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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信息化水平测算指标体系的建构 、 测算和分析 , 指出辽宁省信息化发展的特点 、 不足和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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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经济

发展的强大动力 , 因此 , 信息能力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

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对信息化水平指数

的测度 , 分析了辽宁社会信息化水平 , 以便为辽宁省制定

信息产业的宏观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的量化依据。

1　信息化水平测算指标体系的建构
制定信息化水平测算与评价的指标体系 , 要符合辽宁

省省情 , 符合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的信息化建设

24 字方针 , 还要与国家信息化体系六个要素相一致 , 同时

也要兼顾能与国际信息化水平测算指标体系相衔接。

目前 , 由于信息产业发展及信息化进程很快 , 信息产

业 、 信息技术及信息化发展方面尚未建立系统 、 规范和全

面的统计体系;同时 , 由于国家信息化体系中的信息技术

应用 、 信息资源 、 标准规范 、 安全等方面的内容和指标还

不十分规范 , 马上进入统计报表有一定困难;再加上统计

报表本身具有一定滞后性 , 因此 , 中国在信息产业 、 信息

技术及信息化发展方面也尚未有系统 、 规范和全面的统计

数据。信息化方面的统计指标体系是一个需要根据国家信

息化发展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化而建立与不断完善 、 调

整的新体系。根据辽宁信息化发展的现实水平 、 国家信息

化指标体系研究和统计体系的现状以及上述确定的原则 ,

我们设置了一套信息化水平总指数的指标体系 , 用于计算

辽宁省及各地区的信息化水平。

这套指标体系设置了 6 个大类 、 分二级 , 共 18 个指

标。该体系主要用于信息化发展水平地区间横向比较 , 并

在此基础上拓展到纵向比较。指标的数据绝大部分在现有

的统计数据中可以获得 , 个别没有的 , 做特定调查也比较

容易获得 , 基本上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或全国的信息化水平

与发展态势。信息化水平综合指数测算与评价的指标体系

分为:

(一)信息资源指数:包括每万人图书出版数;人均邮

电业务量;每百人年发函件数;每百人报刊期发数 4 项指

标。(二)信息传输网络指数:包括每万人长途光缆长度;

每万人长途微波长度;每万人长途自动交换机容量;每百

人长途电话数。(三)信息技术应用指数:包括每百人无线

寻呼数;每百万人互联网用户数;每千人拥有移动电话数;

电子信箱数;每百人特快专递数。 (四)信息产业发展指

数:包括信息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人均 GDP;信息指

数。(五)信息化人才指数:每万人中大学毕业生比重。

(六)信息化政策和法规指数:包括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重。

2　辽宁信息化水平指数的测算
根据上述辽宁信息化水平测算与评价的指标体系 , 我

们采用综合评分分析法 , 对辽宁省及全国部分有代表性的

省份信息化水平指标进行了初步的测算。

2.1　信息化水平指数的模型构建
2.1.1　信息化水平指数的测算方法

综合评分分析法的基本评价模型 , 通常多采用简单线

性加权方法:

II=∑
n

i=1
PiWi

上式中 , Pi 为第 i个评价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 ,

Wi 为 Pi的权重 , II (Informatization Index)为信息化水平总

指数值。

我们采用综合评分分析法的具体测算过程为:

第一 , 对选择的指标进行相关分析 , 筛掉相关性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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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 , 以避免相同因素在计算中占有过大的份额 , 以保

证评价结果的合理性;

第二 , 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进行规范 , 使量纲不

同的各类指标值转化为可以直接进行计算的数值。

第三 , 权重的确定采用德尔菲法 , 即专家评价与打分

法。这个方法一般用问卷方式 , 请研究该问题的有关专家

进行打分 , 将专家打的分数综合平均后做为权重。在信息

化水平测算中 , 国家信息化体系六个要素的权重分别为: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15%, 信息网络建设 16%, 信息技术应

用18%, 信息产业发展 15%, 信息化人才 20%, 信息化发

展政策和效果 16%。在这里 , 权重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

为 “信息化人才” , 体现人才是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发展的

核心;第二级为 “信息技术应用” , 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 , 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第三级为 “信息网络建

设” 与 “信息化发展政策” , 体现信息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和

国家支持力度;第四级为 “信息产业发展” , 体现信息化发

展的产业形态和结果。

信息化水平测算的计算方法是:从具体的指标开始 ,

逐项分层加权计算 , 最后汇总得出结果。其具体计算公式

可表示为:

II=∑
n

i=1
∑
m

j=1
P ijWij ＊Wi

其中 , II代表辽宁省及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总指数的得

分 , n 为信息化水平构成的要素个数 , m 表示信息化水平第

i个构成要素的指标个数 , Pij为第 i个构成要素的第 j项指

标标准化后的值 , Wi j为第 i 个构成要素的第 j个指标在其

中的权重。

2.1.2　信息化水平指数增长速度的计算

综合评分法适用于测算某一年度辽宁省及各省区信息

化水平指数 (总指数与分类的六要素指数), 测算出他们的

基本水平与位次。但是 , 要考察信息化水平发展状况 , 由

于各年度指标数据的区间范围不可能完全一致 , 就会造成

计算结果不可比 , 因此我们采用物量指标增长速度加权平

均计算方法 , 来计算信息化水平指数的增长速度 , 即以选

定的一年 (基准年)为基期 , 计算信息化水平指数报告期

与基期的增长速度 , 加权平均后逐层计算 , 得出比较年份

信息化指数的增长速度。并以基准年为基础 , 计算出其他

有关年份信息化水平总指数。

2.2　全国部分省份信息化水平总指数的分指标比

较(见表 1)

表 1　全国及部分省份信息化指标指数值 (%)

二级指标 权重(%) 中国 北京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广东 江苏 甘肃 湖北

1.每万人图书出版数 30 100 47.5 33.45 42.3 15.93 16.47 18.57 10.89 19.65

2.人均邮电业务量 15 100 79.83 23.28 15.75 17.21 44.72 18.09 6.21 10.93

3.每百人年发函件数 25 100 193.9 26.98 18.8 13.7 13.55 34.38 15.48 29.95

4.每百人报刊期发数 30 100 75 30 88.2 21.66 24.99 39.99 33.33 39.99

信息资源指数 15 100 396.3 113.7 165.1 68.5 99.73 111.0 65.91 100.5

5.每万人长途光缆长度 30 100 25.14 21.24 21.24 57.87 30.78 17.13 63.87 24.54

6.每万人长途微波长度 25 100 9.08 29.6 48.1 303.4 38.95 12.08 50.67 25.45

7.每万人长途自动交换机容量 20 100 48.36 33.1 29.76 16.52 41.74 25.78 10.22 16.52

8.每百人长途电话数 25 100 95 35 20 20 95 31.68 11.68 16.67

信息网络指数 16 100 177.6 118.9 119.1 170.2 206.5 86.67 136.4 83.19

9.每百人无线寻呼数 10 100 6.09 26.52 13.65 12.45 16.42 13.58 5.80 10.77

10.每百万人互联网用户数 20 100 97.7 20.58 8.84 10.84 65.68 36.04 4.66 21.16

11.每千人拥有移动电话数 30 100 125.1 48.87 33.33 43.89 78.93 30.72 8.85 22.17

12.电子信箱数 25 100 459.3 37.95 7 35.55 67.77 2.77 40.85

13.每百人特快专递 15 100 119.9 15.03 10.77 20.31 32.68 23.46 7.24 16.08

信息技术指数 18 100 808.1 148.9 73.59 87.49 229.3 171.6 29.34 111.0

14.信息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40 100 147.0 110.1 92.64 82.2 111.0 84.48 58.96 80.96

15.人均 GDP 30 100 91.11 46.32 29.1 35.16 53.85 49.15 16.83 30.03

16.信息指数 30 100 26.85 31.65 31.83 35.16 28.83 29.73 29.49 31.35

—74—

现代情报
2004年 7 月 第 7期

July.2004 No.7

□

信
息
化
与
网
络
建
设



二级指标 权重(%) 中国 北京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广东 江苏 甘肃 湖北

信息产业指数 15 100 265 188.3 153.5 148.4 193.7 163.4 105.3 142.3

17.每万人中大学毕业生比重 100 100 594.7 178.0 169.5 118.4 98.1 126.7 81.9 123.5

信息化人才指数 20 100 594.7 178.0 169.5 118.4 98.1 126.7 81.9 123.5

18.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全部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重

100 100 89.0 100.4 87.4 77.8 105.1 100.7 80.2 75.7

信息化政策指数 16 100 89.0 100.4 87.4 77.8 105.1 100.7 80.2 75.7

信息化指数 100 403 155 128 112 155 127 82 107

资料来源:《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00 年

3　辽宁信息化水平指数的测度分析

3.1　辽宁与全国及部分省份的信息化指数比较
3.1.1　信息化总指数排名依次为:北京 (403)、 广东

(155)、 辽宁 (155)、 吉林 (128)、 江苏 (127)、 黑龙江

(112)、 湖北 (107)、 甘肃 (82), 全国平均为 100。辽宁低

于北京与广东并列第二位 ,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同处东北

的吉林 、 黑龙江以及湖北 、 甘肃等省份。在本次抽样的 9

个样本中居于上中等 , 北京则遥遥领先。

3.1.2　信息资源指数排名依次为:北京 (396.3)、 吉林

(165.1)、 辽宁 (113.7)、 江苏 (111.0)、 湖北 (100.5)、 全

国平均 (100)、 广东 (99.73)、 黑龙江 (68.5)、 甘肃

(65.91)。

3.1.3　信息网络指数排名依次为:广东 (206.5)、 北京

(177.6)、 黑龙江 (170.2)、 甘肃 (136.4)、 吉林 (119.1)、

辽宁 (118.9)、 全国平均 (100)、 江苏 (86.7)、 湖北

(83.19)。该项指标我省仅位于下中等的位置 , 说明我省的

现代信息技术设施尚需上一个台阶。

3.1.4　信息技术发展指数排名依次为:北京 (808.1)、 广

东 (229.3)、 江苏 (171.6)、 辽宁 (148.9)、 湖北 (111.0)、

全国平均 (100)、 黑龙江 (87.49)、 吉林 (73.59)、 甘肃

(29.34)。

3.1.5　信息产业发展指数排名依次为:北京 (265)、 广东

(193.7)、 辽宁 (188.3)、 江苏 (163.4)、 吉林 (153.5)、 黑

龙江 (148.4)、 湖北 (142.3)、 甘肃 (105.3)、 全国平均水

平 (100)。

3.1.6　信息化人才指数排名依次为:北京 (594.7)、 辽宁

(178.0)、 吉林 (169.5)、 江苏 (126.7)、 湖北 (123.5)、 黑

龙江 (118.4)、 全国平均水平 (100)、 广东 (98.1)、 甘肃

(81.9)。该项指标我省居于全国领先的位置 , 除了低于北

京 , 在被测的 9个地区中位于前列。这与我省拥有的高校

数量较多有关。

3.1.7　信息化政策和法规指数排名依次为:广东 (105.1)、

江苏 (100.7)、 辽宁 (100.4)、 全国平均水平(100)、 北京

(89.0)、 吉林 (87.4)、 黑龙江 (77.8)、 湖北 (75.7)。

3.2　辽宁省信息化发展的特点 、不足和对策
通过以上的 6项信息化指数及信息化总指数测算和分

析 , 可以看出辽宁省信息化发展的特点:截止 1999年 , 辽

宁省信息基础水平较好 , 发展潜力很大。同时存在着明显

的不足 , 传统信息资源较好 , 现代信息基础设施有待加强。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辽宁省的信息化水平居于全国

的上中等水平 , 位于北京 、 广东等发达地区之后 , 位于吉

林 、 黑龙江 、 湖北 、 江苏 、 甘肃等省份之前 , 信息化水平

有一定的优势 , 仍然存在不足。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的

对策:

3.2.1　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现代信息基础设施 , 如长途光

缆 、 长途微波的建设 , 扩充长途自动交换机的容量 , 加强

信息产业的宏观调控。信息化的发展离不开信息产业的发

展和提高 , 只有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 信息化水平才

能提高。

3.2.2　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在 “每百万人互联网用户

数” 、 “每千人拥有移动电话数” 、 “电子信息数” 等分项指

标中 , 我省均低于北京 、 广东 、 江苏等发达省份之后。我

们认为应该大力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 , 尽快提高我省的信

息网络传输能力。

3.2.3　继续加强传统信息资源的建设。我省的总体信息化

水平居于全国上中等水平 , 得益于传统信息资源的基础。

如 “每万人图书出版数” 、 “人均邮电业务量” 、 “每百人报

刊期发数” 等指标均居于全国前列。这些传统信息资源的

建设今后应该继续加强 , 以巩固我省信息化水平在全国较

先进的地位。

3.2.4　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强化行政管理 , 充分发

挥政府在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对信息化建

设予以协调 , 统筹规划 , 全面推进 , 保证信息化建设的资

金投入。支持信息化建设的管理与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制

定优惠政策 , 鼓励国家 、 集体 、 个人共同推进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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