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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社会生

产生活，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

世界主要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

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虽然我国网络信

息技术和网络安全保障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同世界先进水平

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战略

规划和统筹，加快推进各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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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概述 

(一) 工作背景 

进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个领域不断渗透和推陈出新，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运作

方式和创新模式，驱动信息社会快速实现转型升级。在信息

化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如何科学评价信息化发展水平，

并进一步总结发展经验、提出发展策略，是世界各国的政府

部门、行业组织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信息化发展评价对网

络强国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对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在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信息化发展局的指导下，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工业和

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单位，深度研究以全球

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DI）、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EGDI）、全球网络化就绪度指数（NRI）等为代表的国际知

名信息化评价指数，密切关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俄罗斯等国家信息化测评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实践成果。

通过对各评价体系的侧重点、共同点、差异性进行深入剖析，

力求从多层面、多视角反映我国信息化发展的真实水平，为

制定科学合理的信息化发展评价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工作过程 

1.制定信息化发展评价指标。通过与政府信息化主管部



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 

2 

门、各类型企业代表、信息化专家学者沟通交流，就指标体

系总体框架设计、指标选取，以及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进行

商讨，初步形成信息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充分吸纳各位

专家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进行进一步

修正，最终形成信息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构建信息化发展评价模型。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初步

构建起信息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测算模型。为验证评价模

型的可操作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对评价模型所涉及的国际

数据进行预采集，结果表明大部分国际数据均可以采集到定

量数据，少量数据需要通过抽样调查、专家调查或者网民调

查的方式获得。 

3.确定评价范围及开展数据采集。基于开展国际对比的

需要，以及数据采集的可行性，选择 88 个国家
1
进行评价，

同时纳入中国 31 个省级单位
2
。评价工作所采用的国际数据

主要来源于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机构。国内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国证监会以及各类研究机构。   

4.评价结果计算分析及报告撰写。在对 2011-2015 年原

始数据开展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综合评分法计算得出各

国家和国内各省（区、市）的信息化发展指数。与此同时，

对网络基础设施、产业和技术创新、信息化应用效益、可持

                                         
1 88个国家的 GDP总量占世界 GDP 总量的 95.81%，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

的 86.08%，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 本研究评价范围暂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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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等指标的表现情况进行分析，提炼主要研究结论，在

此基础上完成《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 

(三) 设计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工作坚持导向性、系统性、可比性、

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优化等设计原则，具体如下： 

1.导向性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以促进信息化发展为

目标，以国家大政方针、经济发展规律、网络强国建设需求

为统领。评价指标主要体现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总体要

求，浓缩了信息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同时，在指标要素和权

重设置方面，对信息化发展重点关注的方向进行倾斜，从而

充分体现其引导性的作用。 

2.系统性原则。信息化是一个有机体系，经济社会各主

体、各领域之间均存在着紧密联系，指标体系不是指标的简

单堆砌，而是一个层次分明的整体，不同维度的指标处于不

同层级，形成一定的秩序，同层级指标之间、指标层与指标

层之间具有清晰的逻辑关系。指标体系中的单个指标能反映

信息化发展的某个侧面，而指标的综合又能反映整体情况。 

3.可比性原则。可比性包括评价结果的横向对比和纵向

对比以及多变量分析。不同区域信息化发展指数的比对，可

以发现在评价测度方面的差距;同一个地区在不同年度的指

数比较，可以发现该地区信息化发展的方向、水平和速度;

多变量分析可以找出特定区域信息化发展的主要优势和劣

势，是原因分析与对策提出的重要前提。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1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