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消费有望成为继房地产、汽车后的又

一活跃消费热点。有研究报告显示，信息消费

预计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0.7%，带动行业新增

产出逾1万亿元。预计2015年我国最终信息消

费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年均增长25%以上。

信息消费对扩大内需和经济转型升级的

促进作用，不仅仅限于单纯的数字。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家庭宽带接入、网

络视频、网络购物、手机阅读等信息消费服务

和创新产品，正在改变着生活和娱乐方式，而

以“智慧城市”为代表的民生领域信息化水平

提升，更是让大众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红利。

在 企 业 方 面 ， C2B （企 业 到 个 人） 订

制、制造业服务化、柔性生产⋯⋯这些先进

的生产方式将帮助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借

由信息消费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

合，通过将信息技术和产品应用融入核心业

务流程中，我国企业在转型升级之路上正稳

步前行。

在社会方面，逐年加大的政府信息消费，

体现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此同时，发展

信息消费，还意味着整个社会运转效率的提

高。数据显示，信息消费增加10%，则GDP每

单位能耗将下降1.8%，物耗将下降1.4%，这为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良好

条件。

未来 3 年，如何实现信息消费年均增长

20％的目标？从大的方向上来看，要积极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丰富信息产品，通过市场的实际需求来引导

信息消费增长。

在积极推进基础建设方面，随着光纤入

户规模的扩大，“三网融合”不断推进和 4G

牌照的下发，“宽带中国”战略正在有条不紊

地实施，为信息消费夯实硬件基础。

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方面，则要加快实

施“信息惠民”工程，推进教育、医疗优质

资源共享，普及应用居民健康卡，加快就业

信息全国联网，推进金融 IC 卡在公共服务领

域的应用，在有条件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试

点示范建设。

在丰富信息产品和信息消费内容方面，

则要鼓励智能终端产品研发，通过创新供给

引导消费。同时拓展新兴服务业态，开展物

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我国正处于居民消费升级和信息化、工

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阶

段，信息消费具有良好发展基础和巨大发展

潜力。只有真正坚持以市场需求为主导、以

应用为核心发展信息消费，才能增强信息产

品的供给能力、培育信息消费需求、营造发

展环境、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信息消

费才能真正发挥出对国民经济的提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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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产、生活和管理的信息
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创新更加活
跃，市场竞争秩序规范透明，消费
环境安全可信，信息消费示范效应
明显，居民信息消费的选择更加丰
富，消费意愿进一步增强。企业信
息化应用不断深化，公共服务信息
需求有效拓展，各类信息消费的需
求进一步释放。

（摘自《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

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创造环境，
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政府
要做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促
进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等工作。

2013 年，我国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关
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并发放了
4G 牌照。一系列“大动作”，正释放着居民信息消
费的活力。

加快推动信息消费，不但能有效拉动内需，催生
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在促进着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和
民生改善。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信息
消费每增加 100亿元，就将带动国民经济增长 338亿
元。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发展司副司长祝军表示，

“宽带中国”、信息应用等将成为促进信息消费的“抓
手”。回顾 2013年，这些方面有哪些变化？

网速快 资费降

“我的工作离不开网络，对我来说，最大的感
受就是宽带更宽了，网速更快了。”北京某时尚杂
志编辑孙毅说。

今年 8 月 17 日，国务院公布的《“宽带中国”战略
及实施方案》把宽带网络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水、电、
煤气等同起来，纳入到公共基础设施。在“宽带中
国”、信息消费等政策的推动下，电信运营商开始全
面推广百兆宽带，加快提升城市地区宽带接入能力。

数据统计，今年1至9月，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净增 1595.4 万户，达 1.86 亿户。记者在采访时发
现，今年绝大多数宽带运营商开始免费为用户进行宽
带提速，同时，相较 2012 年的平均宽带资费水平，目
前北京、上海等地区的宽带资费已有明显降低。

12 月 4 日，工信部向国内 3 家电信运营商正式
发放了 4G （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 TD-LTE 牌
照，开启了我国 4G时代。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主任史炜表

示，随着“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边远农村地区
消费者和低收入消费者也可以享受到宽带服务。4G
标准 TD-LTE-A 提出者、大唐电信集团董事长真
才基告诉记者，4G将大大加快这一过程。

地铁和火车上，原来只是年轻人在玩手机。有
了微信以后，男女老少都在玩手机。“4G 时代，每
个人所持终端的信息传输带宽达到 100M，相当于
1997 年全国网络国际出口带宽 25M 的 4 倍。4G 拉
动的信息消费将不言而喻。”真才基说。

在玩乐中实现增长

订票、订餐、订旅店、玩游戏、购物支付、看
电影⋯⋯，这些当红的 PC 互联网应用，在 2013 年
打开了移动端服务市场。这种“终端+服务”的模
式让不少人习惯了网络生活方式，也由此不断拉动
着信息消费的增长。

2013 年，国产手机家族中的“中华酷联”(中
兴、华为、联想、酷派)和小米智能手机迎合大众口
味，产销量跻身国内前 6 名；乐视网、小米、爱奇
艺打造的智能电视，让消费者目不暇接。智能终端
拉动信息消费增长，眼下已成为事实。

工信部相关报告显示，我国智能手机加速普
及，1 至 9 月出货量为 3.47 亿部，在国内手机市场
的占比达 74.3%。被企业界和资本界一致看好的智
能穿戴设备，2013年也显现出较强的消费能力，仅
果壳电子智能手表销量就已突破 10万台。

2013 年 ， 最 抢 眼 的 软 件 应 用 非 “APP” 莫
属，而“手游”当仁不让地占据着消费热点，视频
则 成 为 消 费 的 主 力 。 微 信 、 微 博 、 QQ 等 各 种

“APP 头像”充斥着手机终端页面，消费者开始习

惯付费加入“低头族”。据统计，2013 年手机游戏
行业市场规模将超过 100亿元，同比增长 150%。

智慧城市惠民生

今年9月1日，全国首个省级肉菜追溯平台——
海南省肉类蔬菜流通追溯平台正式启动。这个平台
为每一样农产品办了一张“身份证”。通过销售小
票上的追溯码查询，老百姓甚至可以了解超市里每
块猪肉的“前世今生”。

和这个平台一样，在拉动社会信息消费方面，
主打“信息惠民”的智慧城市建设成为突破口。
2013 年 1 月和 8 月,住建部分别公布了首批和第二
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共计 193 个。此外，湖北、
山东、广东、辽宁等省则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群。数
据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智慧城市投资总规
模将达到 5000亿元。

从目前各地的“智慧城市”推进进程来看，瞄
准医疗、教育、交通、安全等各项与民生息息相
关 的 信 息 惠 民 工 程 ， 正 成 为 各 地 政 府 关 注 的 焦
点 ， 也 将 成 为 普 通 老 百 姓 最 先 感 知 的“智慧生
活”。比如在深圳，4 条地铁线有望年内实现全程
免费高速无线网络覆盖，届时，深圳将成为全球
首 个 地 铁 覆 盖 免 费 网 络 的 城 市 ； 在 上 海 ， 任 何
一 位 在 市 内 联 网 医 疗 机 构 就 诊 过 的 患 者 ， 医 务
人 员 都 可 以 在 业 务 规 范 下 通 过 医 生 工 作 站 调 阅
其电子健康档案；一些中小城镇的智能化建设也
各有特点，“花木之乡”湖南浏阳的柏加镇，把经
营的树木建成一个物联网，还建立了人口数据系
统、地理信息系统。“智能城镇”建设从主要产业
的技术升级着手，带动了柏加镇的发展。

信息消费：扩内需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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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从农业到制造业，从服务业到通信

业；金融业需要网络金融，商业发展为电商⋯⋯所有

产业当前都面临信息化的机遇与挑战。信息产业不仅

能带来产值的增加，有利于实现稳增长，有利于满足

老百姓对信息消费的需求，同时还有利于解决就业

问题。

@付亮：信息消费，包括整个信息技术都在改变

着消费方式。信息技术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改变，

使社会生产力发展面临着重大的转型，获得了重大的支

持力。靠原来的方式本已很难再有特别大的突破了，但

信息技术给它带来一个质变，可能出现全新的领域。

@杨培芳：“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之后，将惠

及庞大的产业群，包括通信设备制造商、软件提供

商、3 大电信运营商、网络电视运营商等。这样会形

成一个新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延伸，将进一步拉

动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进入。因此，需要市场作指

导，政府作引导。

@王华锋：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无卡的时代，科

技给人们的支付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移动支

付。谈起移动支付，我们不得不说互联网技术，正是

互联网技术，才使得传统支付行业由线下变为线上，

从而催生了一大批第三方支付公司。在过去的 10 年

中，互联网已经实现了由现实社会向虚拟社会的有

效构建。

（本报记者 孙 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