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江西与浙江信息差距原因及解决措施研究 

刘 平 蓝春花 

（华东交通大学 南昌 330013） 

【摘 要】地区之间信息差距的拉大,一方面影响我国信息化水平的整体提高;另一方面也制约着信息化水平低的

地区各方面的发展,解决信息差距问题须找出产生信息差距原因。主要从经济、技术、制度政策、人文环境 4方面,

分析江西与浙江两个地区存在信息差距原因,并提出相应措施,以期为缩小两个地区信息差距,从而缩小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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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一个国家信息化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而信息化水平差距,是衡量信息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张芳芳和姚高亢

(2003 年)
[1]
认为,信息差距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发展水平与先进国家或先进地区的差距,包括信息生产、信息传递和信息

利用三个方面的能力与水平。广义地说,信息差距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与先进国家或先进地区的差距,包括

信息基础设施状况、信息应用主体的情况以及信息资源的开发、配置和应用等方面。狭义的信息差距就是指信息基础设施状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我国的信息产业创造了世界罕见的发展速度,但是,在不同地区发展情况不同,由此产生了国内地

区信息差距。尤其是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信息差距更大。 2008 年,浙江省全年邮电业务总量 1 546.2 亿元,其中,邮政业务总

量 48.8 亿元,电信业务总量 1 497.4 亿元。江西省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494.4 亿元,其中,邮政业务量 26.8 亿元,电信业务量

467.6 亿元。从邮电业务总量来看,江西是浙江的 1/3。浙江省 2008 年全年固定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 3 232 万门,江西电话交

换机总容量 1 229 万门,约是浙江的 38. 02%。浙江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2297 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 1 482 万户,乡村电话用户

815 万户;江西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846.9 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 495.9 万户,乡村电话用户 351 万户,各是浙江的 36.87%、

33.46%、43.07%。浙江移动电话年末达到 3 977 万户,宽带网用户达 805 万户;江西分别只有 1 277.3 万户、180.5 万户,各是浙

江的 32.12%和 22.42%。由此表明,浙江与江西间信息化差距较大,所以,寻找产生差距的原因是解决信息差距的一条可行途径。

以下从经济、技术、制度政策、人文环境 4 方面差距,分析江西与浙江两个地区存在信息差距原因,并提出相应措施(数据来源:

浙江省统计局;江西省统计局)。 

2 产生信息差距原因分析 

2.1 产生信息差距源于经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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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面积只有 10万平方公里,人口 5 000万,但从经济规模来看,2008年实现生产总值是 21 500亿元,人均 GDP超过 6 000

美元,人均 GDP在全国省区里排名第一。同年,江西省全年全省生产总值 6 480.3亿元,约为浙江的 30.14%。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必然造成信息发展水平的差距,IT业是高科技产业,属于第三产业。2008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 8 811.16亿元,增长 11.8%;江西

第三产业增加值 2005.0 亿元,增长 10.1%。浙江增长幅度比江西多 1.7%,增长值是江西的 4 倍多。说明经济发达投资信息化多,

经济不发达投资信息化少,由此,投资多了,信息化水平高,经济发展就好了,经济发展好就有可能对信息化更大的投资。相反,江

西在信息化上投资少,信息化水平就相对低,由信息产业带来的效益就少,对信息化的投资相应少。如此循环,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因此,形成了马太效应。从经济上的差距导致信息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必然造成信息发展水平的差距。信息

发展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
[2]
。   

在信息业的发展中,市场信息需求及通过满足信息需求实现的利润,是信息业发展的最终动力。没有市场总量与经济增长的

质量的支持,就没有信息业的繁荣和发展
[3]
。比江西省先实行改革开放的浙江省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市场不断扩大,分工不断

细化,信息需求旺盛,信息业突飞猛进。信息业的发展不能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持,而信息业的繁荣是经济繁荣的反映。江西经济发

展的相对滞后导致了江西信息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即信息差距的产生。反过来,这种信息化差距又加大了江西与浙江的经济差距。

此外,互联网虽然传输的是信息量,但接入互联网离不开物质条件,地方必须拥有一定带宽的骨干网等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的

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2.2 产生信息差距源于技术落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肯定
[4]
。一个地方技

术的先进与落后决定这个地方的生产力的好与坏,而生产力的好坏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影响信息化水平。信息技术主要

包括计算机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及终端接口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石是电子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新技术所提供的每一项

好处总是带有相应的坏处,而好处和坏处在不同群体当中的分配是不均匀的,这样就产生了信息差距。   

经济增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GDP 量的增长,而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这种量的增长的贡献也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理解,首

先,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对 GDP 的增长有着直接的贡献,其本身的产值增加就是 GDP 增加的一部分;其次,信息产业通过它的渗透

效应,即通过信息产品和信息技术在其他产业中的应用,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增加了这些产业的要素生产率。因此,传统

产业的产值增长中也有信息产业贡献的影子,我们可称之谓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
[5]
。所以信息技术高低,先是影响经济

水平,经济水平决定基础设施、信息资源的开发、配置和应用的好坏。2007年,浙江省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达 0.689,在全国各省、

自治区中位居首位。不管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还是微电子技术,浙江省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正是由于这些技术的先

进才有浙江信息化的高水平。 

2.3 产生信息差距源于制度政策滞后   

传统制度对发展信息经济的影响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在信息化的过程中,制度因素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技术的作用
[6]
。制度

对建设信息社会的阻碍可能较之它对工业化的障碍更加严重,而信息化则意味着更大程度的社会变迁。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户口制度已经开始制约城市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况且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

还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因素对信息业发展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经济体制和

政治体制的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地区体制改革的速度和深度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我国地区间的体制差距
[7]
。    

2008 年,江西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64.1 亿元,浙江为 343.79 亿元,是江西的 5.36 倍。不同地区实行的信息

化策略所带来的信息化程度是不一样的。浙江省杭州市十分注重各项信息化专项规划的编制组织实施,先后编制了《杭州市信息

化发展总体规划》、《杭州市社区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杭州市电子商务发展实施纲要》、《杭州市电子政务建设实施纲要》,《杭

州市信息服务与软件业发展规划》、《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一五”专项规划》,《杭州市信息产业“十一五”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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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明确了信息技术推广应用的目标和手段,对形成部门合力、共同推进信息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宁波的积极推进

第四方物流平台建设,大力推动行业网站总部基地建设,有力推动了电子商务和企业信息化发展。浙江省通过培育骨干企业推进

产业链建设、实施品牌战略、落实扶持政策等措施,着力培育通信产品制造业、光电子及新型显示产业、新型元器件产业、软件

及信息服务业等产业集群,进一步形成浙江省信息产业发展的强劲态势
[8]
。 

2.4 产生信息差距源于人文环境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到 2005年,浙江 GDP总值突破 13 000亿美元,人均收入达到 3 000美

元。究竟是哪些因素支撑着浙江经济的超常规增长呢?从自然资源禀赋、初始资本存量、外商投资规模、人力资本条件等方面来

看,浙江与周围地区比较都不具有优势。以上因素难以解释浙江经济持续的超常规增长,需要在上述因素之外寻求浙江经济增长

的真正动因,而浙江人独特的精神禀赋和文化理性,就是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9]
。浙江传统的社会文化则是一种

更富于商业特色的文化类型,浙江人自古以来就头脑精明、处世灵活、偏好商业和手工艺,这种染濡着浓郁商业气息的精神禀赋

和文化理性有以下几方面的具体特征:①个体本位的经济理性,在浙江人的利益与效用序列中,个人利益与效用明显优先于家族

和帮会团伙;②交易生财、商游四海的谋生传统,义乌人素有走村串户、“鸡毛换糖”的游商习惯;③博采众长、善于学习的开放

心态;④蚂蚁搬家、小中见大的务实精神;⑤自然无为、绵绵似水、柔弱胜刚的商战伎俩;⑥不尚意气、攻于算计、谋定而后动的

行为范式。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具有强大的渗透和整合作用,影响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状况。在历史

上,由于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风气、经济状况等众多因素的差异,各区域的人文状况发展极不一致,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区域文化,不同地域文化引发了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于信息技术、网络、市场和商业行为的不同态度和行为。例如内地人在封闭的

环境中,害怕承受风险的观念相当严重,普遍缺乏开放观念,不重视市场经济和网络化经济等,这些文化观念严重影响了该地域信

息化的发展。 

3 解决措施 

3.1 解决产生信息差距源于经济差距的措施   

通过对江西经济运行周期特征分析,目前,全省经济是处于调控能力增强,稳定性提高这样的一轮经济周期之内。再结合当前

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世界经济重心再次出现转移和洗牌”征兆,谁“觉醒”的早,谁就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江西作为比邻长珠闽三

角洲的唯一省份,获得机遇将大大增加。江西作为内陆欠发达省份,外向度较低,相对而言,受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放缓的冲

击较小。沿海发达地区出现发展渐缓的势头,出现由第二产业为主向发展第三产业为主的变化,第二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寻

找机会的苗头,这些都引起国内经济格局的变化。江西可以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并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

机遇。特别是江西还具有劳动力数量和成本、资源环境等比较优势。因此,东部地区新一轮产业梯度转移,这对江西发展是一个

难得的机遇。总之,江西要抓住一切机遇发展本省经济。 

3.2 解决产生信息差距源于技术落后的措施   

技术是实现信息化的前提条件,但是有了技术并不代表就实现了信息化。所以在技术方面,一方面要引进,在引进的同时要培

训大量应用新技术的专业人员,然后进一步推广,为广大人群接受,使新技术变成了普通技术;另一方面,我们要增强科技自主创

新能力,不断增强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江西要加快信息技术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产业化,并将其作为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的重

要手段,从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有经济基础,才会有信息基础设施的基础。 

3.3 解决产生信息差距源于制度政策滞后的措施   

制度作为一个社会运转的深层次机制,对于信息差距的解决具有巨大的作用,政府在信息差距这一问题中应采取的立场和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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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作为政府在解决信息差距问题中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
[10]

。例如,政府发展信息市场,规范信息市场运营,保护消费者的信息消

费权,解决市场失效,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保证公民获取信息机会和条件的公平性
[11]
。具体说,政府必须引导投资方向,鼓励私人投

资从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各类公共信息服务;开发与网络经济和网络服务相关的人力资源;建立促进网络经济健康发展的制

度和规则,创造相关的金融、商务、信息、服务等环境;同时,必须认识到加大对科技活动经费的投入力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政府应加大对江西 R＆D的经费投入,大力支持科研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加快信息社会建设的进程。 

3.4 解决产生信息差距源于人文环境差异的措施   

提高全民信息化素质,普及中小学信息技术基础知识教育,开展机关和事业单位电子政务和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培训,广泛

开展社区和农村计算机扫盲教育活动,营造全社会重视信息化、应用信息技术的良好环境。依托高等院校及社会培训机构,发挥

中介组织作用,普及项目管理、网络维护、系统集成、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安全等培训,培养一批素质高、业务精的信息化复

合型人才和专业人才。制定对各行业、各部门信息化建设核心技术人员的分类管理制度,采取灵活的用人机制,提供较好的工作

环境和待遇,确保信息化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上。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赣创业,吸引省外信息化高级人才参与我省信息化

建设,让更多信息技术高级人才、技术骨干为我省信息化建设服务。 

4 结 论   

信息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信息化发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要充分认识信息化对江西发展的重

要意义,江西已经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但是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位还未根本改变。要加快江西崛起进程,实现跨越式发

展,就必须充分发挥信息化的带动作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信息差

距是在发展中产生的,它应该在发展中解决。江西省除了要借鉴浙江省信息化经验,还要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省内

情况,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信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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