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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在 北 京 工 作 的 王 女 士 虽 说 是 位“50
后”，但应用起互联网来可一点也不逊色。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上网浏
览。看看新闻，刷刷微博，查查天气，这已经
成为她每天早上必做的一项“功课”。

出门前，王女士还要打开手机上的一
个客户端，摇一摇，查看有没有能和自己
一路同行的人。上班途中，借助空闲，她
一边听着手机里付费下载的高品质古典音
乐，一边上网订购蔬菜和食品，提前为晚
饭做着准备。“虽然每个月要缴纳几十元的
手机上网费，但信息消费给我的生活带来
了很多便利。”王女士说。

信息消费包括信息网络消费，信息技术
消费，信息内容消费和信息产品消费。王女
士的网络生活，就是通过支付移动网络流量
费实现的。到应用商店（APP）里付费购买
应用软件、占用网络资源的电子商务、智能
终端电子产品等，应该说都属于信息消费范
畴，也是目前个人信息消费的普遍方式。目
前，信息消费正在大规模进入消费领域。

对新鲜事物始终充满好奇的年轻人更
是钟情于个人信息消费。如果说王女士的

信息消费代表的是追求生活品质的“实
惠”一族，那么热衷于网上购物、网络游
戏、聊天交友的达人们则是在追求一种生
活时尚，他们都在享受着个人信息消费带
来的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

个人信息消费的不断增长，推动了信
息服务的创新。过去，“的哥”们只能用

“扫马路”或电话预约的方式揽客，现在用
微博和微信生意就能“找”上门；过去儿
女们出国留学，在家的老爸老妈感觉没着
没落的，现在上网 QQ 视频，孩子就在

“眼前”，心里踏实了；过去出差，人生地
不熟，常常分不清东南西北，手里拿着地
图也派不上用场，现在人到信息来，“导
航+位置服务”贴心又周到。

移动互联网正在成为个人信息消费的
全新载体，拉动着信息消费的增长。截至
2012 年底，我国移动用户突破 11 亿人，智
能终端产销量居全球首位。从博客到微博，
从即时通讯到视频对话，从短信互动到微信
聊天，如今拿着 iPhone，刷着微博，聊着微
信，玩着啪啪，已成为一种消费时尚，这
些都成为信息消费增长的动因。

“以前玩户外，可没有现在方便。”旅
游达人吴江说，如今，找攻略，订酒店、
订机票，吃住行网上都能搞定。让旅游者
省了不少心，还省了不少钱，而手机上的
APP 应用软件更是“贴心”，可以实时快
速地解决许多实际问题。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给旅
游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手机上安装
APP（第三方应用程序），就可以随时随地
直接浏览喜爱的网站，随时随地与网友互动
和分享，随时随地实时掌握旅游信息。

在北京工作的吴江 10 多年前就喜爱上
了旅游，从背包客、山友到自驾游，他遍访祖
国的名山大川，曾多次上到珠穆朗玛峰大本
营，驾车行驶在川藏公路，甚至徒步可可西
里无人区。吴江还是一位信息消费的时尚
潮人，仅手机就更换了不下 10 部，每个月移
动上网就要用掉上千兆的流量。记者发现，
吴江手机里的 APP 客户端足有 30 个之多，

涵盖了吃、住、行、用、交友等生活中常用的
应用软件。其中，仅导航地图类客户端就有
谷歌、凯立德、图吧、四维、高德等七八种。

“从来不跟团”的吴江，其出游多采取
“拼团”搭伙的方式。去年“十一”期间，
吴江与“拼”来的 7 个人体验了一次澳大
利亚悉尼到墨尔本自驾游。吴江说，在国
内要提前把功课做好，比如要提前在网上
购买往返机票，目的地酒店预定，租车、
还车等，这不仅让他省心，省钱，手机上
的 APP 应用软件更是“贴心”，帮他快速
实时地解决了许多问题。

信息消费推动了信息服务业的蓬勃发
展。移动互联网让人们生活丰富多彩，最
大的好处就是方便、便宜、随时随地。吴
江说，要善于利用各种信息化手段，他从
亚洲航空新浪官方微博了解到，亚航每年
有 2 次较大幅度的机票打折活动。这一天
终于让他等来了，亚航微博透露，当天夜

里会投放一批打折机票，吴江守候在电脑
前到凌晨时分，网站上显示北京经吉隆坡
至悉尼往返，价格 3300元含税费，如此低
的价格让吴江兴奋不已。

专业比价网站省心又省力。根据行程
安排，吴江要从悉尼机场取车，到墨尔本异
地还车。他只好求助于专业租车比价网站，
最终选择了一家公司的一款现代 SUV 越野
车，每天租金 390元，租车价格接近于国内。

APP 应用更可随时随地提供帮助。吴
江说，APP 客户端的便利性就在于，点击后
直接可以进入到相关网页，随时随地查询、
预订和与网友分享、交流、互动。吴江一行
人原计划自驾车旅游，可以走到哪儿，住到
哪儿，到当地再找酒店，不必受时间限制。
没想到，他们赶上当地“十一”期间有盛大活
动，找酒店成了一大难题。于是，吴江用手
机上网，找了 2 家国外酒店预订网，下载网
站 APP 到手机里。幸运的是，他通过 APP

订到了一套大别墅，一问价格比汽车旅馆还
便宜。还有一天，已经是晚上 7 点多钟了，
旅馆还没着落，眼看无望的一行人就要露宿
街头，吴江试着用网站 APP 客户端搜索周
边酒店。幸运再次降临，他订到了一家建于
19 世纪后期的老酒店，酒店的“古建筑”风
格让一行人至今提起都念念不忘。自驾游
期间，他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找到酒店的，有
时碰到的房间租金一天还不到 100元。

在线旅游市场的迅猛发展，让在线旅
游商们纷纷抓住商机，注重智能手机 APP
的开发，争抢手机客源。中国旅游研究院
武汉分院日前发布的 《2012 中国旅游业发
展报告》 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中
国旅行预订用户达 4207万人，用户年增长
16.5%。2012 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
模将达 2530 亿元，2014 年将达 4580 亿
元。专家表示，APP 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在
线旅游预订的一个新增长点。

省钱又方便的信息旅行生活
本报记者 徐 红

导读：信息消费是一种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由个人信息消费、企业信息消费和公共信

息消费组成。个人信息消费这几年出现了巨大变化,消费的数据流量的增长已超过语音和短信服务的增长。农村数据流量消费

增长速度快于城市。

信息消费具有结构层次高，绿色无污染，带动作用强的优点,是各国重点培育的新兴消费热点。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通信和

互联网用户市场，有望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着力点

“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新
手机,他刚教会我怎么用它上
网，现在我会偶尔在上面看看
新闻和查找生活小常识。”采
访中,53岁的叶本英摆弄起智
能手机还不太熟练。

麦肯锡咨询公司2012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
5.64亿网民中约有60%仍属于轻度信息消费者，和叶本
英情况相似，他们对智能手机、电脑等数字终端依赖程
度较低，一周上网时间不会超过14个小时。这之中有
教育程度低、对互联网排斥的传统型消费者，也有时间
和预算有限的学生和打工人群。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
在数字终端和入口上的消费。

近些年，智能手机和电脑等数字产品不断推陈出
新，降低价格，逐步从奢侈品变为必备品进入到寻常百
姓家。即便是轻度信息消费人群，也有相当一部分正在
尝试或者准备尝试各种互联网终端和各类应用。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居民3C产品更新
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以手机为例，超过半数的手机用
户，每隔1-2年就会更换手机，2012年在中国销售智
能手机1.89亿台，较2011年增长137%，上半年每个
月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

智能终端的普及丰富了电子消费品市场，刺激了居
民的购买欲望，信息消费呈爆炸式增长态势。在采访中,
另外三位受访者表现出了对互联网更高的接受程度，他
们的信息消费方式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谢柯卿
这类数字达人随时都在留意最新、最好的科技产品，平均
不到12个月就会换一部手机。李斌是不折不扣的游戏
玩家，平均每天花3小时以上时间玩游戏，尽管收入不
多，但买起游戏装备来却很大方，这在“90后”外出务工
者中很典型。而冯斌是一个总是在路上的商务人士，出
门笔记本、手机、移动3G上网卡从不离身。

近年来，电子办公、信息查询、网络社交、游戏娱
乐、远程教育等各类信息服务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便
利。只要拥有一台接入网络的电脑或者手机就能轻松便
捷地解决一系列休闲娱乐和办公学习问题。

“比较遗憾的是现在我国居民对网络信息产品的付
费意愿还比较低，这无论对原创作品或者提供信息服务
的企业都是比较大的打击。”商务部个人消费研究专家
赵萍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对知识产权方面的保
护力度一直不够，产品原创性不强,出现大量模仿性产
品，一旦收费即意味着点击率的流失。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提供信息内容服务上与国外的
确还存在一些差距。比如在美国，itunes和Pandora等
提供付费网络音乐服务，彻底颠覆了以往音乐爱好者购
买实体唱片的消费方式；读者利用亚马逊的kindle阅读
器，可以很方便地购买大量最新电子书籍，下载影视资
料。与之相比较,我国电子内容产品还是比较贫乏，同
质化严重,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需求。政府与行业协会
能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原创环境，将对信息
消费今后的发展影响重大。

“数据显示，美国、日本的人均信息消
费支出分别为 3400 美元和 2400 美元，我
国仅为 190 美元，信息消费还具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全国人大代表、腾讯首席执行
官马化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

以往那种简单的语音服务以及网络接
入服务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信息消费需
求。据互联网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2012
年电信运营商的短信量同比下降了 20%，
彩信量下降了 25%，电话业务量下降了
5%。但与这个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移
动应用业务量和用户数正以几何级的速度
激增，新浪微博的用户数达到 5 亿，而腾讯
微信的用户数已经突破 3 亿。所以个人信
息消费呼唤新的经济模式。

我国信息消费还有广阔增长空间。目
前我国宽带网络在普及率、网速、价格等
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信息消费
的增长空间广阔。将来，无论何时何地都
可以实现以任何方式与任何人进行各种信
息传递的时候，传统衣食住行购的消费方

式将彻底改变，特别是随着“数字家庭”
的推进，个人信息消费将成为拉动内需的
主力军。

然而，目前信息消费市场不规范，数字
内容产业发展滞后，个人信息保护机制不
完善等也制约了个人信息消费的增长。同
时，由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发展的不平衡，
以及受教育程度的限制，缺乏信息化技能
等，限制了农民的个人信息消费能力。工
信部部长苗圩表示，2013 年将大力培育信
息消费，推动实施信息消费激励政策。扶
持重点是：积极发展移动互联网、IPTV、手
机电视等新应用；引导智能手机、智能电视
等终端消费；加快网络购物、网络支付、电
子商务等信息服务发展。

作为拉动内需的增长点，个人信息消
费将更给力。不仅能够形成规模巨大的新
兴个人信息消费市场，而且对相关产业的
支撑带动能力也将不断增强。不仅对内需
有推动，对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
推动作用也都会很大。

短短几年，我国信息消费便异军突起，
形式多样的信息产品广泛进入到居民家中，
信息消费逐渐显现出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引擎。工业和信息化部
部长苗圩指出：“信息消费每增加 100亿元，
将带动国民经济增长 338亿元。”

信息消费的数据流量增长已超过语音
和短信服务消费的增长。而农村数据流量
消费增长速度快于城市，表明农村也已进
入数据流量消费的快速增长期。

家住山西省阳泉市荫营镇下荫营村 20
岁的张圆非常喜欢上网，可以说，上网冲
浪、QQ 聊天、看视频、打游戏就是她的
业余生活。每个月张圆都要从仅有的 1500
多元工资中，拿出 200 多元缴纳上网费和
手机费。张圆告诉记者，村里和她相仿的
伙伴们也都喜欢上网，白天在城里打工，
基本上都用手机上网，每个月个人信息消
费金额差不多都在 200 元至 300 元。“不
过，互联网让我和伙伴们天天能‘见面’
聊天，生活蛮快乐，在这上面花点钱舍
得，也值得。”

记者调查发现，农村居民个人信息消
费趋于年轻化。18 岁至 40 岁左右的农村
居民信息消费欲望比较强烈。信息消费对
内需的拉动作用已经显现。2011 年，我国
宽带接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消费总额达

2830 亿元，数字内容消费规模约为 3292
亿元。据测算，2012 年到 2015 年，二者
累计可达 2.5万亿元以上。

在发达地区，个人信息消费已成为居
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支出。据统计，截
至 2012 年 底 ， 我 国 网 民 规 模 达 5.64 亿
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42.1%。近年来实施
的“家电下乡”、“宽带下乡”和“信息下
乡”，使农村市场潜力也被激发出来。农村
网民规模达到 1.56亿人，占比 27.6%。

新型智能终端产品激发起信息消费巨
大 的 潜 能 。 2011 年 国 内 智 能 手 机 销 量
7344 万部，销售额 1469 亿元。预计 2013
年到 2015 年累计销售额可达 2 万亿元以
上。以电视为例，如今的智能电视大都内
置了可以下载软件和客户端的安卓系统。
有的电视还配置了语音浏览器，电视机上
网看新闻、视频、购物，只需动口不用动
手。数据显示，智能电视热潮已势不可
挡，2012全年渗透率已达 32%。

从过去传统互联网时代“不出门知天
下事”到目前位置服务“出行不求人，信
息送上门”，个人信息消费不仅满足了人们
个性化的生活需求，提高了生活品质，同
时也促进着信息产业的升级，带动个人信
息消费向更高层次转变，进而实现拉动内
需的增长。

个人信息消费：指尖上的时尚生活
本报记者 徐 红

“上微博问好，用微信拜年”，当下这种生活方式正成为时尚。这几年个

人信息消费出现了巨大变化，像收发邮件、网络社交、电子商务这样的数据业

务正越来越多地成为手机账单中的主角。移动在线互联生活方式推动了信

息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成为拉动内需的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信息生活改变 消费观念信息生活改变 消费观念

推动产业 可持续发展推动产业 可持续发展

成为拉动内需 新增长点

信息消费潜力大

服务内容是软肋
郭文鹃

受访人的信息消费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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