及

率只有 212%。全国已完成以程控为主的自

动电话交换网, 达 5000 万门, 居世界第 6 位。

国家通信网是 1993 年 9 月开通的。开通的全

国公用分组交换网与美日等 23 个国家与地

区的 44 个公用分组交换网相通。1994 年底

国内已覆盖 600 多个地市县, 与 20 多个国内

信息系统集团用户签约, 入网终端用户 5500

多个。全国公用数字数据网于 1994 年开通,

能通达 21 个省市, 可支持 10 万用户。长途光

纤通讯线路已达 3900 公里, 微波干线 317 万

公里, 小型地面卫星站达 315 万座。到 1995

年底止, 我国已建成 22 条通达全国主要城市

100 万芯公里数字光缆干线, 20 条 12 万波道

公里微波干线和 20 座大中型卫星通信地面

站。我国信息高速公路正在实施“三金”工程

和其他“金”字系列工程。

114　信息服务业　它是向社会提供信息、知

识与智能的行业集合。它包括传统的文献服

务、新兴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等。据《日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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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白皮书》1990 年统计, 1989 年世界信息服

务业的市场规模为 181611 亿美元, 美国为

920 亿美元, 占世界市场的 50% 多。1991 年美

国信息服务业总营业额为 1155 亿美元, 1995

年达到 2020 亿美元, 其信息服务业的利润率

为 15%～ 20%。美国咨询服务营业额, 1991

年就达到了 200 亿美元。日本信息服务业增长

速度很快, 1980～ 1990 年, 其市场规模增长了

9 倍, 1989 年的市场规模为 335 亿美元, 占世

界 市 场 规 模 的 1814% ,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2413%。日本 1990 年的信息服务营业额达

519 亿日元, 比 1989 年猛增 35% [21 ]。其信息

服务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 6%。据统计,

1989 年我国信息服务的市场规模只有 215 亿

美元, 只占世界市场规模的 010014% , 远远落

后于美国和日本。1991 年信息服务业总产值

为 5 亿美元, 只占世界总产值的 013%。我国

信息服务业 90% 以上只为本单位服务, 辐射

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只占 6%。

1. 5　人才培养　人才是经济的支柱, 信息是

经济的命脉。美日对信息人才的培养是十分

重视的。美国许多高等院校都设有信息管理

专业, 中学已普及了计算机教育。在信息部门

工作的人员中, 获博士学位者占 1719% , 获

硕士学位者占 4119% [22 ]。日本的大学设置信

息学专业的较普遍, 国家还建立了专门的信

息处理学校, 普及计算机教育。日本政府投资

1300 亿日元在在校学生中普及计算机知识。

我国为加强信息人才的培养, 满足人才市场

需求, 原 20 多所正规综合大学图书情报系大

多改名信息管理系, 有不少财经学院、商学院

也增设了信息统计系或经济信息系。到 1993

年, 全国有 9000 所中小学装备了 12 万台计

算机, 400 万名中小学生接受了计算机教育,

有 1 万多名专兼职计算机教师。但到目前为

止, 正规信息专业毕业的人才比例尚很低。上

海的 29 家信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中, 信息、

情报专业毕业的只占 416%。天津信息系统

的工作人员中, 信息专业毕业的只占 814% ;

其中获博士学位的只占 01065% , 获硕士学

位的只占 111% [23 ]。

2　借鉴美日经验发展我国信息产业

从以上的对比可知, 我国信息产业同美

日相比, 的确差距甚远。但从对比研究中, 不

难发现美日等国家发展信息产业的许多成功

经验可为我所用。我们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

借鉴其经验, 努力发展自己的信息产业。

2. 1　加强政府对信息产业的领导　信息产

业能否得到发展, 政府的领导作用, 至关重

要。90 年代以来, 美国总统克林顿从入主白

宫始, 就调整了科技发展战略, 投资 4000 亿

美元, 把主要精力放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建

设上。1993 年 1 月克林顿亲自授权成立了

“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 由副总统戈尔总

负责、总协调。同时还设立了“美国国家信息

基础结构顾问委员会”和“联邦通信与信息政

策的机构”, 落实有关政策。

日本政府对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也十分

重视。在通产省和科技厅的推动下, 将投资方

向由以土建为主改为以信息化基础设施为

主, 加快实施曼陀罗 (M andara ) 计划, 建起

“研究信息流通新干线网”, 实施“维纳斯”计

划, 铺设并建造海底信息高速公路。

我国政府面对世界信息产业飞速发展的

形势, 借鉴美日的经验, 把发展信息产业放在

重要战略地位。江泽民主席指出: 要拿出当年

抓“两弹”的魄力, 来抓电子信息产业。1993

年 12 月国务院成立了由 20 个部委参加的、

以邹家华副总理为主席的“国家经济信息化

联席会议”, 确定了中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建

设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 即从“三金”工程起

步, 统筹规划, 联合建设, 统一标准, 专用网与

公用网互联, 发挥全国各方面积极性, 齐心协

力推动国家经济信息化。建议把协调性的“国

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 改为权威性的国务

院常设机构“国家信息化委员会”。各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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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地 (市)、县 (市) 也成立相应的常设

机构。各信息产业部门必须抓住机遇, 在各级

政府领导下努力工作。

2. 2　建立与健全信息产业的政策法规　信

息产业政策, 是解决信息总需求与总供给、信

息产业结构优化等问题的依据, 是信息产业

发展的根本保证。美国信息产业政策大多是

1977 年前制定的。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对

现行的信息产业政策, 进行了必要的增补与

修订。据统计,“从 1977 年至 1990 年期间, 新

增的关于信息与信息技术的法律或法令就有

300 多项。”[24 ]为了促进信息产业的迅速发

展, 50 年代后期日本陆续制定了“机电法”、

“机情法”和“情促法”等一系列法规。1960 年

日本科技会议提出了“有关振兴科学技术基

本政策的综合意见”, 1978 年科技厅提出了

“关于科学技术情报活动推进的目标和政策”

的报告, 1986 年公布了“科学技术政策大

纲”, 1987 年产业结构审议会提出了“2000 年

情报产业设想”的报告。这些政策与法规对日

本科技信息产业发展起到了保证作用。

我国自 1988 年后, 相继制定或草拟的关

于信息产业方面的法令、条例、决定有《专利

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暂行条例》、《信息市场

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关于今后十年信息服务的发展方案》等等, 但

还不完善,“信息法”、“数据库振兴法”、“政府

信息资源管理法”、“广播电视法”、“通信法”

等还有待制定。关于信息法规、政策的监督执

行还缺乏得力措施。为此, 我们应先制定并实

施地方性、行业性信息产业法规、政策。在此基

础上, 总结经验教训, 制定并实施全国性信息

产业法规、政策。要成立专门组织, 进行评估工

作, 以推动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2. 3　多模式发展我国信息产业　美国信息

产业的发展采用的是“自上而下”、“自下而

上”与“横向联合”相结合的模式。日本信息产

业发展的模式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

合, 以前者为主的模式。日本信息产业是在政

府支持下, 由通产省、邮政省、科技厅、通商产

业省等部门推动下进行的。

对照美日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 我们应采

取“上下结合”、“中外合资”和“横向联合”并

举的模式。“自上而下”的模式能集中国家的

人、财、物, 对信息快速进行高质量、大批量的

开发利用。但这种模式的灵活性较差, 对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与用户需求的反映不灵

敏。“自下而上”的模式, 对市场的变化反映灵

敏, 但规模小, 设备差, 资金不足, 信息开发能

力低。只有“上下结合”, 才能优势互补。“横

向联合”模式, 是国家机构之间, 国家机构与

民营机构之间, 以及民营机构之间的一种联

合模式。它对集中国家、地区、私人的资源力

量, 实现资源共享会大有裨益, 但此种模式缺

乏权威性。“中外合资”模式, 可充分利用国外

的财、物与我国人力资源, 大力开发与利用信

息资源, 但需警惕上当吃亏。只有将“上下结

合”、“中外合资”和“横向联合”三种模式有机

结合, 才能克服缺点, 发挥各自优长, 从而有

效地发展我国信息产业。

2. 4　走自己的信息产业发展道路　对于信

息产业发展道路问题, 美国走的是“自然增

长”道路, 即先工业化后信息化。日本走的是

“政府干预”道路。借鉴美日以市场需求带动

信息产业发展的经验, 依据我国环境、条件,

我们认为应走“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 面向

21 世纪, 以市场为导向, 以应用为核心, 参与

国内外市场竞争, 实行多所有制化、多集团

化、多经营化, 信息高速公路化”的道路。

我国国情与美国不同, 只能走工业化与

信息并举之路, 以信息产业化带动工业化, 以

工业化促进信息产业化。这是因为: 我国工

业体系已经形成, 但水平不高, 能源与原材料

消耗大, 产值低。必须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

术成果, 大力发展信息产业。

要发展信息产业, 还应以市场为导向, 参

与国内外市场竞争。要引导企业生产知识、技

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品。要能迅速、及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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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信息产品, 促进物质商品市场供求的变

化, 就要建立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信息产业,

就要面向 21 世纪, 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据

预测, 到 2000 年, 全球信息硬件贸易总额将

达 20650 亿美元, 软件将达 10000 亿美元, 信

息服务额将是现在的 3 倍以上。而目前开发

利用的信息技术仅占总量的 12% 左右[25 ] , 其

他部分尚待开发。因此, 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

是发展我国信息产业的契机。

要增强市场竞争的实力, 我国的信息产业

就要在所有制、集团化、经营、信息高速公路等

方面多样化。我国信息产业在所有制结构上,

应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 以个体

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 在自愿原则

下, 以多种形式联合经营, 扬长避短, 共同开

发。信息产业中的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进入信息

市场, 通过平等竞争, 推动信息产业发展。

在横向经济联合推动下, 信息产业应组

建一批信息集团, 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内在要求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需要。这有

利于信息部门产业结构与组织结构的调整,

信息资源的配置和信息产品结构优化, 有利

于先进技术的引进、开发和科研成果向生产

领域转化, 有利于国家对信息集团实行优惠

政策和参与国际间的竞争, 对国家经济发展

会产生深远影响。

2. 5　大力发展我国信息技术业　信息技术

是信息产业的核心, 是计算机化与通讯化的

有机结合。衡量信息技术水平的高低, 需从计

算机硬软件、网络等技术平台及信息应用系

统综合衡量。同美、日相比, 在机、网、库方面,

我国存在明显的差距。要加强我国信息技术

业建设, 首先要加强人才培养。要通过正规与

业余教育, 为我国培养大批计算机工程、程序

编制、系统分析、电子工程、生产工艺、质量管

理、财务、销售等管理专家。其次要加强数字

化技术。三是要加强多媒体通信息技术建设。

目前我们要加强体制改革, 进行政策引导, 进

行重点扶植, 以财政、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

促进数据库智能化、计算机化、检索系统大型

化、网络化建设。

2. 6　加强我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　信息

高速公路是信息型经济的基础结构之一。鉴于

美、日经验, 结合我国国情应做好如下工作:

(1) 进一步加强党和政府对信息高速公

路建设的领导与控制。

(2) 建立专家委员会与技术组织, 集中

解决技术难题。专家委员会由政府的有关部

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担任领导, 成员由计算

机、电子工程、通信网络、信息管理及各系统

的专家组成。其责任就是解决信息高速公路

建设中的技术难题。

(3) 政府、企业携手共建信息高速公路。

美日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 是政府、企业共同

投资的。我国的“金桥”工程——信息国道, 应

由国家投资; 各应用系统——“金卡”、“金

关”、“金企”、“金税”、“金农”、“金智”、“金策”

等工程, 应由各企业共同投资, 方能成功。

(4) 加强信息资源建设。信息中心、信息

研究所、图书馆、档案馆、咨询机构等都要及

时地采集、分析开发、存贮有价值的信息, 以

满足用户的需求。否则待“高速公路”建成后,

就会形成有“道”有“车”而无“货”的局面。

(5) 分步实施高速公路建设。第一步要

实现重点网络与专业网络结合。第二步, 要建

立全国一体化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机构, 提高

数字传输率新水平。连接专业网, 将信息国道

通向各系统、部门和家庭, 开展综合化服务。

2. 7　加强我国信息服务业建设　信息服务

业是信息制造业和信息消费业的桥梁。我国

信息服务虽已建立了 10 个国家级专用信息

系统、几十个专业信息网络, 3 万多家咨询

业, 从业人数近 100 万。但其规模不大, 提供

信息不及时。在这方面应做的工作有:

(1) 建设一批大中型信息服务企业, 拓

宽服务领域。公办信息企业可与民办企业联

合, 建立联营信息服务集团增强业务能力。这

些企业可依据用户需要, 开展专题调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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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对策研究、市场策划、资信调查、财务评

估、人员培训、追讨债务等信息服务。

(2) 完善管理模式, 加强扶植政策。美日

经营管理模式是“官办与民营并举”式。我国

是发展中国家, 应推行“国营——民营”互动

模式, 逐步从“以国有为主, 民营为辅”过渡到

“国营、民营”并重的发展模式, 实现从单纯服

务型向服务经营型的转变。政府对我国刚起

步的信息服务业, 在财政税收、信贷、市场开

发、人才培训上应给予优惠政策。

(3) 在技术与管理上实现优良服务。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 促进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

多元信息系统的实现, 以达到优良服务的目的。

2. 8　大力培育与发展我国信息市场　信息

市场是信息产业生存、发展和繁荣的条件与

基础。只有信息市场繁荣了, 才能疏通信息流

通渠道, 搞好信息商品交易。要发展信息市

场, 首先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1) 要建立多区域、多层次的以城市为

依托的信息市场。例如, 建立以北京为依托向

国内外辐射的信息市场; 建立以全国大城市

为依托向本区域辐射的信息市场; 建立以各

省会城市为依托向本省广大城乡辐射的信息

市场, 等等。

(2) 建立多所有制、多类型的信息市场。

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内容是丰富多采、多种多

样的。因而建立多所有制、多类型的信息市

场, 是与我国的经济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

适应的。要建立这样的信息市场, 全国要有统

一部署, 统一政策, 使之健康发展。

(3) 创造需求、竞争、效益运行机制。信

息市场是受信息需求牵引的, 信息服务是靠

信息市场导向的。按照信息市场导向经营, 必

定在信息市场竞争中取得好的社会经济效

益。要使用户的购买欲与购买行为变为需求,

就要提高信息产品质量, 创造良好的信息市

场条件。针对购买需求去进行信息商品交易,

必定能在竞争中取得好的经济效益。

2. 9　增强全民信息意识　“全民信息意识”

是指政府对信息的重视、关心、敏感、洞察的心

理与生理素质, 是国民对信息的采集、科学分

析、加工整理和积极利用等自觉行为, 是民族

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美日的全民信息意识都很强。日本人把信

息当作重要资源, 看作与吃饭一样重要。我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民信息意识淡薄, 十四大

以后有所改变, 但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差

甚远。因此, 要大力宣传信息在国民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意义, 增强国民信息意识, 指导人们

自觉地开发利用信息, 为四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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