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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阶段，城市经济发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本

文首先分析了信息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关键要素的替代作用，包括土地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资
源能源要素。然后阐述了信息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包括工业、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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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全面

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

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如何推

进信息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支撑城市的工业化、国

际化，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信息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体现在信息要

素对城市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作用，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质

量; 另一方面体现在信息化对城市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等

的带动作用，增强产业经济的竞争力。

二、信息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关键要素的替代作用

生产要素是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

会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资源和能源、信息等内

容，而且这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农

业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 在工业社会，资本是最主

要的生产要素; 在信息社会，信息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1］。

1． 信息要素对土地要素的替代作用

土地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工业经济。由

于经济粗放式发展的情况没有明显改观，同时不能突破 18 亿

亩耕地红线，加上这些年快速增长的房地产开发，我国许多城

市面临工业用地紧张的局面。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土地开发

强度超过 40%，高于国际上 30%的警戒线。

信息化是经济集约化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必然要求。

实践表明，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可以提高产业的技

术密集度，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进而提高城市单位

土地面积的产出。对于低端制造业，简单地扩大再生产，并不

能增加多少产值，但如果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制造业由低端

向高端升级，则会在不增加工业用地的情况，使工业产值快速

增长。

2. 信息要素对资本要素的替代作用

中小企业数量往往占一个城市企业数量的 99% 以上。

中小企业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推动自主创

新、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是保持城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

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近年来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

升，又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资金普遍感到紧张。如何减低生

产经营成本，提高流动资金周转率是中小企业普遍关心的问

题，而信息化是其中一种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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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一批中小企业通过

信息化建设，有效减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企业流动

资金周转率，安然地度过了危机。许多企业通过开展网络营

销和电子商务，减低了市场营销和交易成本，开拓了产品销

路。一些企业通过实施 ERP 系统，减少了库存占用资金，降

低了采购和制造成本，提高了应收帐款回款率［2］。

3. 信息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作用

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在我国，劳务输出大省主要集中在江西、安徽、河南、四川、贵

州等中西部地区。随着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生活成本的增长快于劳动报酬的增长，广

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影响了这些经济

大省的发展。而信息化是破解东南沿海地区“用工荒”的有

效途径之一。

通过信息化，可以实现企业生产的自动化，对车间工人的

需求明显减少。信息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在不增加人力资

源投入的情况下也可以提高产能。例如，宁波继明电器有限

公司信息化之后，节省劳动力 100 人以上。此外，信息化还可

以促进管理扁平化，减少中间管理层次，降低对企业管理人员

的需求。例如，黑龙江黑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息化建

设，公司各级管理人员精减了 35%，管理人员的比例由全员

的 14. 2%降低到全员的 6. 4%。

4． 信息要素对资源能源要素的替代作用

2011 年 12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作报告时说，尽管“十一五”时期节能减排和生态建

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能源消耗仍然偏高，环境污染仍很严

重，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201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

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 2 倍，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

提高，石油、铁矿石等均已超过 50%。

信息化可以减少企业原材料损耗，促进节能减排。例如，

黑龙江省蓝艺地毯集团通过地上衡和电子称接入系统，织毯

过程实现了自动进行半成品检斤，同时，自动和原材料出库

数、产成品定额数对比，控制了原材料的消耗。原材料损耗就

从每平方米 0. 2 公斤降低到现在的 0. 03 公斤，年节省原材料

消耗 170 吨。山东莱芜钢铁集团通过运用信息化手段，钢综

合耗水由 21 立方米 /吨下降到目前的 5 立方米 /吨，钢综合能

耗由 1200 千克标准煤 /吨下降到 700 千克标准煤 /吨。新明

珠陶瓷集团通过采用电脑自动化恒温控制的辊道窑，单位产

品能耗比以前下降了 20 － 30%，而且产品烧成质量更好、报

废率更低。

三、信息化对城市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1． 信息化对城市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城市传统工业进行升级改造，是促进

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虽然以信息

化推动工业化将增加 30%的投资，但可以提高产品档次和质

量、改善生产环境、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从而增加 85% 的

经济效益。德国政府通过信息化等手段对鲁尔工业区进行改

造，取得了成功，使北威州老工业基地在德国经济中仍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积极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大

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工业转型升级规划

( 2011—2015 年) 》进一步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

合。

2. 信息化对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

标志。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

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进经济结构

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高技术服务业是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和高端环节，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

创新性强，发展潜力大，辐射带动作用突出。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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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出

台，在八个重点领域中，与信息化直接相关的就有三个: 信息

技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电子商务服务。

信息技术在餐饮、酒店、商贸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中得到

越来越普遍的应用。例如，电子点菜单、网上预订酒店、网上

购物等。世界 500 强第一名的沃尔玛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和经

营模式改造传统商贸零售业的典范。信息技术在金融、物流、

会展、咨询、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中也得到越来越普遍的应

用。例如，电子支付、货物网上追踪、在线展览、专利信息检

索、数字化设计等。

信息化不仅对服务业有改造、提升的作用，而且还催生出

信息化服务业，包括电子商务服务业、物流信息服务业、信息

化基础设施服务业、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信息增值服务业、信息

化咨询服务业等。信息化服务内容包括信息化规划、信息系

统设计、系统集成、项目监理等。

3. 信息化对城市信息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实证研究和

统计数据表明，城市信息化水平和信息产业发达程度呈现明

显的正相关，即城市信息化排名靠前的往往都是信息产业较

为发达的城市。城市信息化建设为信息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

场需求空间，可以带动城市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业和信息化

服务业的发展; 而城市信息产业的发展是城市信息化建设的

重要支撑。以软件产业为例，制造有形产品的整个环节包括

研发、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看，当企业

扩大到一定规模后，企业将进入规模不经济的状态; 而软件产

品属于无形产品，其研发成果就是开发出一套产品，生产过程

实际上是简单的复制过程，边际成本递减而非递增。

4. 信息化对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

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

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目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

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创新

为主要驱动力，辐射带动力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有利于提升产业层次，推动传统产业升级，高起点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是“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举措。

通过推进研发设计信息化，可以增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

的自主创新能力。利用信息化手段，研发设计人员可以在虚

拟环境中进行协同设计、优化分析、性能测试、过程仿真和虚

拟装配等，把计算机运算的快速性、准确性同研发设计人员的

创新思维、综合分析能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模拟和预测产品

功能、性能及可加工性，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试制成本和研发

风险。

此外，智慧城市建设也会带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阶段。智

慧城市建设将使城市管理、城市经济、城市社会等各个领域对

物联网、云计算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产生巨大需求。

四、结语

由此可见，信息化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是转变城市

经济发展方式、保持城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各

市应因地制宜地推进城市信息化建设，努力构建“智慧 城

市”，并把信息化建设与城市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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