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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发展中的信息经济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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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信息经济硼度的内容扣方法两方面综述了信息经济测度的理论与方法。首

先从整体上把握信息经济的研究进展，然后分别对信息化测度研究、信息产业测度研究和信息经济

政策测度研究的进展进行综述，提出了信息经济测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叙述了作者在信息经济

测度方面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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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世界

经济正在从以物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经济跨人以信息和

知识生产为特征的信息经济。信息经济是以信息产业和信息

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系统和经济形态，是指信息从一种形态

转换成另一种形态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称，要考察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信息化程度或信息经济的影响程度，不能仅仅依靠

抽象论证和主观推断．必须要有相应实证的定量测算、分析和

评估，综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才能从整体上科学地把握信

息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信息经济的涵义

信息经济学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信息进行经济研

究的新兴综合性学科，文献[1][2][3]详细介绍了信息经济学

产生发展的历史。斯蒂格勒(G．J．sl培ler)、阿罗(K．J．Amw)等

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微观和理论方面，侧重于研

究企业、市场的信息活动、信息对组织行为的资源配置影响。

以马克卢普和波拉特为代表的学者把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产

业经济学看待．从宏观和应用的角度入手，侧莺于用汁量、统

计学理论方法研究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日本的宫泽、梅

忠单夫等人着重研究了信息系统的建立、基本运行原理和评

价方法。丹尼尔·贝尔、托夫曼、赫尔曼·卡思等从未来学的角

度研究信息经济，认为信息经济社会就是后工业社会。彼得·

德鲁克认为信息经济就是知识经济。塞拉芬尼和安得里尼提

交给加拿大政府的报告中，将信息经济描述为以下经济形式：

在这种经济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且改变着劳动力的构成。罗伯特·哈姆林认为在信息经济

中，信息市场成为经济发展中摄重要的市场形式，并绐各类市

场参加者带来众多贸易机会，信息密集型资本代替能源密集

型资本成为信息经济的特征之一。

我国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乌家

培“】【”教授}人为信息经济分为广义信息经济和狭义信息经

济。广义的信息经济是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的一种经济形

态，较为强调信息产业与其他非信息产业之间的联系和协调。

狭义的信息经济是信息部门经济本身，而不涉及同时存在的

农业、非信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其他经济部门。广义信息

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知识型、创新型、整合型、互联型、紧迫型、

全球化、数字化、虚拟化、分子化；狭义信息经济的主要特点是

综合型、集约性、高技术性、高增值性、可持续性。《中国信息

年鉴》对信息经济的定义是：信息经济是以信息产业和信息化

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系统和经济形态⋯。信息经济与工业经济

相比．本质的特征就是以知识和信息生产为主。信息经济的

标志是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增长较快；信

息产业从业人数在全社会从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信息

产品的价值构成中信息资源成分所占比例较大。其中．信息

产业和信息化是信息经济最重要的方面，是信息经济的集c卜

表现。

综合以上各种理论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信息经济有以

下基本含义oJ：社会学或未来学的含义．往往与后工业经济、

信息社会、知识经济交互使用；微观经济学涵义，指建立在信

息成本基础上的微观经济分析对象；宏观经济学涵义，包含三

个层次的概念．即信息产品生产以及信息消费者、信息生产者

和政府信息使用者的活动，信息市场活动，信息服务经济；经

济统计学涵义，指国民经济统计上的信息活动或信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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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经济测度研究进展

测度信息经济是从经济信息(如经济数据)中提取出关于

信息经济的知识和规律，了解信息经济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

内在机制。

(一)信息经济刹度研究进展

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人们了解信息经济的程度不断

加深，不同学者提出了众多信息经济的测度理论与方法。马

费成”1认为现有的信息经济测度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宏观和

微观两类。宏观测度着眼于从总体上研究信息经济的结构与

规模、信息部门的收入、信息行业的价格水平、信息对国民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贡献的份额。具有代表性的当推

美国学者马克卢普、波拉特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利用他们这

种方法对中国信息经济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汁算，取得了较好

的结果”““。微观测度主要研究单个经济单位如企业、信息

部门、信息系统、个人的信息经济活动及单个市场的信息经济

现象，着眼于从个体上分析信息要素、信息要素与有关活动及

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具体从信息经济测度的内容和方法两

方面研究，可以比较清楚地把握信息经济测度的理论与方法。

1．测度内容

从测度内容看，研究信息经济测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对

信息资源储备与发展潜力的研究，社会信息化程度的研究，信

息经济或信息化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信息经济敬益

的研究以及对信息产业测度的研究。

第一，信息资源是构成信息经济的基础，对信息资源储备

与发展潜力的研究是深人定量研究信息经济的首要问题。目

前主要使用信息资源丰裕系数来测定信息资源储备与发展潜

力：⋯。

第二，对社会信息化程度的研究主要是建立信息化指数

模型来预测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其结果可用于横向比较。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首先提出的侧重于从衡量社

会的信息和信息能力方面来反映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信息化指

数方法”】【”1。

第三，以马克卢普、波拉特为代表的学者关于信息经济或

信息化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马克卢普的信息经济测

度理论的目的是将生产信息商品和提供信息服务的个人或组

织重新组成教育、研究与开发、通讯媒介、信息服务、信息设备

五个分支，用于测度信息经济的范围。波拉特的信息经济测

度理论与体系是通过将信息价值纳人到国民核算体系的方法

测度信息经济的规模。马一波方法的实质是通过对信息活

动、信息资本、信息劳动和信息职业的定义与分类，从其他活

动和行业中分析出信息及相关要素，综合反映宏观信息经济

的结构、特征和规模”1。

第四，用投入产出表评价信息经济的效益，即信息产品或

信息服务创造的净收益。用投入产出表测度信息经济还可以

研究信息产品的供需平衡关系，研究信息产业和非信息产业

的相互影响关系，预测信息产业发展趋势和制定信息产业发

展战略”’。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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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信息产业测度的研究。信息产业是信息经济的支

柱产业。我国学者认为波拉特测度方法不足以全衙反映一个

国家或地区信息产业的发展状况，设汁了一套新的信息产业

测度方法——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全面测度信息产业发展

情况，具体描述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制定产业政

策提供依据。

2．测度方法

从测度方法看，目前比较有影响的信息经济测度方法主

要包括马克卢普一波拉特统计学测度模式、信息部门投入

——产出方法、信息部门乘数分析、信息经济生产率分析。

第一，比重法。通过“产值百分比”，即信息行业创造的增

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信息化对国民经济发展

的贡献。马克卢普一波拉特统计分析的方法就是比重法。

第二．投入——产出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信息产业乘数

效应的分析。前者如贺铿——王中华投入——产出模型，后

者如张守一等在1987年中国信息产业投入产出表基础上，对

中国产业(包括信息产业)的感应度、带动度、部分乘数和完全

乘数的研究。

第三，相关分析法，主要用于分析反映信息经济特性的变

量之问以及这些变量与其他变量(如经济变量和时问变量‘J的

相互作用。厄斯(Eds)的三因子多参数相关分析方法”“就是

通过对49个变量作相关分析，衡量每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程

度与其信息活动水平的相关性，然后确定以文字传播总量、技

术、图书馆三个主要因子来衡量每个国家的信息活动水平。

第四，生产函数法，即利用形如y=，(置，x：，⋯，鼍；1)

的函数形式来表示产出与每个生产要素投入问相互关系的研

究方法。其中，y表示产出；互，，x∥．．，互。分别表示各生产要
素的投入；l是时间变量；，表示投入要素与产出之间的函数

关系。与生产函数研究有关的方法包括丁伯根对柯布——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改进、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测算技术进步的

“索洛余值法”、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增长因素分析方法”、

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分析方法”等。

除此之外，还有上面提到的关于信息化程度、信息资源储

备与发展潜力、信息产业的测度体系，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IuP(信息利用潜力指数)方法和厄斯(Erls)的三园子多参数

相关分析方法等。

(=)信息化测度研究进展

信息化是指人们凭借现代电子技术等手段，通过提高自

身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智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乃至

人们自身生活方式变革的过程”】。对信息化水平的测度是基

础性工作，它可以描述研究区域中信息经济发展的环境，同时

也是测度信息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预测信息经济发展趋

势以及制定相应对策建议的前提。

测度信息化水平是对社会的信息和信息能力方面的度

量，同时反映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程度，是对信息经济的宏

观测度。大多数测度信息化水平的研究是依据统计数字构造

测度体系完成的。一般地，信息化水平测度体系是分层次的

指标体系：第一级指标是信息化水平．第二级指标是信息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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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各个方面或要素，第三级指标是反映信息化某一方面或

要素的具体指标。在得到具体指标的数据后将其进行线性加

权，得到信息化水平指数。以国家统计信息中心提出的中国

信息化水平综合指数测算与评价指标体系⋯为例，计算公式

可表示为：

m

，，=∑【∑■觋)×E
i=l J=l

其中，，，代表全国及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总指数的得分，n

为信息化水平构成要素的个数．m表示信息化水平第f个构

成要素的指标个数．R为第f个构成要素的第J项指标标准化

后的值，Ⅳ。为第i个构成要素的第，个指标的权重。只有波拉

特比重法是通过直接计算信息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重和信息行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数的比

例来评价信息化发展程度和信息化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测度内容上，基本上是将信息化水平分为信息资源本身的

储备状况和对信息资源的利用状况两部分。

信息经济界线的划分不明显使得研究人员对信息化及相

关概念的理鹪不同，这也是造成不同测度体系差异的原因”1。

比如在测算信息产业发展状况时，涉及信息产业的部门分散

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第二产业中的信息产业部门又不完全都

是信息工业，比如造纸业和纸制品业就不能完全划归到信息

产业中，因此有文献[13]提出将该部门的20％算作信息产业

部门，但没有说明这种计算的依据。在实际应用时主要有两

种方法处理这个问题。一是直接用第三产业代替信息产业，

因为信息产业的大多数部门属于第三产业，二是用信息产业

中有代表性的部门代替整个信息产业，前者如国家社会基金

项目《中国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测度分析》论文组的指标体系．

后者如国家统计信息中心的指标体系中用信息技术产业代替

信息产业。

现行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局限性对测度体系指标选取的

影响较大。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和统计方法是面向物质

经济的，信息和信息活动的贡献被分散到物质经济的各产业

部门和活动领域，没有独立列项分类统计。因而，在对信息经

济测算时必须从其他产业部门或经济活动中抽取与信息有关

的因素，这样做既无统一标准也没有明确的界线．以至于在选

择具体指标计算信息化指数时必然加入主观判断，使信息化

测度体系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受到挑战。测度信息化水平的困

难还在于信息的不可计量性”j。

(三)信息产业测度综述

测度信息产业的首要问题是对信息产业概念的界定，目

前国内外尚未统一。研究信息经济学和信息产业的学者普遍

认为，马克卢普教授最早于1962年在《美困的知识生产与分

配》中提出的“知识产业”基本上反映了信息产业的主要特

征。1963年1月，日本学者梅卓忠夫发表的《论情报产业》中，

提出了“情报产业”与信息产业的概念也很相近。J977年，波

拉特博士在《信息经济》中正式提出了信息产业的概念，把信

息产业划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还将信息产业

纳入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框架之中．并刨造性地提出了农

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的“四次产业”划分方法．突出了信

息活动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爿；；j，由．引导着世

界各国学者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再认识。此后，一些国际

组织和众多学者纷纷对信息产业进行了研究，并依据他们的

理解给出信息产业的含义及其范围。例如，1981年，联合国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信息活动：电严和电讯技术》的报告中

将信息产业划分为4个行业，即信息生产、加工、传播和基础

行业。

中国学者对信息产业的界定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1)借

鉴美国波拉特等人广义信息产业观点，认为信息产’业是指一

切与信息生产、流通、利用有关的产业，不仅包括信息服务和

信息技术，而且包括科研、教育、出版、新闻、广告、金融等各部

门。2)狭义信息产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信息产业系指从

事信息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信息设备与器件的制造、以及

为经济发展和公共社会的需求提供信息服务的综合性生产活

动和基础结构。信息产业的结构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信息技

术和设备制造业，二是信息服务业。狭义的信息产业观点基

本是借鉴日本对信息产业结构的划分。3)有的学者认为信息

产业就是信息服务业，它是指以数据和信息作为生产、处理、

传递和服务类产业构成：即数据处理业、信息提供业、软件业、

系统集成业、咨询业和其它。

我国经济学家乌家培认为“信息产业的定义是信息产业

实际活动的理论概括，要反映实际、服务于实际”，“并在实践

中发展信息产业的理论”。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在信息产业

刚刚兴起和发展中的中国，应允许信息产业的多义并存，按实

际工作的需要进行划分”。

在测度信息产业方面，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的测算体系也

为后人设计新的信息产业测算体系奠定了基础。马克卢普和

波拉特的测度方法都是通过测算知识产业或信息产业的产

值，直接地表明在某一时期内某国或某地区的知识产业或信

息产业产值在GNP中所占的份额。而日本学者的信息化指数

法和中国学者的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则是通过汁算某一时期

内某国或某地区的信息化水平．间接地显示信息产业的发展

水平。日本学者提出的信息化指数法，是通过对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信息量、信息装备率、通信主体水平和信息系数为代表

的四个方面的测算，得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水平，并以

此来间接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产业发展水平。这种

测算方法有较好的可比性．既可以从时间上纵向反映一个国

家的信息化进程．又可以从地区的横向方面比较不同国家的

信息化程度。操作上该测度方法也简便易行，但其缺陷电很

明显：一是指标设计不全面，比如科技部门是信息产业的一个

重要部门，在指数测定中就没有这方面的指标；第二是指标设

置不合理，比如信息量因素中设置人口密度指标就不合理，一

个信息化水平越高的嗣家．不应该是追求人口密度的国家，信

息化水平越高的国家人口出生率越低就是一个例证；三足计

算方法欠科学，在各因素及各因索的下属指标的权重选择中

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吸取日本学者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学

者靖继鹏、王欣提出的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通过对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信息产业发展的潜在力、信息产品开发力、信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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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信息资源流动力、信息资源利用力、信息产业平衡力

为代表的六个方面的测算．得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水

平，并以此来间接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产业发展水

平。马克卢普、波拉特测度法是以信息经济为对象，日本学者

提出的社会信息化指数法则是以信息化水平为测度对象．要

得出信息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都需要进行适当转换。综合

信息产业力法是唯一真正以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的测度方

法，当然它是对信息产业相对水平的一个测度，要计算其绝对

规模也需要转换。另外该测度方法也存在着一些与信息化指

数法类似的问题，但毕竟前进了一步。

在信息产业测度方面的贡献，中国学者除了提出综合信

息产业力度法之外，还使用波拉特法或信息指数法或综合信

息产业力度法对中国部分省、市的信息产业进行了测度。例

如，靖继鹏等对吉林省信息产业进行了测度i陈仁俊等用投入

产出法对上海的信息产业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刘毅对香港

的信息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陈凯等对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进

行了测箅。此外，还有纽伯格一波拉特方程与恩格布雷希特

乘数方法、琼森切尔平方根定律与海斯一埃里克森对数模型

等方法。

(四)信息经济政策测度研究进展

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的核心要

素。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各不相同。经

济的信息化在改变企业和市场机制的同时，也改变着政府的

职能和管理体制。在信息时代．注重知识和信息的产生与创

新，注重科技开发和科学发明创造的推动和保护，注重对人力

资源的培养和开发，注重对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正成为政府的

蘑要职能。反过来，政府通过信息经济政策影响信息化的发

展。信息经济政策是国家信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用

于指导和规范信息经济活动的战略、策略、法律和规章制度。

信息经济政策以信息活动的客观经济规律为基础，着重解决

信息工作如何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以及信息业发展所面临的

经济问题。

目前对信息经济政策测度的研究还很少，主要是因为政

策难于量化。因此对信息经济政策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

包括信息经济政策的意义与原则、信息经济政策的体系构成

及内容、信息经济政策的整体效应、信息经济政策的保障体系

等。马费成研究了信息经济政策评价应包含的内容，认为应

该从政策投入、政策效果、政策效益、政策效应等四个方面评

价信息经济政策，但没有应用这一评价体系对具体信息经济

政策评价进行实证分析。这种评价体系可能遇到的最大困难

还是难于精确、全面地量化政策的投入、效果、效益、效应，但

是对于定量研究信息经济政策具有启发意义。

对信息经济政策研究的另外一个热点是对各围(区域)信

息经济政策的比较分析。这种比较分析还是以定性分析为

主，缺乏相应的定量分析。

三、信息经济测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j经济时空7

从信息经济测度的研究进展中可以看出．现有的信息经

济测度方法基本上都是基于数据的方法。这些方法至多只能

起到数据挖掘的作用，只能告诉我们根据怎样的数据、在何种

假设条件下得到怎样的结果，但不能确定这些结果是舌反映

了信息经济的规律性。

信息经济测度的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系统是

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包含了上千变量和参量，构成了一幅非

线性、高维的系统。再加之经济信息的不完备和不确定性，以

及经济过程中人的参与，使得关于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运行

机制及构成原因，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如果

用还原论方法——首先把信息经济系统从整体环境中分离出

来，孤立进行研究，然后把系统分解为部分，把高层次还原到

低层次，用部分说明整体，用低层次说明高层次——本质上不

适宜描述信息经济的整体涌现型(整体才具有、孤立的部分及

其总和不具有的特性)，因为真正的整体涌现性在整体被分解

为部分时已不复存在，整体涌现性揭示了复杂系统的特征。

信息经济问题属于“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或是不宜用还

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是复杂性问题。目前关于信息化水

平、信息产业、信息化发展政策的测度研究的不足主要是没有

解决好信息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大多数测度体系是分层次的指标体系，如比较有代

表性的国家统计信息中心提出的中国信息化水平综合指数测

算与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这些测度体系都

是在得到具体指标的数据后将其进行线性加权．得到反映信

息经济某一方面(如信息化水平)的综合指数。显然，用线性

关系并不能表征复杂的信息经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信息经济要素的重要性通常由权重来反映。权重

的确定通常由专家讨论完成。由于对信息经济的先验知识和

经验非常有限，很难确定权重。即使对信息经济的某一领域

比较熟悉，但通常这一领域与其他领域交互作用，这就需要各

个领域的专家来共同确定权重。这样做不仅费时费力，而且

当专家意见出入较大时，会影响到定量分析结果的客观性。

第三．在测度方法方面，目前普遍使用的是比值法和回归

分析。比值法就是用两个指标的比值反映信息变量之间关系

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是用于简单的初步分析，不能描述

多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回归分析可以描述出多变量之问

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是一种模拟，并不一定真实存在．因此

不能依靠回归分析来解释信息经济系统发展的内在规律。回

归分析本身存在的不足电使得回归分析不适用于揭示信息经

济系统发展的内在规律。

第四，信息化水平、信息产业、信息化发展政策的测度研

究不仅要回答信息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而

且要回答如何影响的问题。目前的测度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前～个问题，但还没有较好地解决后一问题。

信息经济界线的划分不明显、现行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

局限性和信息的不可计量性是造成以上不足的重要原因。复

杂系统方法应该是研究信息经济测度问题更恰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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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复杂系统建模角度来研究信息经济

测度

信息经济测度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信息经济及其测

度问题均是复杂问题，只有从复杂系统的角度研究才能从整

体上揭示信息经济的内在规律。笔者从信息化水平测度体系

指标规模、指标结构层次、指标体系的复杂性以及指标的动态

性等方面研究了信息经济及其测度的复杂性，并从复杂系统

建模角度研究信息经济测度，其研究情况如下：

第一，研究采用了钱学森先生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

集成方法的思路构建信息经济测度的研究框架，将新兴的自

组织数据挖掘技术作为具体实现工具，从整体上揭示传统的

回归分析等方法无法发现的信息经济的新规律。研究在传统

分析方法基础上，立足实际数据，采用以GMDH为基础的多种

自组织数据挖掘方法如OsA模型、IsM模型，测度信息化水

平、信息产业结构分析和信息化发展政策三个方面。

第二，从信息化要素结构、环境、功能三个角度分析了信

息经济的整体涌现性，并从功能角度重新构建了信息化测度

体系。研究用客观系统分析方法对信息化六要素建立系统模

型，得出了信息化要素处在三个不同层次上，在国民经济这一

大环境的作用下，体现出信息传输、信息接收、信息效益和信

息发展的功能。信息化系统的四大功能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形成了信息化系统的整体涌现性。信息化系统的整体涌现性

主要表现在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上。研究还从功能角度建立了

信息化测度体系，与原测度体系在测算结果上大体相同，这说

明信息化系统的结构是决定其功能的重要因素。

第三，研究分别在中国和四川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用解

释结构模型法建立了产业系统的多级递接结构，分别定量分

析了中国和四川信息产业在产业系统中的地位以及各信息部

门的地位、信息部门与其它部门之间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并

结合产业关联分析进一步明确关联的强弱程度。与其它学者

的研究相比较，该部分的分析立足实际数据，主要采用的方法

是在复杂系统结构分析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的IsM模型，同时

辅以产业关联分析，结果更具客观性。

鬻l麟罐瓣瓣黼

第四，目前对信息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

定量研究还很少，主要是因为难于量化政策变量。笔者以信

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的比例

和科研经费占当地GDP的比例为表征信息化发展政策的变

量，用客观系统分析方法分析了它们与信息化测度体系中其

它变量作用的强弱，并在此基础上用解释结构模型分析了它

们在信息化测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分别研究了信息

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的比例和

科研经费占当地GDP的比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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