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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修正的信息化指数模型测算 了汉中市 1999～2005年社会信息化水平，并与省内其他地 区和国内一 

些发达地区的信息化水平作了比较分析。指出了汉中市信息化建设中的成就和不足 ，并从政策保障、信息资源建设、信 

息技术应用、信息人才培养以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4--g息化 信息化指数 汉中 不发达地区 

【分类号]G35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信息产业 

持续发展以及信息网络的广泛普及，信息化成为全球经济社 

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如何科学地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 

化程度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课题。在现有文献中，对全国以及 

省(直辖市)级地域的研究较多，而对地县级区域(尤其是西部 

不发达地区)的信息化水平探讨不够。为了推动西部地区信息 

化建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笔者在借鉴日本学者提出的信息 

化指数模型方法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学者信息化水平测度的 

方法，对陕西省汉中市社会信息40,k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 

1 汉中市信息化水平测度法 

1．1 社会信息化指数模型的确立 

结合汉中地域发展的实践，社会信息化水平测试模型分 

为信息资源量、信息传输装备、信息化人力资源、信息产业生 

产力以及信息消费5个一级指标，并在一级指标下细分出14 

个二级指标。为了充分揭示各个指标的实质差异和在最终信 

息化指数中的重要程度，模型又通过专家调查法和因子分析 

法分别给出了5类指标和各类内指标的权重系数，最终确定 

的测度指标及权重系数见表 1。 

1．2 社会信息化指数的计算方法及分析 

①以汉中市 1999年信息化水平作为基准，各项指标指 

数值均取 100。 

②测算当年指标指数=(测算当年某一指标绝对数／1999 

年该指标的绝对数) 100％。 

③将各大类内指标指数与对应的权重系数相乘并求和， 

得到5个一级指标 A、B、C、D、E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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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__—信息资源量指标内各二级指标的权重系数 

Ar—信息资源量指标内各二级指标的指数值 

br—信息传输装备指标内各二级指标的权重系数 

表 1 1999-2005年汉中市社会信息化测算模型绝对数 

项 目 指 标 权重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人均使用函件数(件／年) 0．15 4．13 4．59 4．86 5．18 5-31 3．48 3．12 

每百人每天报纸发行量(份) 0-30 0．73 0．75 0．76 0．76 0．78 0．77 0．79 

信息资源量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 0-30 4 36 35-3 36 34 12．6 13 

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量(件 ) 0．20 52 52 51 55 32 51 97 

每平方公里人 口密度(人) 0．05 133．9 135．4 135．6 136 136．6 137 138 

信息传输 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0-35 6 6．7 8．4 15．1 25．9 30．5 36．7 

广播综合人 口覆盖率(％) 0．30 74 83．4 90 91 91．5 91．5 94．9 装备 

电视综合人 口覆盖率(％) 0．35 80 87．33 89 90 90．8 90．8 94．8 

信息化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0．42 131 154 264 269 308 326 341 

互联网用户(万人) 0-30 0．11 1．29 2．17 3．14 6．61 6．42 4．23 人力资源 

第三产&bk,．akA． 比(％) 0．28 53-32 60．71 61．57 57．17 58．97 56．29 59．83 

信息产业 第三产业在GDP中比例(％) 0．50 39．51 41．40 36．60 43．17 42．89 40．20 39．20 

生产力 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元) 0．50 79 89 91-36 103．8 118．2 130．3 139．9 

信息消费 个人消费中杂费比例(％) 1．00 25．90 27．20 26．63 28．54 32．24 31．62 35．18 

注：①“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第三产业在GDP中比例”、“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5项 

指标来自各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②“人均使用函件数”、“每百人每天报纸发行量”、“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个人消费中杂费比例”由各年 

《汉中年鉴》换算而来。~~ooo一2005年度“受理国内专利申请量”、“电话普及率(包括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电视综 

合人口覆盖率”、“互联网用户”均来自各年“汉中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④1999年数据由《汉中年鉴》和官方数据综合而来。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基金项目(05JK016)“汉中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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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_—信息传输装备指标内各二级指标的指数值 (其余 

参数以此类推) 

④各年信息化指数Y=Q。A+Q +Q3c+Q4D+Q5E，Q为相 

应一级指标 的权重 ，Q。=0．22，Q2=o．28，Q3=O．25，Q =0．15，Q5= 

0．10。 

由此计算出 1999—2005年汉中市社会信息化指数，见表2。 

表 2 1999~2005年汉中市信息化指数 

信息 信息传输 信息化 信息产业 信息 信息化 

时间 资源量 装备 人力资源 蔓产力 消费 指数 

0．22 0．28 0．25 0．15 0．10 1．oo 

1999 100 1oo 1oo 1oo 1oo 1oo 

2ooO 342．3 1l1．9 433．4 1o9 105 241．8 

2oo1 338．3 124．45 708．9 1o4．3 1O3 312．4 

2o()2 346．3 164．65 972．6 120 l10 394．4 

2oo3 323．9 228．3 1932．5 128．5 124 649．9 

2OO4 163．3 254．9 1885．1 133．5 122 610．8 

2o()5 183．7 294．2 1294．1 138 136 480．6 

从表 2看出，2000年以来 ，汉中市信息化水平发展较快 ， 

信息化指数年均增长29％以上，特别是 2003年增幅最大，达 

到了基年指数的 6．5倍。但在 2004年以后，增长速度放慢 ， 

2005年信息化指数值只是基年的4．8倍。这主要是由于“信息 

资源量”和“信息化人力资源”这两项指标出现了跳跃式变化。 

2004年以前，人均使用函件数和互联网用户数都呈递增态势 ， 

而此后骤减。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量从 1999年的4册增长到 

2000年的36册 ，此后 2001～2003年发展也比较平稳，但在 

2 汉中市信息化水平在省内及国内的 

比较分析 
为了进一步把握汉中市信息化发展的水平，表 3以汉中 

市 2004年的数据为基准，用该信息化指数模型比较了汉中市 

与陕西省内其他地区的信息化水平。表4则以2004年全国信 

息化平均水平为基准，测算了汉中、陕西以及国内几个发达省 

f市)2004及2005年的信息化指数。由于这两年我国信息化发 

展的特征愈加显著 ，为了使测算更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和全面 

性，该模型在信息产业生产力指标项中，增加了“人均信息产 

业投资额”，该数据可由《陕西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 

“各地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投资额”换算而来；以 

“人均教育投资额”代替了“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此数据也 

可在统计年鉴中获取，并对权重系数做了适当调整。由于各项 

指标横向比较的数据出处相同，故该测度仍具有较高的可信 

度和准确性。本次测算直接使用二次算术平均法。 

尽管与2000年以前比，汉中市的信息化建设有一定的发 

展，但是横向比较 ，其发展与其他地区还有不小的差距。表 3 

显示，在陕西省 10个市区中，汉中的信息化水平排在第 7位， 

信息化指数仅是西安的26．8％。其信息资源量、信息化人力资 

源以及信息产业生产力等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信息消费指 

表 3 2004年陕西省各地区信息化指数比较表 

指 标 权重 汉申 西安 铜川 宝鸡 成阳 渭南 延安 榆林 安康 商洛 

人均使用函件数(件／年) 0，15 3．48 15．11 3．91 4．65 3．62 2．38 2．79 1．47 3．16 2．25 

人均报刊 累计数(份／年) 0．30 9．10 14．88 14．95 9．56 10．17 9．79 18．73 10．06 6．63 7．08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0．30 12．6 48 40 27 14 10 21 23 13 21 

每万人专利受理量(件) 0．20 0．14 3．03 0．23 0-35 0．71 0．18 0．24 0．07 0．01 0．14 

每平方公里人 口密度(人) 0．05 137．0 726．7 217．2 205．1 479．5 412．9 56．9 78．3 128．2 124．7 

信息资源量指数(％) 0．22 100 687．9 201．9 173．3 201．4 107．2 160．2 107．4 72．6 107．8 

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0．35 30．05 85．06 42．24 39．67 32．87 31．82 45．71 28．70 26．61 26．28 

广播综合人 口覆盖率(％) 0．30 91．50 98．84 93．01 98．96 98．41 83．57 91．22 86．88 86．77 91．39 

电视综合人 口覆盖率(％) 0．35 90．84 97．07 97．57 98．34 98．79 88．11 93．22 84．66 89．81 94．51 

信息传输装备指数(％) 0．28 1oo 168．9 117I4 l16．4 108．7 98．35 118．4 94．65 94．3 93．05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0．42 326 789 0 237 728 122 263 460 71 84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户) 0．30 1．72 16．84 2．00 3．56 2．73 1．68 1．57 1．43 0．84 1．60 

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 0．28 58．97 53．50 37．25 49．61 51．55 56，68 66．15 76．12 75．81 70．51 

信息化人力资源指数(％) 0．25 100 420，4 52．44 116．3 165．7 71．82 92．68 120．2 60．1 72．42 

第三产业在 GDP中比例(％) 0．40 40．2 49，3 40．5 34．4 34 36．2 20 24 47．6 41．3 

人均信息产业投资额(元) 0．30 40．68 64．17 166．7 1o4．5 24．92 3．65 3．34 91．92 95．23 37．98 

人均教育投资额(元) 0．30 57．36 544．9 77．32 92．43 l19．7 64．19 l15．3 71．41 47．21 54．62 

信息产业生产力指数(％) 0．15 100 381．6 203．9 159．6 114．9 72．3 82．68 128．9 142．1 97．78 

个人消费中杂费支出(％) 1．00 35．9 41．4 35．3 38．2 44．7 40．2 39．0 39．8 32．4 43．2 

信息消费指数(％) 0．10 1oo 115 98 106 125 l12 1o9 1l1 90 120 

信息化指数(％) 1．oo 1oo 372．5 130．8 134．3 145．9 91．1 114．9 110．6 87．7 94．5 

注：①以上数据均来源于2Oo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以及2004年各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②“个人消费 

中杂费支出”由《陕西统计年鉴2Oo5》“陕西省2004年地级市基本情况统计 ：包括市辖县)”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除衣食住)数据换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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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4—2005年汉中市信息化指数与全国部分地区对比表 

全国 汉申 陕西 北京 上海 广东 指 标 权重 

20O4 20o5 2oo4 20o5 2004 2005 20o4 20o5 2oo4 20o5 2oo4 20o5 

人均使用函件数(件) 0．15 1．95 1．97 3．48 3．12 5．0o 4．58 51．7 40．5 44 52 12．9 10 

年人均出版报刊累计数 0-30 26．9 37 9．1 10-3 23．7 24．5 70．3 71．5 180 173 57 50-3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册) 0-30 38 36．8 12．6 13 24 26 297 236 440 445 42 34 

每万人专利受理量(件) 0．20 2．73 3．64 0．14 0．26 0．87 1．12 12．4 15-3 15．2 24 6-3 7．9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人) 0．O5 135 136 137 138 180 181 910 937 2133 2145 507 511 

信息资源量指数(％) 0．22 10o 118 52．8 52．6 96．7 97．8 835 724 1076 1199 261 236 

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0-35 49．8 56．9 30．5 36．7 42．6 48．3 147 159 161 180 10o 107 

广播人 口覆盖率(％) 0-30 94．1 94．5 91．5 94．9 92-3 93．2 99．5 100 10o 10o 96．1 96．1 

电视人口覆盖率(％) 0-35 95-3 95．8 90．8 94．8 93．5 94．4 99．5 99．9 10o 10o 96．4 96．4 

信息传输装备指数(％) 0．28 10o 1o5 83．7 90．8 93．8 98-3 171 180 181 194 136 141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0．42 103 119 80．9 86．1 158 179 335 349 307 325 87．5 95．1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人) 0-30 7-23 8．49 1．72 1．12 1．25 1．78 26．9 28．7 46．8 59 13．4 10．2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 0．28 30．6 31．4 56．2 59-3 31．5 30．7 65．5 66．6 52．2 55．6 28．4 29．8 

信息化人力资源指数(O／o) 0．25 10o 112 91．9 94．1 98．2 108 308 321 367 428 117 108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0．40 31．9 40．3 40．2 39．2 37．2 38-3 60 67．7 47．9 50-2 36．8 44．1 

人均信息产业投资额(元) 0-30 128 121 40．7 48．5 121 128 524 524 4o2 477 334 248 

人均教育投资额(元) 0-30 156 169 57．4 67．9 174 264 430 412 445 508 250 226 

信息产业生产力指数(％) 0．15 10o 111 71．1 73．8 109 129 281 287 260 272 172 157 

个人消费中杂费的比例 1．0o 32．4 34．3 31．6 35．2 37-2 39．4 44．8 43．3 38．1 39．9 32-3 33．6 

信息系数指数(％) 0．10 10o 1O6 97．5 1O9 115 122 138 137 l17 123 99．7 104 

信息化指数(％) 1．0o 10o 111 78．5 82．5 10o 108 365 347 430 479 160 153 

注：①互联网用户数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5／1、2006／1)。②其他数据来源于2004、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以 

及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③汉中数据来源于表 1以及《陕西统计年鉴》和《汉中年鉴》。 

数也仅略高于铜川和安康两地。如果与全国相比较，汉中的信 业信息化以及城市管理为核心，全方位、深层次推进基于互联 

息化程度就更低。表4中的数据表明，2004年陕西省的信息 网技术的信息技术应用；同时要注重高素质的信息技术人才 

化指数与全国平均指数相同，汉中为78．5％。到2005年，陕西 的培养和引进，依靠汉中本地两所高校培养综合型的信息化 

省的信息化指数为全国的97．3％，汉中指数则下降为全国的 人才，通过引进技术造就专业型的信息化人才。最后，还要加 

74．3％。同年北京和上海的信息化指数分别是汉中的4．2倍和 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发展和完善宽带传输网络建设， 

6．1倍，5个一级指标中，仍然是信息资源量、信息化人力资源 大幅度提高互联网覆盖率。扩大全市通信、广电传输骨干网络 

以及信息产业生产力三项指数差距更大。这说明汉中的信息 的覆盖范围，形成覆盖全市的数据传输网，以推动信息化进程。 

化无论在发展程度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参考文献： 

与东部发达地区更是相差悬殊，东西部的“数字鸿沟”在进一 

步扩大，汉中的信息化建设任重道远。 

3 发展建议 

2005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 

“陕南突破发展”的重大战略，同年下半年又指出“汉中要在陕 

南突破发展中率先突破”。汉中应把握此历史机遇，围绕“数字 

陕西”和“数字化汉中”的发展战略，加快信息产业化和产业信 

息化的步伐，全面提升社会信息化水平。 

首先，当地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工作，加强信息 

化建设的软环境治理，研究制定扶植汉中市信息化发展的技 

术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和资费政策以及相关法令法规； 

其次，要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以数据库建设为基础，建 

立和完善各类信息系统；再次，要以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企 

f1】 姜奇平．信息化水平测度的理论与方法【 、北京：经济科 

学出版社．2001 

『21 韩俊，王倩．90年代后期浙江省社会信息化水平测度及 

分析[J]．浙江工程学院学报，2003(12) 

『31 周荣莲，肖宏文．陕西省信息化指数的测算分析及对该模 

型的改进【J]．情报学报，1999(2) 

张文军等．西安市社会信息化指数的测度、分析及预测 

[J]．情报杂志，1998(2) 

【5] 国 家信 息 化 水平 研 究 报 告 ．http：／／www．niec．org．cn／zt／ 

xwtg31902．htm，2002-03-19 

『6] 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hap：／／ 

www．shaanxi．gov．en／15plan／plang1．asp?id=35。2006—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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