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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容创新推动上海信息服务业协调发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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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以1999～ 2005为样本区间,通过对上海信息服务业的经营收入、产业增加值、营业利润及其

占全市GDP比重等数据的实证分析,详细剖析了上海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 对比发达国家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态势,描

述了加快上海信息服务业发展思路和产业链布局。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信息服务

需求,提出了商用数据库、金融信息、城市公共信息、网络信息传输、应用软件、数字内容创意等信息服务六大重

点发展方向,形成上海自主品牌信息服务业创新格局,以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创新。 

【关键词】: 信息服务业 产业链布局 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1309( 2007) 02- 0058- 07 

随着信息技术向社会经济各领域日益广泛的渗透和扩散,信息能力愈来愈成为国家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服

务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发展信息服务业的意义因此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行业本身的范围,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乃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进程,信息服务业已经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之一。因此,加快上海信息服务

业的发展,既是带动长三角现代服务业的联动发展,进而服务全国的有力举措,也是连通全球、提升国际地位、逐步实现我国产业

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上海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 

作为城市信息化的重要内容,上海信息服务业经过近几年发展,基本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信息服务业企业数和从业人

员不断增加,产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对国民经济贡献逐年增加。特别是2005年,上海信息产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据统计2005年

上海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2% ,稳居各大支柱产业之首,信息产业增加值1097. 91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25. 7% ,

其中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占信息产业增加值的35% 以上(如图1左) ,是活跃的经济增长点。 

上海市早在2001年3月就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上海信息化建设的决定》,将信息服务纳入城市综合发展战略,特别是2005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的《上海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信息服务业是上海服务业六大支柱产业及战略目

标后,其发展态势迅猛,企业数和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对全市GDP的贡献率逐年上升(如图1右)。2006年上海信息化委员会又特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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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上海市信息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应该说上海信息服务业正在形成更加完整的产业体系,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

保持快速增长的优势。 

1. 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对上海信息服务业近年来的发展轨迹进行考察发现,从经营收入、产业增加值与营业利润等角度看,

上海信息服务业显示出迅猛的增长势头。 

 

( 1)上海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和软件产业。全市各类信息服务业企业20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上海电信、上海移动、

联通上海公司等电信服务企业稳步发展,涌现了一批全国著名软件开发企业, 2005年上海信息服务业增加值422. 5亿元, 2004年

325. 59亿元,同比增长29. 8% (如图2)。在整个信息服务业中,软件营业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由1999年的36亿元增加到455. 17

亿元人民币,六年间增幅达6986. 2% ,占信息服务业比重达49. 65% (如图3)。 

 

( 2)上海信息服务业经营总收入和营业利润。上海信息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逐年增加,全年完成经营收入从1999年的183. 

82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655. 60亿元, 2005年为916. 8亿元(如图4) ,同比增长37. 1% ,实现增加值422. 5亿元,占全市GDP的4. 

6% 。2004年上海信息服务业营业利润为155. 4亿元, 2003年为108. 36亿元,同比增长43. 4% (如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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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服务业现行分类中,上海软件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在系统软件、平台软件和工具软件等方面的攻

关取得明显进展,初步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 2005年度实现经营收入455. 17亿元,同比增长50. 3% 。电信服务

营业收入331. 4亿元,同比增长20. 6% ;广电的传媒业转向数字电视及其内容提供领域,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正逐步成为市场

主力,广电服务经营收入27. 6亿元,同比增长32. 9% ; 移动运营商以内容促发展,以数据带语音,增值业务比例不断提高; 宽带

互联网应用发展迅速;电子商务日益广泛,通过利用各种虚拟和实体的网络,实现资源和能力的整合和共享; 网络服务业已发展

成为信息服务业中十分活跃的新经济增长点,网络服务营业收入102. 7亿元,增长45. 3% 。信息服务业已成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实现全球化管理和运营不可或缺的手段。 

2. 产业内部结构水平有所变化与提高。按照信息服务业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统计口径,将上海信息服务

业划分为电信服务、广电服务、网络服务、软件应用和系统集成、其它服务五个部分。从其内部结构来看,上海市信息服务业 1999

年上海市电信服务经营收入占信息服务经营总收入的比重达到三分之二( 66. 33% ) ,而软件应用和系统集成的比重不到 10% ,

电信服务一枝独秀的特点十分明显,到 2005 年软件应用和系统集成上升到了 49. 65% ,占据信息服务业的半壁江山,网络服务份

额也显著上升,六年间上升幅度达 198. 6% 。但电信服务下降显著,较 2004 年( 46.1% )下降了十个百分点,广电服务的份额下降

幅度也达 66. 67% ,如图 6。由此看出,信息服务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知识、内容、网络等新型信息服务比重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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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信息服务业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服务产业居世界前五位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其中,美国、西欧和日本凭借其

信息技术优势遥遥领先,三者信息服务业产值之和占世界信息服务市场份额的90% 以上,近年来全球信息服务业一直以两位数的

年均速度迅速增长。从国外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来看,基本已从信息服务平台搭建到信息内容加工逐步向信息资源融合与协同的方

向发展(见图7) ,对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综观发达国家信息服务业的发

展,基本具有国际化、规模化、品牌化等优势及高成长、高增长、高科技知识含量和强辐射等产业特征,并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1. 信息技术现代化和应用广泛化。高速数据传输网络的建成以及光盘存储的应用与普及、数据库与联机数据库服务的专业

化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系统、多媒体技术、电子数据交换技术、数据广播技术等的应用与推广,导致了信息存储、加工、传递、查

询和利用等领域的重大变革。近年来,新技术的应用还导致了以下结果: 硬件产品的价格急剧下跌,服务正变得比产品更重要; 

高新技术使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 

2.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更趋宽带化、智能化和综合化。许多国家将建立以宽带综合数字网络( B- ISDN )技术为支撑的信息

基础结构,宽带的容量及交互性将有根本性提高。随着宽带通信能力的不断增加,低成本的服务活动范围会更广阔、更灵活,应用

范围会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利用网络发布新产品信息、提供在线服务、获取反馈信息等,成为企业发展的新途径,利用网络开发

远程教育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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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商品化和服务市场化。新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信息服务的效果,把信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逐步成为一种现实。近

年来,信息量及信息需求剧增,构成了较大的信息市场,使信息服务的商业化趋势愈加明显。各商业化信息机构为增强其市场竞争

力,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科研活动,以生产出高质量的信息产品,促进了信息服务的市场化发展,从而形成经济

信息市场、科技信息市场及综合信息市场。 

4. 企业经营国际化和服务异地化。美国英特尔( IN T EL)公司与日本索尼公司公布了一项合作计划,旨在推行一项由英特

尔倡导的E-home 计划,将现有的各类数字式家电实现数据共享,为今后家电产品利用互联网管理奠定基础。邓白氏公司的企业资

信服务遍布全球,由其直接掌管的企业信息有2500万条。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在寻求专业的IT服务商而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将其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等服务外包。信息产业国际转移已经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衍生,软件和服务外包成为发达国家信息服务业

发展的一种趋势。 

三、以信息服务创新推动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 

信息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工具、手段和支撑,已经广泛渗透到现代服务业的各个行业和领域,国家“十一五”发展

规划中明确指出: “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加快上海信息服务业发展,必须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本着科教兴市、构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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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信息服务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和城市信息化,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信息服务支

撑,建成一批特色信息服务业产业品牌,形成集“研发、培训、孵化、交易、展示”五大功能的国家级和市级信息服务业产业基

地。通过错位竞争、突出特色,优化基地的产业布局,力争将上海建成全国、亚太乃至全球信息服务的汇集中心、加工中心和创

意设计中心,成为世界信息内容进入中国和面向世界推进中国信息服务创新的窗口。 

1. 构造上海信息服务产业链布局。就全国而言,目前信息服务业产业结构基本是由电信、移动、广电和网络四大行业所组

成,一些新的信息服务业虽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所开展,如内容服务、接入服务、应用服务、咨询集成服务等,但总的来说还不是很

发达。因此,上海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与国际接轨,创新发展模式,重点进行产业结构分析和产业发展特色研究,大力发展诸如

信息内容服务、信息数据加工等新兴信息服务业,尽快形成产业链上游为信息服务传输、中游为信息服务加工、下游为信息服务

提供,结构合理的上海信息服务业产业链布局,如图7所示。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信息化发展已具备了一定基础,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的新阶段。因此,信息服务业产业链布局应

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 1)以信息内容建设为主导。上海作为金融、航运、贸易、会展、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多功能中心城市,根据城市

整体发展规划与目标,应加大力度进行相关专业领域的信息加工中心建设,如金融分析、数据导航、媒体创意、游戏制作、影视

动漫等,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尤其是在经济决策、商业分析、公共信息等信息内容的智能化、协同化建设上大有可为,同时对于

各产业经济效益提高和社会整体和谐发展,也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7 

( 2)以强化软件自主开发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管理为根本。结合上海自身经济和产业发展特点,提倡建立良好的软件企业第

三方服务意识,加强政府对软件应用开发的领导和扶持作用; 重视软件企业的品牌建设和软件产品的质量管理,拓宽可持续发展

的应用软件开发人才引进和能力培养渠道; 完善制定和充分发挥相关产业发展优惠政策和措施效用,积极推动上海软件行业水

平的快速提升; 强化软件行业对于开发技术和开发平台日异更新变化的市场适应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 

( 3)以开发大型专业数据库为保证。集中财力开展重大数据库建设,确保对专业数据资源的收集、处理和存储建设的资金和

科研投入; 对具有创新优势和强大生命力的中小企业,制定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和加大对其的资金、技术的扶持力度; 加强对具有

成本优势和规模效益的大型数据加工企业的严格管理和监督,不断提升信息服务内容的整合力度以及数据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

和循环利用。 

2. 信息服务业重点发展方向。信息服务业是城市信息化的缩影,上海既要创造良好环境引入发达国家的信息服务理念,也要

培育信息服务业的自主创新品牌。从上海信息服务需求来看,主要是要满足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四方面的要求: ( 1)适

应电子政府的发展要求,建立政府部门的宏观经济决策进行支持的政府信息服务体系; ( 2)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信息供应的

需求,建立面向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和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国民经济组成要素的市场经济信息服务体系; ( 3)

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建立以方便人民生活、引导居民合理消费、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公众社会信息服务

体系; ( 4)为科教兴市而开展的软件开发,数据收集,信息加工、运行、维护提供支持的科学技术信息服务业。加快上海信息服

务业发展,可以重点发展以下六个方面,如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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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信息内容服务—— 创新自主版权的商用数据库。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信息服务业,首要的任务是要有服务于上海的

国民经济的内容信息服务。按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到2020年,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同时要进行科技创

新、科教兴市的主战略。因此,要加强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五方面数据库的基础建设与信息服务支撑体系,可以依托

市发改委、市信息委、市科委、上海图书馆等部门,建立满足商用数据资源开发基地、加工中心和服务平台。 

( 2)依托央行二总部,加快发展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业。就经济而言,单独一个上海还不足以成为世界城市,那么上海与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一起就可以列入世界城市群,目前30多家中资金融机构落户上海,汇丰、花旗、渣打等外资金融机构将地区级总部设

在浦东, 20多家外资银行被其总行确定为中国境内业务的主报告行。如果上海充分利用外资银行和依托央行二总部在上海的优

势,形成面向国内外金融机构的信息与数据交换服务枢纽,形成一条较完整的金融信息服务产业链。既是有效增强上海现代服务

业的立足点,也是提升城市功能与综合竞争力进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举措。 

( 3)以世博会为契机—— 发展城市公共信息服务。结合上海所处的地域特点及城市自身的发展状况,切实提出—— 以“长

三角”都市圈为基础辐射全国、以“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纽带联接世界—— 的上海信息服务业的区域发展战略。重点突出

社会保险、医疗、教育、房产、交通、旅游、物流、金融等领域的循环信息服务体系和公共信息数据库建设,建立全市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和电子社区服务体系。促进虚拟“世博”和实物“世博”的相互结合,形成一个融合城市公共信息服务生产、信息服务

的提供、信息服务相关技术标准等紧密配合的庞大产业价值链。 

( 4)发展三网合一,加快网络信息传输服务。推进企业信息化解决方案的运行模式,实现网络、系统资源共享。鼓励通过应

用服务租赁向企业提供各类专业化、高品质的信息服务联盟,推动电子商务、企业行业信息化建设,鼓励建设宽带多媒体平台、

移动通信平台。借助于三网融合,积极开发信息内容服务的品种,推进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商品化,推动网络教育、电子

娱乐和商业信息等多媒体内容的制作、经营和运作。 

( 5)信息服务支撑技术与应用软件。在《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重要研究领域和优先主题中包括“现

代服务业信息支撑技术及大型应用软件”。因此,重点发展信息技术在上海行业的应用,积极发展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和软件外包

服务,努力拓展信息技术服务市场。一是加强基础软件的研发,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软件产品; 二是重点开发为经济、金融、商业、

贸易、航运等各行业信息化提供服务的工具产品,提高国内占有率,拓展国际市场; 三是围绕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

水平的需要,开发现代服务业所需的应用软件,并形成系列特色; 四是实施“大企业”的战略,鼓励钢铁、石化、汽车、造船等传

统行业的重点企业投资或剥离设立软件企业,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增值服务功能和积聚效应。 

( 6)数字媒体内容平台与文化创意信息服务。信息服务业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技术服务,而是信息技术与文化内容的交融汇

合。《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优先发展“数字媒体内容平台”。欧盟委托欧洲著名的安博斯咨询公司在对

全球一些大城市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 上海和纽约、伦敦、东京将最有可能发展成为全球四大创意产业发展中心。

这说明上海在创意产业以及创意信息产业发展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实际上上海在创意产业以及创意信息产业发展方面已

经领先了一步,优势已经凸现。因此要重点发展围绕数字内容产业、电子媒体等新型产业、创意产业、文化产业中有关信息服务

方面的内容服务,对于成功的创意信息产业园区,不仅要推广经验,还要打造园区品牌,充分发挥成功园区品牌的扩展和带动效

应。 

四、结束语 

从世界范围来看,信息服务业正呈产业化、多元化、网络化、高速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信息产业国际转移已经由制造业

向服务业衍生,软件和服务外包成为发达国家信息服务业发展的一种趋势。如果上海能抓住了全球信息产业转移和发展的新机遇,

在整个上海信息服务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外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与借鉴,加强自主研发、创造和发展自己的信息服务品牌,使

其整体发展趋向国际化的先进水平,将能极大地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上海在信息服务产业的整体发展上应着重把握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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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 和谐、发展与创新。信息服务业作为信息产业和服务行业中带有政策性、知识性、技术性和发展性等交融的产业,其发展

过程中会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分析和解决。因此需要更进一步深化研究与探讨,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现代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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