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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中部六省电子信息产业的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 , 并对中部 、 长江三角洲 、 珠江

三角洲和环渤海的信息产业进行了比较分析 , 提出了中部实施电子信息产业科技创新工程的构想以及保

障科技创新工程顺利实施的五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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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电子信息产业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支撑 , 快速发展

并不断壮大的高科技产业 , 它包括微电子 、 光电子 、 电

子元器件 、 软件 、 计算机 、 通讯 、 网络 、 消费电子以及

信息服务等众多行业 , 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领域。

信息经济时代 , 信息渠道的畅通无阻 、 信息化建设

的推广 、 新一轮国际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 , 为电子信息

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创造了绝好的市场环境 , 电子信息

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不断突显 , 中部 (湖南 、 湖

北 、 安徽 、 江西 、 河南和山西)经济的腾飞同样也离不

开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1　中部六省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工业总产值 、

工业增加值 、 销售收入 、 出口创汇和利税年均增长率高

于同期GDP增长速度 2—3倍 , 电子信息产业在中国的发

展态势良好。中部六省在信息化浪潮推动 , 市场环境良

好的情况下 , 经济总量和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

大。

1.1　中部电子信息产业不断增长 、 初具规模

2003年中部六省的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为 1078.69

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39.62%, 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

总产值的 4.48%;按生产法计算的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

为175.23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29.34%, 占全国的

4.38%;从业人员年末人数达到了 226927 人 , 增长了

3.26%。

从 2002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各省的工业总产值 、 工业

增加值 、 销售收入等几个主要经营指标来看 , 各项指标

湖北省均高于其他五省 , 可见在六省中 , 湖北省的电子

信息产业的基础存在着比较优势 , 而山西省相对处于弱

势。

　　　　　　　　　　数据源于中国信息产业年鉴 2003—2004 (单位:万元)

图 1　2002年中部电子信息产业主要经济指标比较图

　　山西 、 安徽 、 江西 、 河南 、 湖北 、 湖南的工业总产

值的 增 长率 分 别为:- 4.70%、 24.60%、 12.40%、

23.40%、 5.90%、 38.5%, 从中可以发现 , 除了山西出

现负增长以外 , 其它五省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以湖南

最为突出 , 而且其在利润总额上实现了 115.7%的增长。

1.2　软件产业成为新的亮点

软件产业作为信息产业的核心 , 将是 21 世纪拥有最

大产业规模和最具广阔前景的新兴产业之一 , 目前已成

为中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 也成为了六省经济增长的

亮点。2002年 , 安徽软件业收入 15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50%;江西软件产业累计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89190.2 万

元 , 比上年增长 102.5%;湖北省软件产品销售收入近

20 亿元;湖南软件产业销售收入 50 亿元 , 增长 43%;

河南省软件产业共完成销售收入 12.8 亿元 , 同比增长

106.4%。

目前已基本成为六省信息产业中增长快速的 “朝阳

产业” , 且产业集群化日趋明显 , 山西在太原 、 安徽在合

肥和芜湖 、 江西在南昌 、 河南在郑州 、 湖北在武汉 、 湖

南在长沙 , 同时也涌现出一些知名企业 , 如起步较早 、

并声名远播的武汉 “中国光谷” 、 湖南的湘计算机 、 创智

科技;江西的泰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南昌先锋公

司 、 金鼎软件公司;安徽的中文语音合成技术领域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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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兵科大讯飞公司等。

1.3　制造业仍占主导

2002年六省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总产值占电子信息产

业的总产值的 90.32%。六省进入电子信息百强的企业也

全是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企业。分别是河南安彩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排名 26、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37)、 河南新飞电

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61)、 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69)、 江西省电子集团公

司 (75)。

2　中部六省电子信息产业的比较分析

六省虽然在电子信息产业取得不断地发展 , 但与全

国的环渤海 、 长三角 、 珠三角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2.1　规模偏小 、 市场份额偏低

从图 2中四大区域版块的工业总产值 、 工业增加值 、

销售收入 、 利润总额等主要经营指标的比较 , 可以看出

中部电子信息产业在全国四大经济区域板块中 , 各项指

标都最低。中部信息产业的工业生产总值只占全国同行

业的4.34%, 而环渤海 、 长三角 、 珠三角分别占 22%、

22.4%、 35.9%, 这三个地区占据了全国 80%的市场份

额。

　　　　　　数据源于中国信息产业年鉴 2003—2004(单位:万元)

图 2　四大区域版块主要经营指标的比较

　　中部六省电子信息产业相关企业总数较少 , 占全国

比重偏低。2002 年全国共有软件企业 4700 家 , 中部六省

共计 359家 , 仅占全国的 7.6%, 而长三角 、 珠三角 、 环

渤海三个经济圈的软件企业数占据了全国 80%的份额 ,

仅环渤海就占全国比重的 52.09%;全国的 5339 个设备

制造业企业中 , 中部只占 7.6%, 还不到环渤海地区的

一半。

从历年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评比结果来看 , 环渤

海 、 长三角 、 珠三角基本平分秋色 , 百强中的 80%的企

业属于这三个区域 , 而中部六省历届入选的企业只有 4

-6 家。 2005年第 19 届百强企业中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

的 22家企业全部集中在环渤海 (7 家)、 长三角 (5 家)、

珠三角 (10 家)。

2.2　产业优势不明显

区位商是指一个区域特定产业的产值占该区域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与全省或全国该产业产值占全省或全国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之间的比值。反映了某一产业在某地区

的专业程度 , 其一般的计算公式为:Pij= (eij/ei)/

(Ej/ E)。若 Pij>1 , 则认为 j产业是 i地区的比较优势产

业部门 , 且 Pij值越大 , 表示 i地区 j产业的比较优势越

大 , 产业专业化 、 特色化水平越高;若 Pij≤1 , 则认为 j

产业是 i地区的自给性产业部门。

对四大区域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进行区位商计算得:

中部六省为 0.226;长三角为 0.965;珠三角为 2.367;环

渤海为 0.94。从中可以看出珠三角在电子信息产业的比

较优势非常明显 , 专业化 、 特色化水平较高;但中部六

省却明显小于 1 , 在电子信息产业上毫无优势可言 , 本

地市场大部分份额被外来产品占据。

2.3　科研投入不足 、 政府依赖较强

2.3.1　科技人员

1998—2002年间长三角 、 珠三角在电子信息产业中

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科技活动人员的人数逐年不断

增加 , 年均增长率在 13.0%和 15.4%, 而其间中部的人

员投入反而有所减少;在软件业中 , 2002 年中部六省软

件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年末人数的比重为 27.97%, 虽然

高于长三角地区 15个百分点 , 但从软件研发人员占全国

比例来看 , 中部六省仅为 5.4%, 比长三角低 10%, 更

是远不如珠三角的 41.1%。

2.3.2　经费投入

表 2中的数据可以知道中部六省的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的投资仅占全国的 3.61%, 大大低于其他三个地

区;从投资来源比较 , 中部六省的政府投资所占比率在

四大区域板块中最高 ,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 , 可

见中部的电子信息产业研发经费对政府的依赖过强。

表 1　四大区域板块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的比较

总　额 占全国比例 政府资金 占总额的比重

长三角 502963 26.58% 11570 2.30%

珠三角 792543 41.89% 10658 1.34%

环渤海 356712 18.85% 14977 4.20%

中　部 68325 3.61% 4754 6.95%

全　国 1892379 ——— 67240 3.55%

　　数据整理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单位:万元)

同时 2000～ 2003 年间 , 中部在 R&D的投入经费同样

远低于其他三个区域。

2.4　技术水平偏低 、 自主创新能力差

主要体现在区域的科技成果和新产品开发上。专利

授权数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成果水平的重要指标

之一。2002 年中部电子信息产业的专利授权数为 10543

个 , 占全国专利授权数的 7.96%。而珠三角地区的专利

授权数占全国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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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R&D投入

　　从新产品项目开发项目个数中可以看出 , 珠三角新

产品创新能力最强 , 而中部的与其它三个区域存在着明

显的差距。

　　

图 4　设备制造业新产品开发个数

3　中部六省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策
针对中部电子信息产业与其它三大区域经济板块的

差距 , 中部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应该坚持重点突破 、 集成

开放的原则 , 在宏观上合理分配资源 、 减少区域内的重

复建设 、 发展区域内的优势产品及项目 , 最终建立中部

的电子信息产业科技创新工程。从而在中部形成若干个

产业规模大 、 布局相对集中 、 辐射带动作用和出口能力

较强的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 打破区域壁垒 , 面向全

国 、 乃至全球的产业发展动态 , 广泛动员和集中各方力

量 , 形成较为完善的中部信息化体系 , 国民经济和社会

信息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实施中部电子信息产业的科技创新工程是要将科技 、

产业与经济相结合 , 旨在提高重点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与

市场竞争力 ,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促进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的重要措施 , 因此实施科技创新工程是一个设计多

个领域和层面的系统工程的问题。如果要保障中部电子

信息产业的科技创新工程顺利实施 , 就必须要有相应的

战略措施加以推动 , 所以提出领导重视 、 组织保障 、 政

策协调 、 人才保证 、 投入引导等 5 大举措 , 从宏观和微

观上共同促进中部电子信息产业科技创新工程的实施。

3.1　领导重视是实施科技创新工程的前提条件

科技创新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 , 只有领导重视 、 亲

自抓 , 才能统筹规划 、 周密部署 、 才能有效协调区域各

个方面。“领导重视” 这四个字的内涵是极其丰富而深刻

的 , 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不仅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

更要在实际的具体工作中身体力行 、 亲历亲为。只有达

到 “身体力行” 这样的重视程度和境界 , 才能促进科技

创新工程的快速实施。

3.2　组织保障是实施科技创新工程的基本保证

实施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创新工程 , 必须有相应的组

织来负责对中部六省电子信息产业协调发展的规划 、 计

划制定和实施起领导和协调作用;对布局调整 、 项目论

证起到 “参谋” 和 “智囊” 的作用。

3.3　政策协调是实施科技创新工程的必要手段

首先要有力的 、 前瞻性的产业政策为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条件 , 同时引入和培育市场竞争 ,

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多种融资渠道。

3.4　人才保证是实施科技创新工程的内在动力

人才是创新的主体 , 而目前拥有的科技人员在数量

和质量上还不能达到信息服务全球化 、 产业结构高级化 ,

因此要培养和造就一批高水平 、 高素质的信息产业人才 ,
推动科技创新工程的实施。

3.5　投入引导是实施科技创新工程的有力支持

要加强对信息产业科研资金的投入 , 充分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作用;成立风险企业担保基金 , 为信息企业

向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 使信息企业更容易获得商业
银行的贷款;与外资合作引入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风险投

资的发展。

总之 , 中部信息产业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 它涉

及各个领域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利用 , 和区域间的调整和

协调 , 必须引起领导的重视 , 建立特定的组织进行布局

调整 、 协调规划 , 并要出台一系列的前瞻性 、 可行性的
产业政策 ,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 扶持信息产业的发展 ,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同时应吸纳和培养各类高级技术 、

管理人才 ,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原动力 , 除此之外 , 加强

科研投入和资本运作 , 以解决研发的资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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