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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随着信息化在全球的快速进展，世界对信息的需求快速增长，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对于各

个国家、地区、企业、单位、家庭、个人都不可缺少。信息技术已成为支撑当今经济活动和

社会生活的基石。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产业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竞相投资、重点

发展的战略性产业部门。

    信息技术代表着当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的重要生产要素

和战略资源的作用得以发挥，使人们能更高效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传统产业不断

升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运行效率。就传统的工业企业而言，信息技术在以下几个

层面推动着企业升级：1、将信息技术嵌入到传统的机械、仪表产品中，促进产品"智能化"、"

网络化"，是实现产品升级换代的重要方向。这项工作往往被称为"机电一体化"。2、计算机辅

助设计技术、网络设计技术可显著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3、利用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或

工业过程控制技术实现对产品制造过程的自动控制，可明显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成品

率；4、利用信息系统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化，统一整合调配企业人力物力和资金等资源

，实现整体优化。5、利用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进行供销链和客户关系管理，促使企业经营

思想和经营方式的升级，可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

也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第三产业发展的有力武器。

    随着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人们的就业结构正从农业人口为主、工业人口为主向从事信息

相关工作为主转变。以美国为例，1956年，美国的"白领"人数第一次超过"蓝领"，到1980年，

美国就业比例为：农、林、渔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3.38%，采矿业和建筑业占7.23%，

制造业占22.09%，服务业占67.2%。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到1997年其农、林、渔业从业人数

占总就业人数的2.63%，采矿业和建筑业占6.88%，制造业占16.08%，服务业扩大为73.34%。服

务业中，除了极少部分传统服务业外，绝大多数是从事与信息处理、信息服务有关的职业。

    信息网络为各种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大量的信息通过网络渗入到社

会各个角落，成为当今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电子出版以光盘、磁盘和网络出版等多种形式

，打破了以往信息媒体纸介质一统天下的局面。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交互式界面的采用为文

化、艺术、科技的普及开辟了广阔前景。网络等新型信息介质、为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

传播，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网络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

，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必然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种新的

适应网络时代和信息经济的先进文化将逐渐形成。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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