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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信息服务业现状分析与发展策略 

郭榕 熊励（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 200336) 

〔关键词〕信息服务业；长三角 

〔摘要〕本文以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为中心，论述长三角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而分析了该地区发展信息服务业的

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推动长三角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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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三角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上划分信息相关产业暂行规定》，本文所述信息服务业上咚是指电信相关服务、广播电视传输

服务、互联网信总服务以及计算机、软件相关服务。 

1、上海市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上海信息服务业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逐年增加：上海信息服务业的经营收入

从 1999 年的 183.82 亿元上升到 2005 年的 916.8 亿元。 

电信：2005 年末，新增实名登记用户 65 万余户；固定电话用户达 996.7 万户，固定电话主线普及率达 56.1%；移动电话用

户 1444.2 万户，普及率达 81.2%。 

广电：至 2005 年末，全市数字电视用户累计达 8万户；有线电视用户达 427.3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493 万户，其中有线电

视双向改造完成 185.66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12.77 万户。 

互联网：至 2005 年末，互联网用户达 803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70 万人，互联网用户普及率达 45.2%；宽带接入用户达 247.4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88.58 万户。 

软件：在整个上海信息服务业中，软件营业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2005 年营业收入达到 455.1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0.3%，

占信息服务业的 49.65%。全市共有软件企业 1600 家，软件从业人员 11.8 万人，有 27 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

企业。 

2、江苏省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 

受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消费需求日益增长的双重拉动，江苏省信息服务业规模逐年扩大。2004 年，江苏省从事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人〔签金项目〕上海教委曙光项目资助数达 5.19 万人。 

电信：2005 年，江苏省电信业务总量达 676.12 亿元，增长 35.8%。年末固定电话用户 3059.35 万户，新增 477.49 万户。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 2550.43 万户，比上年末增加 331.89 万户。全省电话普及率达 75.1 部／百人，比上年增加 10.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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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2005 年，江苏省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省、市、县电视设备数字化率分别达到 92.00%、48.55%、43.42%，

广播中心数字化率分别达到 47.11%、46.00%、35.67%。市、县有线电视网络改造工程成绩显著，城乡网络 500 户设立一个光节

点的目标任务已完成 73.3%，城区网双向化改造覆盖用户 212.2 万户，超过有线电视用户数的 40%。 

互联网：2005 年年末互联网用户 449.54 万户。各主要城市建成宽带城域网，信息技术应用继续扩大，新闻浏览、视频点播、

信息查询、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视频会议、网络游戏等被广泛使用。全省审批项目大部分实现了网上受理。 

软件：江苏省软件产业连续 5年年均增幅超过 50%。2004 年销售额为 188 亿元，出口 8716 万美元，列全国第五。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电力管理和控制软件以及电信管理软件分别占全国 50%和 30%的份额。 

3、浙江省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 

2004 年末，浙江省从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企业数为 6900 家，从业人员 17.11 万人。全年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471.79 亿元，利润 103.69 亿元。 

电信：2005 年全年电信业务总量为 803.5 亿元，增长 25.6%。“十五”期间新增固定电话用户 1347.5 万户，新增移动电话

用户 2011 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由上年末的 49.2 部／百人提高到 59.0 部／百人。 

广电：浙江省广播电视已形成由卫星、微波、光缆和电缆相结合的专用传输网络，？到 2005 年底，全省乡镇的联网率达到

95.8%，行政村的联网率达到 87.4%以上。2005 年全省广播电视业总收入为 64.02 亿元，同比增长 17.57%，经营创收总收入为

59.05 亿元，同比增长 17.44%。 

互联网：2005 年末，浙江省互联网用户总量达到 689 万户。宽带市场主要集中在各市区和个人用户，集团用户则是在校大

专院校学生这批校园网用户占了相当大的份额。目前，宽带市场迅速形成多家竞争格局，并在政府对驻地网建设及时、有效的

管理下，进入良性竞争。 

软件：软件产业总体实力进一步得到提升，2004 年浙江省软件与系统集成销售收入达到 137 亿，占全国总销售收入的 8%。

经过近几年软件外包业务的发展以及政府的扶持，软件出口业已初具规模。2005 年上半年，浙江省软件出口额达到 509 万美元，

同比增长 288.4%。 

二、长三角信息服务业发展策略 

1、长三角发展信息服务业的优势 

一是相对合理的区域产业布局。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以上海为核心、若干个专业化中小城市为外围和辐射区域的巢状分层

结构。这是长三角地区信息服务业合作的基础。 

二是各地区企业结构差异，有利于协作发展。在长三角地区，大批跨国公司总部、研发机构人驻上海；江苏省则是台商聚

集（苏南地区台资占大陆台资的 50%以上）；浙江省的民营中小企业相当活跃。不同的企业结构和规模为长三角信息服务业合作

发展提供了条件。 

三是区域内具有资源整合优势，有利于集约化发展。上海的信息、金融、贸易优势；上海、宁波的航运优势；上海、南京、

杭州的人才、技术优势；上海、南京、杭州的软件业优势；长三角区域的市场规模优势；区域内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

这些都有利于地区间优势互补，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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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三角发展信息服务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信息服务业从业企业存在结构性矛盾，体现在：第一，信息服务业落后于信息制造业，对软件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

投资远远少于信息制造业；第二，信息服务业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对广电领域控制严格，信息咨询服务市场（由信息加工处理

和数据库组成）所需的重要资源尚未开放。 

二是信氨服务业企业各自为战。行业发展处于无序状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内部产业链构建尚未完成。各企业缺

乏行业内部的社会化分工协作以及良性竞争，没有整和长三角地区的整体发展优势。 

3、发展长三角信息服务业的几点建议 

(l）抓住上海世博会机遇 

世博会的举办将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开放与国际化的文化社会环境，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

向上海及周边长三角其他城市集中。信息服务业是一个渗透性很强的行业，世博会将通过刺激会展业、旅游业、金融服务业等

信息服务业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信息服务业提供连带需求。 

(2）实施兼并合作，走联合发展之路 

当前，长三角地区信息服务企业规模偏小，个体力量相对薄弱，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在资金、技术、产品、

市场、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实现规模化经营，可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3）实施品牌战略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信息服务企业产品的品牌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强大的品牌效应可以提升公司的知名度，在竞争

中取得优势。而品牌的建立取决于企业能否给用户提供全新的信息服务产品并迅速占领市场。长三角地区信息服务企业可以尝

试推出统一品牌，进而在全国市场甚至是全球市场上获得更多份额。 

三、结语 

信息服务业广泛渗透在现代服务业各主要行业和领域，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支撑产业。信息技术在服务业中的推广应用，

为信息的快捷、畅通流动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推动服务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促进服务业效率和效益的增长，并且实现传统服

务业的改造和升级。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长三角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必将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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