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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信息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建立在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基础上的信息通信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也是信息产业中发展最快
、规模最大的主要产业之一。
从全世界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都经历了从垄断到竞争的改革历程，打破垄断、放松管制、
自由化和民营化已成为信息通信产业改革的大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政策的扶持和政府的推动，信息通信产业的改革是不可能实
现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也深受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影响，信息通信产业迅速成长且不断壮大，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但我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目前我国信息通信产业还存在经济效
益不高、关键技术相对落后、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等多种问题。
长远来看，我国基础产业发展迅速、市场广大、已建成了较好的工业基础，在发展信息通信产业上具
备一定的后发优势，只要有效地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信息通信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验和教训，就有可
能实现信息通信产业的跳跃式发展。
为更好地研究制定国家信息通信政策，一方面必须研究各国信息通信政策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必须
跟踪研究国际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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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分析日本信息通信产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日本信息通信政策的历史沿革、制定过
程、政策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并选择“三网融合”政策为个案研究对象分析日本在该领域中的具体做
法；同时在基于网络调查方法获得数据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分析我国信息通信产业的现状，评价我
国信息通信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通过对日本信息通信政策特点的分析及总体评价，对日本给予中国
的经验和教训做出较为细致、全面的考察，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另外，本书还将研究日本信息通信政策可能用到的网址和我们进行网络调查时的问卷作为附录放在书
后，以便感兴趣的同行参考。
    本书适合从事信息通信产业的实际工作者和管理者，从事日本问题研究、信息政策教学和研究的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以及信息管理、经济管理及公共管理相关专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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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0年7月，八国集团在日本冲绳发表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中认为：“信息通信技术是21
世纪社会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并将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随着社会信息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建立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上的信息通信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
的重要产业，也是信息产业中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
信息通信产业的技术和资金密集性特点，决定了其发展需要从国家整体的高度来确定目标和引导。
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政府对信息通信产业的大力支持主要体现为制定国家信息通信政策和各种法
规来保障其发展。
制定高质量的信息通信政策是推动信息通信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信息通信政策不仅影响到信息通
信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而且影响到国家整体的经济和发展潜力。
　　从全世界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各国的信息通信产业改革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政
治制度和经济基础方面的差异，但是世界性的大趋势是在信息通信产业领域内都经历了从垄断到竞争
的改革历程，打破垄断、放松管制、自由化和民营化已成为信息通信产业改革的大趋势。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政策的扶持和政府的推动，信息通信产业的改革是不可能
实现的。
因此，信息通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成为政府决策者在制定总体发展战略和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过程中关
注的最重要内容，因此有必要对促进信息通信产业的政策措施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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