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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区域信息消费差异的泰尔指数分析 

于 婧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信息消费对扩大内需和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对 2006—2014 年浙江省居民信息消费差异及变

化进行泰尔指数分析，并将总差异分解为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结果表明，浙江省信息消费差异呈现扩大趋势，

这主要受地区间差异的影响，且浙东北地区、浙西南地区内存在差异，但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小于地区间差异的贡献

率。为此，应通过促进城乡信息交流、推进“宽带中国”建设和缩小地区间信息消费差距等措施提升浙江省的信息

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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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和信息消费需求的增加，扩大信息消费、发展信息经济将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推进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抓手。作为“软消费”和“硬消费”有机结合的信息消费具有大众性、数据化等特征，对地

区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效应。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是全国唯一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国家示范区，但

其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为促进信息消费，实现信息消费均等化，2014 年浙江省政府颁布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

内需的实施意见》。本文重点研究浙江省 11 个地市的居民信息消费，从中寻找切入点，以缩小区域信息消费差距，进而推动区

域的整体发展。 

一、文献综述 

信息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外学者较早开始对信息消费进行研究，Machlup（1962）、Oma（1996）等研究信息消费

的对象，而 Vandenberg（1995）、Shah（2006）等分析信息消费的行为，此外在信息对消费者的影响、信息消费对整个社会的影

响研究也卓有成效。 

国内学者主要从信息消费的概念界定、影响因素、现状方面分析。郑英隆最早把信息消费归结为决策者将信息进行加工转

换形成行动方案的过程，而贺修铭、沈小玲等对定义进行进一步完善；赵付春（2014）将信息消费分为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消

费，并总结出信息消费对经济的六大积极效应和三大消极影响
[1]
；沈小玲（2008）分析得出信息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年龄、职

业、信息能力与消费者偏好
[2]
；李旭辉、程刚（2012）构建了 6个一级指标、35个二级指标的农村信息消费水平评价体系

[3]
；王

子敏、黄卫东（2013）建立 VAR模型定量分析江苏城乡的信息消费关系，结果表明城镇信息消费对农村具有单向影响
[4]
。 

信息经济时代对信息消费的研究将不会停止，浙江省是信息消费极具潜力的地区，2015年信息化发展指数为 0.917，比 2014

年提高 0.029，而浙东北和浙西南的居民信息消费和收入依然存在差距，不利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信息化的推进。因此，本

文对浙江省信息消费进行泰尔指数分析，针对区域发展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推动浙江省的发展有所裨益。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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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首个提出打造信息经济大省的省份，信息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电子商务如

火如荼，信息消费日益繁荣。浙江省东北地区包括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和舟山市，西南地区包括金华、衢州、丽水、

温州和台州市，两大地区发展各具特色，信息消费水平存在差距。 

（一）研究方法 

泰尔指数是用于衡量不平等度的重要指标，已广泛运用于区域差异的测算，公式如（1）。为反映整体的区域差异可将泰尔

指数分解为地区间和地区内差异，泰尔指数越大，差异越大，公式如（2）-（5）
[5]
。通过贡献率可以测量各因素对总体差异的

影响度，公式如（7）。 

 

 

其中 T是测度总差异的泰尔指数，Tm、Tn分别是浙东北和浙西南的泰尔指数，Ta、Tb是地区内和地区间差异的泰尔指数，ci、

pi是第 i 个地区的信息消费额和人口数，C、P 是区域的信息消费总额和人口总数。（Cm/C）Tm/T、（Cn/C）Tn/T 是浙东北、浙西南

地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Tb/T是地区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处理 

对信息消费的理解不同学者测度的口径也不同，借鉴陈立梅（2013）的测算方法：信息消费包括家庭设备支出、医疗保健

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和文教娱乐支出
[5]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局及 11个地市的统计局网站，选取了 2006—2014年浙

江省 11 个地市的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GDP 指标的数据，由于统计

口径的不一致性，本文对一个地区信息消费总额进行统一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信息消费总额=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城镇人口+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农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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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江省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总差异分析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居民的消费水平，因而将 GDP和信息消费额代入公式（1）得出 2006—2014年浙江省 11个地

市总差异的泰尔指数值（见表 1），GDP 和信息消费的泰尔指数从 2006 年的 0.0089、0.0295 上升为 0.0134、0.0332，即差异扩

大，2007年较 2006年出现较大回落，之后变化平稳且上升，9年间信息消费与 GDP泰尔指数的变化趋于一致。由此可知，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入差距拉大，人们的信息消费支出差距也在变大。 

 

（二）地区间差异分析 

根据公式（5）测算出浙东北和浙西南地区间的差异，信息消费差异由 0.0046扩大至 0.0105，增加 0.0059，整体上差异扩

大，而 GDP 的差异增加了 0.0043，两个指标与整个地区差异变化的走势相同，这是由于两地区发展不平衡扩大了信息鸿沟。由

表 2 可知，地区间差异占总差异的比重大于 50%且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而 GDP 指标的比重从 2006 年以来一直超过 70%，因

而造成浙江省信息消费的差异主要来自于浙东北和浙西南间的差异，这也是缓解浙江省信息消费差异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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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部差异分析 

由于历史、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浙西南地区的发展长期落后于浙东北，2014年浙东北的 GDP达 27406.19亿元，约为浙西南

的两倍。2006—2014年浙东北地区的泰尔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整体数值变化不大。而浙西南地区的信息消费在 2006—2014

年间波动较大，其中 2011 年差异最大，2014 年差异缩小，2006—2011 年浙西南地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大于浙东北，2012

年后浙东北地区内差异的贡献率大于浙西南，而 GDP 差异波动比信息消费波动大，2006 年差异最大，之后减小并趋于平稳（详

见表 3、表 4和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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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浙江省信息消费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发挥城镇引领作用，促进城乡信息交流 

近年来，浙江省居民的信息消费领域已从传统的报纸和书籍，转向以手机、电视和电脑等信息家电消费领域，信息消费的

方式呈现多元化格局
[6]
。但受传统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制约，农村的信息消费仍落后于城镇。因此，应利用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契机将城镇的信息产品和服务渗透到农村，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不断向信息化转变，同时加强城镇和农村居民间的信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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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二）加快“宽带中国”实施进程，加强软硬件建设 

落实“提速降费”方案，提升信息消费的性价比，使更多的人成为信息消费者，并加强浙江省的“全光”城市建设和宽带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产业发展，创新服务，大力发展“互联网+”，让城乡居民充分享受经济便捷的信息

消费。同时，提升居民的信息素质、改善消费观念是推进信息消费的必要途径，为此需加强信息的宣传力度和发展地方教育
[7]
。 

（三）缩小地区间信息消费差距，推动全省整体发展 

一方面，应先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而提高消费水平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尤其要加快缩小浙东北和浙西

南的发展差距，最终使两地区间的信息消费差距缩小。另一方面，信息消费越来越成为消费增长的引擎。当前要通过促进智能

手机、电视等信息硬件及手机游戏、文学等信息载体的消费，促进各地区信息消费的增长，全面推动浙江省信息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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