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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江苏省 13 个市的信息化及相关统计数据 , 分析了信息化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关系 ,指出区

域信息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据此 , 作者对江苏的信息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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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 13个市信息化水平的测定

近来 ,国家公布了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 内容包括:每千人

广播电视播出时间、人均宽带拥有量、人均电话通话次数 、长途

光缆长度 、微波占有信道数 、每百万人互联网用户数 、每千人拥

有计算机数、每千人中大学毕业生比重、电子商务交易额 、企业

信息技术类固定资产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信息产业增加

值占 GDP的比重等等。

国家信息化是以城市信息化为基础的 ,为了表达城市的信

息化水平 , 我们选择了信息量、信息装备率、通信主体水平三项

一级指标 , 其中信息量用二级指标邮电业务量表示 , 信息装备

率用二级指标本地电话用户 、移动电话用户和互联网用户数表

示 ,而通信主体水平则用二级指标高校在校生数、专业技术人

员数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表示。表 1 是江苏 13 个市三类指

标的数值 , 从表中可以看出:13 个市的信息化发展水平是不平

衡的 ,南京、苏州 、无锡、常州信息化程度最高, 徐州 、南通 、扬

州 、镇江处于中等水平 , 而盐城 、连云港 、泰州 、淮阴 、宿迁信息

化水平较低。
表 1　江苏13市信息化统计数据

名称 单位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阴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邮电业务 亿元 45.53 11.94 11.06 23.07 33.05 9.17 7.73 2.88 5.65 7.94 7.3 5.97 1.53

本地电话用户 万户 100.6 62.23 37.36 53.43 62.56 18.8 16.61 11.51 16.01 28.45 19.17 16.33 9.03

移动电话用户 万户 86 45.12 20.5 46.76 43.51 16.77 13.14 11.81 12.73 16.4 12.73 9.36 3.01

互联网用户 万户 18.12 20.13 2.65 11.82 10.8 6.01 1.66 0.56 2.37 1.75 5.09 0.9 0.33

高校在校生数 万人 21.69 2.58 4.61 2 4.23 1.83 1.62 1.36 1.24 3.04 2.72 0.46 0.05

专业技术人员 万人 30.87 9.82 10.91 10.94 12.01 5.96 4.58 3.92 5.87 5.3 5.43 3.81 0.56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万人 104.3 64.54 89.07 49.41 91.73 103.3 45.05 73.62 84.58 66.46 46.24 72.6 71.41

表 2　江苏 13 市的信息化指数

名称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阴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邮电业务 1 0.262 0.243 0.507 0.726 0.201 0.17 0.063 0.124 0.174 0.16 0.131 0.034

信息量 1 0.262 0.243 0.507 0.726 0.201 0.17 0.063 0.124 0.174 0.16 0.131 0.034

本地电话用户 1 0.619 0.371 0.531 0.622 0.187 0.165 0.114 0.159 0.283 0.191 0.162 0.09

移动电话用户 1 0.525 0.238 0.544 0.506 0.195 0.153 0.137 0.148 0.191 0.148 0.109 0.035

互联网用户 1 1.111 0.146 0.652 0.596 0.332 0.092 0.031 0.131 0.097 0.281 0.05 0.018

信息装备 1 0.752 0.252 0.576 0.767 0.238 0.137 0.094 0.146 0.239 0.286 0.107 0.101

高校在校生数 1 0.119 0.213 0.092 0.195 0.084 0.075 0.063 0.057 0.14 0.125 0.021 0.002

专业技术人员 1 0.318 0.353 0.354 0.389 0.193 0.148 0.127 0.19 0.172 0.176 0.123 0.018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1 0.619 0.854 0.474 0.879 0.99 0.432 0.706 0.811 0.637 0.443 0.696 0.685

信息主体 1 0.35 0.47 0.31 0.49 0.42 0.22 0.3 0.35 0.32 0.25 0.28 0.24

信息化指数 1 0.46 0.32 0.46 0.66 0.29 0.18 0.15 0.21 0.24 0.23 0.17 0.13

　　由于信息量 、信息装备率 、通信主体水平三类指标及其二级

指标不同质, 为了分析的可比性 ,我们以南京为基准, 将各市的

指标值换算成指数, 命名为信息化指数。具体计算方法是:将南

京各项二级指标值的指数定为 1 , 再将各市同类二级指标值除

以南京的二级指标值 ,求得该市各项二级指标值的指数 , 将各项

二级指标值指数相加除以二级指标个数, 就得到该一级指标的

指数 ,再对一级指标指数进行平均 ,得到该市的信息化指数(各

市具体指数见表 2)。

2　江苏 13 市经济与信息化的相关分析

　2.1　各市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江苏统计年鉴》 2001 年的国

内生产总值的统计资料(表 3), 我们可以看出, 江苏 13 个市在

经济发展上存在较大的差距 ,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是比较明显的 ,

其中 ,南京、苏州、无锡经济发展最快 ,徐州、常州 、南通、扬州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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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泰州属于中等水平 ,而连云港 、淮阴 、盐城 、宿迁经济发展最

为缓慢。
表 3　江苏 13 市的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阴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亿元 775.6 426.4 288.1 197 335.4 159.9 103.3 69.76 69.63 137.3 144.2 112.6 19.96

　2.2　各市国内生产总值与信息化的相关分析　为了便于分

析, 我们将各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以南京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

换算成指数(表4)。为了更加直观地对二者的相关关系进行分

析, 我们以表 2、表 4 为依据 ,作出了折线图(图 1)。
表4　江苏13市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与信息化指数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

港
淮阴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国内生产

总值指数
1 0.55 0.37 0.25 0.43 0.21 0.13 0.09 0.09 0.18 0.19 0.15 0.03

信息化

指数
1 0.455 0.322 0.464 0.661 0.286 0.176 0.152 0.207 0.244 0.232 0.173 0.125

图 1　江苏 13 市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与信息化指数折线图

从图1 可以看出 ,各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信息化之间存在

比较明显的线性相关 ,不妨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 , 信息

化程度为解释变量, 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a+bX

利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参数 ,得到:

 b=
∑(xi-x)(yi-y)

∑(xi-x)
2
=0.984

 a=y- bx=-0.06

即回归方程为:Y=-0.06+0.984X

对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检验:

r2=
∑( y-y)2

∑(y i-y)
2
=0.88

　　F=
(n-2)r2

1-r2
=80.5

回归方程显著性强 ,说明信息化建设在当前的知识经济中

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3　推动江苏信息化 ,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 ,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 ,在工业经济逐步

转为知识经济的过程中 , 一个地区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该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要想保持江苏在全国的经济强

省地位 ,缩小苏北 、苏中与苏南的差距 , 必须大力促进江苏的信

息化建设。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　大力推进企业信息化　企业是信息化的基础 , 江苏要用

信息化改造传统企业 , 把信息技术引入企业的生产 、技术 、经营

管理中 ,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不仅在企业内部形成网络 ,

做到信息共享 ,提高资源利用率 ,提高管理水平 , 而且企业要与

外部网络沟通 ,进行供应链管理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利用信息

技术推动企业业务流程重组 ,减少管理层次 ,促进企业组织结构

优化 ,形成扁平化的网络组织结构 ,加速对市场的反应。江苏应

大力提高企业上网 、用网的质量和水平, 在上网企业数量迅速扩

张的基础上 ,大规模地普及电子商务, 使电子商务渗透 、融合到

传统企业中去 ,进而使传统企业的网络化成为江苏发展网络经

济的主要途径 ,使电子商务成为江苏广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

在制度、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创新的催化剂。

　3.2　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与管理　信息网络是信息资源充

分利用的必要条件。在网络专业化的基础上 ,以市场为导向 ,分

工合作, 这样才能对信息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 ,有必要成

立一个专门的网络管理机构 ,协调各专业网络的建设 ,调整网络

结构的布局 ,使之趋于合理化, 保证网络运行的安全可靠性。江

苏发展信息产业还需进一步加大邮电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力

度 ,改善信息装备水平。

　3.3　加强信息教育特别是专业人才的培养, 提高全民信息意

识与信息开发及运用水平　江苏必须对信息人才的培养与人才

战略作出明确的政策选择 , 针对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 ,构建我省

的人才高地。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主要靠教育 , 必须加

强和推广计算机和网络教育 ,普及信息化知识和技能。在小学 、

中学设置计算机知识 、网络基础等信息技术必修课程 ,调整高等

院校专业和课程设置 ,加快信息化人才培养, 加强对在职教师 、

各类在职人员 、政府公务员等的信息技术培训, 提高从业人员素

质。同时 , 吸引高素质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人才以及高校信

息类专业毕业生, 鼓励海外留学人员来江苏创业。

　3.4　制定正确的信息政策, 扶持发展信息产业　信息技术产

业化 ,信息商品化 ,信息服务个人化 、网络化 ,都需要信息政策的

引导。信息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带动国民经济的快速 、稳定增

长 ,需要以政策作开路先锋。信息政策的制定必须综合反映政

策环境和政策需求 ,在明确的政策目标下 ,对信息环境加以适度

调整 ,对信息活动加以严格的规范 、方向引导 、重点倾斜 ,同时要

体现在信息政策内容体系里。信息政策包括信息产业政策、信

息技术政策 、信息市场政策 、信息交流与合作政策和信息人才政

策。作为地方政府 ,在制定地方经济发展战略时 , 应把信息产业

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扶持其发展时, 予以政策倾斜和资金支

持。特别是对于与工业关联较大的信息产业中的某些行业, 更

应给予税收 、贷款等方面的支持, 使其优先发展 , 以信息化促进

工业化, 以工业化为信息化服务 ,使整个地区经济大跨步前进。

　3.5　促进信息资源有效开发和利用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

信息化的中心内容 , 其程度高低是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信

息化建设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各界通过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高

管理决策的效率和质量 , 提高生产和服务的水平和能力。在加

强信息资源开发的同时, 建设大型数据库系统、国际联机检索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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