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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新阶段的新挑战 

 

 

在我国，信息通信技术(ICT)发展与应用或信息化，大致已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
的"ICT瓶颈阶段”。当时的ICT尤其是信息基础设施非常落后，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和影响人
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瓶颈。二是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ICT政策调整阶段”。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ICT的战略优先地位得以确立，为以后ICT持续的高速增长创造了良好
的政策环境。三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之交的"ICT起飞阶段”。我国全面实施国家信息化
战略，ICT产业长期持续超常增长，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获得长足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非常重
要的ICT国别市场之—。四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ICT应用主导阶段”。我国ICT的发展与应用领
域出现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国家的ICT战略面临再次调整。

上述四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不妨把它描述为某种“挑战——回应——结果——新挑
战”的循环上升，即第一阶段ICT的严重短缺，是对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挑战”；第二阶段的
ICT政策调整，实际上是对此挑战的“回应”；第三阶段ICT的起飞，可看作是“回应”带来的
“结果”。然而，这种结果在带来新变化的同时也提出了某种“新挑战”。对这种“新挑战”
如何做出“新回应”，势必在未来导致不同的“新结果”。 

回顾我国以往阶段ICT的发展，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ICT的短缺。自20世纪80年代以
来，我国政府开始从投资体系、ICT贸易、财税体系、收入分成、相关资费等方面进行政策调
整，乃至延续到90年代的一系列推进ICT市场开放和竞争的改革，所有这些信息化政策的一个基
本着眼点，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强ICT的供给能力。而后来的发展实践结果也表明，我国对ICT短
缺挑战的政策回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目前，我国在ICT许多方面的排名已跃居世界前列。例
如，我国的电话、移动电话、电视等用户总规模已处于世界第一位；互联网用户规模居世界第
二位。国内巨大的潜在的ICT产品与服务市场，如网络、PC、通信设备、移动电话和宽带业务
等，吸引众多国际供应商前来投资和竞争。ICT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然而，经过连年的高速增长，我国ICT市场的大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电信基础
设施市场的一些方面，现在已经由严重短缺变为供过于求。根据信息产业部历年的统计公报，
虽然用户规模仍在不断增长，但过去长期保持年均增速40％的电信业务收入的增长率进入新世
纪以来却呈逐年递减之势，在2000年同比增长率降到26．4％之后，又逐年减缓到2004年的12．
6％。另有资料表明，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已出现大量的能力闲置，许多地方网络资源闲置率为
50％，一些地方甚至高达90％。 

ICT发展新阶段的新挑战，首先是市场需求面制约的挑战。在原来ICT短缺的状态下，市场供需
的缺口如此之大，以致无论信息化的领导者还是[CT供应商只要把精力放在增加供给即可，甚至
无需考虑需求问题。但在当前的新阶段，国内ICT发展越来越多地取决于需求面的制约，而不再
像以往阶段那样受制于供给不足。克服ICT的需求制约的关键是启动ICT的应用。近年，运营商
和政府主管部门先后启动了一些ICT应用工程，如“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和“家庭上
网”，目的也在于此。应对新阶段ICT发展的挑战，还必须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一是中国
已加入WTO；二是非国有经济的大力发展；三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四是ICT基础设施市场由垄断
向竞争变化。这些环境的变化意味着无论以往阶段政府回应挑战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如何成功，
今后都不可能再继续沿用过去“政府主导”的政策调控方式了。 

面对ICT发展新阶段的新挑战，要做出正确的政策回应，我国信息化政策就不能仅关注于增强
ICT的供给能力，而应该同时完成双重的任务，即在软件、系统集成等方面，继续加强和提高
ICT的供给能力；而在另一些方面，尤其是在已建成的基础设施方面，大力开发和创造ICT的需
求。由于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在许多领域，分权的和自主的决策取代了政府集中决策，因
此，上述增强供给与创造需求的双重任务，今后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在实现各主体利益兼顾的基
础上加以实现。面向应用的信息化发展战略，比起以往增强供给能力的战略要复杂得多，因为}
CT的应用经常要求改变组织的原有流程和结构，才能获得更好的ICT应用绩效。这意味着在ICT
的应用中需要解决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其中制度的创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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