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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在知识经济的冲击下 , 世界范围内的物质

型经济有逐渐衰退之势 , 代之而起的是迅猛发展的信

息型经济。近年来 , 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对信息经济

的量化研究 , 我国于 1986 年在国家科委的直接领导

下 , 也对全国的信息经济进行首次的测度分析。 之

后 , 北京 、 上海 、 河北 、 陕西 、 江苏 、 吉林 、 湖北等

省市也对本省的信息经济进行了测评。至此 , 信息经

济的定量研究已成为衡量一个省区经济发展水平 、 信

息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对市场经济欠发展的西部地

区 , 进行信息化指数的量化研究 , 在理论与实践上对

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 产业结构 、 市场调节 、 信息

产业人员素质的衡量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 信息化指数的指标体系

最早进行信息测度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与

波拉特 , 他们提出的测度方法是以信息部门的定义来

测量信息部门对 GNP的贡献的。虽然有很大的实用性

和探索性 , 但是具体操作过程中有关数据参数难以把

握 , 甚至测算度也难以捕捉 , 最终影响测算准确度。

70 年代后期 , 日本学者小松峙清介提出了 “信息化指

数法” 。这种方法从有关电讯 、 年度报告 、 宣传统计

部门中 , 优选出 11项因素进行信息化程度 、 成本价值

等的分析 , 最后得出本年度的信息化指数 (%)。 即

某年某地的信息化指数。

二 、 量化研究与测算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信息化指数的测算 (见表 1),

其数值均来自 《宁夏统计年鉴》 、 《银川统计年鉴》 、 宁

夏城市调查队 (简称城调队)、 区党委政策研究室 、

《宁夏日报》 、 《西北信息报》 等各年的统计资料之中。

其中 , 每万人计算机数是从有关宁夏信息化量化的研

究文章中测算出来的。笔者与资料作者联系询问了有

关数值的测算方法 , 基本符合宁夏城市经济调查队的

研究方法 , 这个数值占整个调研数值的 9%, 其量化

研究的依据基本准确。其它数值均来自具有权威性的

国家公开出版物 , 数值可靠 , 测算基本准确。具体测

　　在规范、 控制栏目名称字数的同时 , 全国 15 种期

刊编辑部也十分关注栏目命名的生动、 形象和新颖等方

面的问题。比如 , 这些期刊现正使用的 “海外广角” 、

“海外掠影” 、 “域外采风” 、 “放眼世界” 与 “国外图书

馆” 相比, “书林清话” 、 “珍藏撷类” 、 “书林钩沉” 与

“古籍研究” 、 “古旧文献” 相比 , “书海舵工” 与 “业务

辅导” 、 “参谋咨询” 相比 , 就较为文雅, 也形象、 新颖

得多。类似这样的做法 , 显然应该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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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为:

信息化指数=

∑
i=1

∑xij
j

∑
i=1

∑ sij

式中 , Xij为某项指标的实际数值 , Sij被确定为相对

指数标准 (基数)的某项指标值。

具体方法为:基年的要素数值为 100 , 用地区同

类要素的绝对值除以基年的绝对值 , 再乘以 100 , 得出

各项要素数值的指数, 以类为单位将各项要素的指数

相加除以项数, 得出四大类的指数 (信息量指数 、 信

息装备率指数、 通信主体水平指数和信息系数指数);

再将 4 项指数相加除以4 , 就是年度信息化指数。

三 、 宁夏回族自治区信息化水平

1.根据统计数据 , 测出 1993-1996 年各年信息

化指数 (表 1)。

2.宁夏信息化水平的实际数值分析

为了显现本区与其它省市及国家的实际比较 , 以

便反映实际情况 , 现列表 2、 表 3。

表 1 宁夏信息化指数测算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绝对值指数%绝对值指数%绝对值指数%绝对值指数%

人均年使用函件数 4.6 100 4.2 91 4.2 91 4.3 93

人均年通话次数 26.7 100 43.8 164 72.2 270 111.3 416

每百人报纸期发数 2.6 100 2.5 96 2.5 96 2.5 96

每万人书籍售网点数 0.66 100 0.55 83 0.54 82 0.46 70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94.7 100 97.27 103 98.93 104 100.62 106

信息量指数 100 107 129 142

每百人电话机数 1.99 100 3.1 156 4.2 211 5.7 286

每百人电视机数 19.0 100 20.0 105 21.3 112 22.3 117

每万人计算机数 0.01 100 0.01 100 0.02 200 0.03 300

信息装备率指数 100 120 174 234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19.7 100 19.8 101 20.9 106 21.7 110

每百人在校大学生 0.20 100 0.21 105 0.21 105 0.20 100

通信主体水平指数 100 103 106 105

个人消费中杂费占比重 5.7 100 4.9 86 4.8 84 4.7 82

信息系数指数 100 86 84 82

信息化指数 100 104 123 141

表 2 有关国家信息化指数

年
信 份息化指数
国别

1965 1973

日本 100 221

美国 242 531

英国 117 209

中国 37.9 (1985 年) 62.5 (1990)

表 3 有关地区信息化指数 (1992 年)

地区 信息化指数

北京 117.12

上海 134.30

广州 118.12

南京 113.50

江苏 89.68

河北 288.64 (1993)

珠江三角洲 159.06

香港 939.87 (1989)

宁夏 104 (1994)

从表 2 、 表 3 可以看出宁夏的经济实力 、 信息化水平

均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 , 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

大 , 加快信息化发展步伐应成为宁夏总体经济发展的

首要项目。

3.具体分析

信息量指数:以宁夏 1993 年信息量指数为 100 ,

1996年为 142 , 实际增加近 0.42 倍。 5 项数值中 ,

人均年通信次数增长最快 , 4 年增加了 3.2 倍 , 居

西北五省首位 , 仅银川市电话普及率已达 31.4%,

进入全国省会城市前 10 名之列 , 反映出市场经济中

宁夏人利用电信信息的意识很强 , 行动迅速。其它 4

项则发展迟缓 , 反映出人们对报纸书刊信息资料占有

份额的轻视与冷淡 , 有关部门特别是图书馆系统就应

大大加快图书期刊文献信息的开发与利用。

信息装备率指数:国际电联在 1977 年对世界 77

个国家的电话普及率进行研究 , 并得出一个电话普及

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式 (省略), 作为衡量

一个地区 、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从表 1可以看

出 , 宁夏最可乐观的是电话普及发展最快 , 4 年中增

加了近 4 倍 , 年递增为 1 倍多 , 高于全国发展水平;

每百人拥有电视机数也已达到全国先进省区水平。但

“万人拥有计算机数” 发展最慢 , 总 (下转第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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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的典籍走过了近二千年的时光岁月。自其诞
生之日起 , 一直为历代典籍的集聚 、 整理 、 分编与利

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充分体现了 “四部” 对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与价值。其自身也成为历代学习 、
研究 、 使用和完善着的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传统的古典文献是我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

是历代文化的结晶。据有关文献统计 , 我国古代文献
约有十万余种。如此浩瀚的典籍经历代文化整理 、 校
对 、 分编 、 排序并以目录的形式分别反映在历代的私
藏目录 、 官修目录与史志目录之中 , 才得以保存与传

承下来。这些目录基本都以 “四部” 之制为分类 , 正
如目录学家姚名达所说:“四部之称 , 创自 《隋志》 ,
一成不变 , 无待烦辞” , “官簿私录十九沿袭 , 视为天
经地义 , 未敢推翻另创” , “试取历代正史艺文志观
之 , 未有不用其法者” (《中国目录学史》)。由此可见

“四部” 的特点与价值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显得更
加鲜明与重要。直至今日 , 这一最具特色的传承文化
仍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分编 、 整理 、 研究与利用起
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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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6 页)体而言 , 宁夏与全国信息化建设的形

势相比 , 仍处于滞后状态。其中计算机的发展与利用

仍需开拓出新的发展局面。

四 、 信息化指数的测算给我们的启示

根据发达国家与我国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的

经验来看 , 宁夏信息资源发展的近期目标应是重点发

展信息资源网和人才引进两方面。特别要建立宏观经

济预测系统 、 企业和产品信息系统 、 价格和市场信息

系统 、 投资和管理信息系统 、 经济法规信息系统 , 这

些信息系统的基础工作就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和

设施 , 建立信息采集和传递渠道 , 从根本上保证其信

息系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国务院公布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 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

标纲要》 规定:今后要把通讯业做为加速建设的项

目 , 要把电子业做为振兴经济的支柱产业 , 把信息咨

询服务业做为新兴的第三产业来发展 , 使国民经济信

息化程度显著提高。宁夏应不失时机地根据纲要规

定 , 结合本区信息化发展状况稳步发展。人才匮乏是

我区发展信息产业的桎梏 , 全区 100 家计算机技术开

发公司中 , 大学本科计算机专业的人员平均每家不到

1名 , 同时 , 多数计算机专业的人才集中在金融 、 科

研 、 高校等条件好的单位 , 工矿企业 、 乡镇企业和基

层单位几乎没有。因此 , 笔者认为在信息化的建设方

面应引入人才市场机制 , 列入政府投资计划 , 从财政

预算上给予资金保证 , 根本上改变宁夏信息化发展的

缓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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